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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青年艺术家对未来的思考

记者 徐 颖

晨报讯 这个暑假，当很多孩子在刷题或打

电子游戏时，有些孩子正跟着一位特别的老师，

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上。从河西走廊到敦煌，到戈

壁徒步，到吐鲁番，到喀什，他们重走陆上丝绸之

路，以一种身临历史现场的方式，全身心沉浸式

地体验自然和人文之美。

带领孩子们的这位老师，就是“读行无疆”

创始人丁雁。其实，早在 2012 年创立这个文化

教育旅游品牌之前，当时身为上海民办平和双语

学校语文学科负责人的丁雁老师，就在从教的

20多年里，坚持一年至少两次，带领一批又一批

学生行走中国，光丝绸之路就走了三次以上。

而“读”，则在丁雁老师的引导下，成了孩子

们的日常，365天，天天丰盈着年轻的灵魂。陆上

丝绸之路是“读行无疆”的“重头戏”。从 2013

年起，“读行无疆”工作室开始设计并落实这个

文化行走项目，每年都带领孩子和家长们，从洛

阳或者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来到敦煌，数次

入疆，最远到达喀什———丝绸之路中国境内的最

西端。

此时的丁雁老师正在带队行走，他们此次的

陆上丝绸之路暑假行始于 7 月 14 日。兰州集

结，经武威到张掖到嘉峪关到敦煌，沿着河西走

廊一路向西领略黄河、高原、草场、戈壁、沙漠、雪

山，体验除了现代交通工具的羊皮筏子、驴车、骆

驼，还有肉夹馍、馕饼、凉皮、李广杏、烤全羊等当

地美食，一路感受着西北风情。同时，丁雁带领大

家通过甘肃博物馆、雷台汉墓、嘉峪关、阳关、敦

煌研究院和莫高窟及相关文物的参观学习，了解

“丝路”由来、张骞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

等故事，领会佛教西来的意义和佛像艺术的价

值；诵读边塞文学，了解李白、王维、王翰等诗人

的经历，感受他们的情怀。他们走着，读着，交流

着，时不时用笔书写着对诗文的独特理解，和对古

今的人情与思想的领悟。这是丁雁自己数十次来

到敦煌，也是带着学生第九次重走陆上丝绸之路。

明天下午 2时，第 8期“申学课堂”将连线

正带队行走在阳关烽燧和丝路古道前的丁雁老

师，与屏幕前的观众分享美景、美文，聊一聊阅读

与行走的关系，为学生和家长展现一个不一样的

暑假。活动将在新华传媒上海书城官方微信视频

号上全程直播。

“申学课堂”周末连线———他们正行走在丝路古道

本届展览以“改造未来”为主题，关

注当下人类的共同处境。上海多伦现代美

术馆馆长曾玉兰表示，本届青年美展所展

出的艺术作品，并不强调作品的“最新”，

而是更注重作品的价值、活力及实验性。

她表示，本次展出的作品中，有几大非常

明显的趋势。

例如展览中“艺术与科技“这一主

题，艺术家们在这方面语言的运用上已经

非常成熟了。武子扬的《生态互联系统》、

郭城的《风的验证》，这些作品不仅仅是

在思考艺术与科技的问题，而是借用艺术

与科技的联姻思考和呈现更为复杂的AI

智能的边界、媒体社会的真相等课题。

也有一些艺术家在关注虚拟与现实

这个主题，元宇宙已经成为一个非常热门

的话题，艺术家们保持着清醒的思考。元

宇宙时代真的是我们新的欢乐时代吗？

“元宇宙”真的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乐

园吗？艺术家蔡宇潇在作品中使用动画这

一语言，编织了一个元宇宙中的大洪水故

事来反思元宇宙引申的诸多问题。

何诚昊、詹硕宇、麻淞滔、叶冠云团

队制作的《言 ++》作品，关注网络时代

的语言问题，讨论随着这些语言的出现和

变化所发生的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的改

变，并且用一种游戏的方式来邀请观众

参与其中。

艺术家卓莹则以天马行空的定格动

画的形式，把现实和虚拟、生活和想象这

些关系视觉化。

本次展览中还有一条主线是关注人

与环境的课题，比如龙盼和童文敏关注生

态和环境的问题。童文敏曾去到福岛，用

行为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于环境污

染的思考。艺术家用一种非常诗意的方式

去讲述，通过这种诗意的呈现方式，观众

最初观看作品的时候是非常轻松的，但当

你开始理解作品，你会发现作品是在诠释

非常残酷的现实。

女艺术家夏晶心的作品《365》，对玻

璃窗上一个 10厘米半径的圆形所限定的

天空进行了 365天的记录，以此思考人与

自然、人与城市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展览中还有不少艺术家的创作是关

于身份意识的探讨，比如谭婧的作品《阿

雄出走了》，她祖父母一代是泰国华侨，

20 世纪 50 年代回到国内，作品讨论的是

一种身份的漂移。杨迪的作品《安全词》

这一作品来源于他自己在德国的经历，舒

楚天的《咸嘉新村》系列摄影是关于个

人成长的一种影像编织。谭静的作

品是关于她对自己祖辈和家族的

一个记忆历史，并在其中加入

了自己作为女性的思考。

曹澍的作品《异地

牢结》在探讨一个

历史事件，在这

个历史事件里

也讨论了文化

交流的问题。

此外，还有关

于 未 来 的 想

象，在袁可如和潘子申的作品中被诠释得

唯美又充满神秘感。作品结合了科幻小

说、星际旅行的想象元素，既有对当下现

实的关联，也对未来人类的方向充满忐忑

又满怀期待。

在曾玉兰馆长看来，这次参展的青年

艺术家们的视野非常全球化，同时又具有

在地性，他们关注的主题以及围绕主题所

作的讨论和思考，非常契合“改造未来”

这个展览主题。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展览还在展

厅中设置了一块公共区域，观众

可以找找哪一件作品让你有

所触动，哪件作品让你生

发 出 对 未 来 的 想

象———主办方希望

为观众提供一个

思考与想象

的空间。

晨报记者 徐 颖

一场新冠疫情深刻地改变了世界，让人重新

面对生命、生存和生活。我们将迎来怎样的未来？

“改造未来———第八届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

即日起在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对公众展出，本次

展览将举办至 8 月 31 日。

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自 2004 年创立了 “上

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项目，至今已经连续举办

了七届，历届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所展出的作

品展现了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思考深度，凸显

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活力。

据介绍，本次展览通过向社会公

开征稿以及提名推荐的方式征集作

品， 最终由专家评委评选出了在

立意、表达和价值取向上都与

本次主题相符的共计 18

位/组艺术家的作品参

展，作品形式涵盖绘

画 、装置 、影像 、

行为表演等。

“第八届上海多伦青年美术大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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