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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观察
花 5元钱就能边喝茶边赏花晒太阳

桂林公园里藏着一家宝藏茶馆

日前，备受瞩目的第八届约翰·莫尔绘画
奖 （中国） 在上海久事美术馆揭晓了获奖名
单。此次大赛共评选出 6位获奖者，他们分别
是刘泽群（作品《存在 NO.13》）、王叔重（作品
《风景山》）、林兆乐（作品《?的图像》）、胥涵
卓（作品《志恒》）、李莉琴（作品《鸟鸣涧》）和
孙源（作品《群体的寓言 NO.78》）。这些佳作
与其他入围作品共计 100幅，即日起至 5月
12 日，在上海外滩 27号和外滩 18 号免费向
公众展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中国当代绘画
的盛宴。

青年艺术家
多元创作维度构建当代艺术生态

在作品展开幕式上，主办方揭晓了获奖
名单，并为获奖艺术家颁发了奖项。一等奖得
主刘泽群的《存在 NO.13》通过极简构图和
符号化重组，探讨了工业文明中的人性困境；
王叔重的《风景山》则在后现代解构中激活
了东方神话基因，为水墨艺术开拓了新的叙
事场域。优秀奖得主林兆乐、胥涵卓、李莉琴
和孙源的作品也各具特色，从哲学思辨、文化
传承、生态关怀等多元维度出发，展现了青年
艺术家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评委视角与参赛数据
反应艺术发展态势思考

在本届赛事的评选过程中，评委们对作
品的创新性和探索性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往

届相比，今年的入围作品中抽象风格作品有
所减少，而具象作品则呈现出增多的趋势。这
一变化不仅反映了艺术家们对绘画艺术的多
元探索，也引发了评委们对未来绘画发展趋
势的深入思考。
从参赛数据来看，本届约翰·莫尔绘画奖

（中国）的影响力持续扩大。大赛共吸引了来
自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的 2075 件投稿作
品，较上一届增长了约 20%。参赛艺术家中，
80 后及更年轻的艺术家占比超过 70%，显示
出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年轻活力和创新力
量。同时，年逾古稀的艺术家投稿量也有所增
加，00 后艺术家占比达到 10%，展现了艺术
创作的跨代际交流与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参赛女性艺术家占比

33%、男性占比 67%的背景下，当代水墨奖的
投稿者中女性占比高出总体投稿者 2.7%。这
一数据表明，女性艺术家在水墨艺术领域展

现出了独特的创作优势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此次展览的作品类型丰富多样，涵盖了

油画、丙烯、水墨、水彩、版画及综合材料等多
个领域。这些作品由独立策展人、约翰·莫尔
绘画奖（中国）评委会主席路易斯·毕格斯精
心策划，展现了中国当代绘画的蓬勃生机与
强大活力。评委之一、苏格兰国立美术馆现当
代艺术馆长西蒙·格罗姆对展览作品给予了
高度评价，认为它们丰富多样，展现了中国当
代绘画的多元面貌。

大赛首设 “当代水墨奖”
推动传统绘画当代转型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大赛首次设立了“当
代水墨奖”，成为推动传统绘画媒介当代转型
的重要里程碑。评委会主席路易斯·毕格斯表
示，设立“水墨奖”旨在引起人们对水墨艺术

的关注，并探讨传统与创新之间的关系。这一
奖项的设立，不仅激发了年轻艺术家对水墨
当代性的探索热情，也为水墨创作注入了新
的方法论和活力。
“个人对传统水墨精神的提炼很重要。”

大赛评委王天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整
个大赛评选过程中，选手作品需要具有一定
的辨识度。在众多作品里，让评委在反复观看
的过程中具有个人的独立水墨语言。”

观众化身展览现场“特别评委”

此外，本次展览还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活动，包括公共教育论坛、跨界合作等，
旨在拉近公众与当代艺术的距离。在开幕式
当天的圆桌论坛上，多位艺术家和嘉宾分享
了他们对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在推动中
国当代艺术发展中的看法和见解。同时，久事
美术馆还设置了“久事观众奖”，让观众化身
成为“特别艺术评委”，增强了公众在艺术活
动中的主动性和参与度。
作为中英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约翰·莫

尔绘画奖（中国）不仅为中国艺术家提供了展
示才华的国际舞台，也促进了中英双方的文
化交流和艺术融合。此次双馆同时展出大赛
获奖作品的形式，更是彰显了约翰·莫尔绘画
奖（中国）在推动文化交流方面的重要作用，
展示了中国当代绘画的多元生态和创新力
量，为推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和动力。

晨报记者 殷子成 舒晓程

在上海，花 5 元钱就能在春日公园边喝茶，边赏花晒太阳？ 桂林公园里，平价的宝藏茶馆最
近人气爆棚，一个玻璃杯、一包茶、无限续杯的开水，用园林早茶打开新的一天，成了很多周边阿
姨爷叔开始新一天的固定仪式。 沪上阿姨说，这家宝藏店是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在这个小店喝茶，
遇到上海最松弛的一群人

“春秋是最适合在茶馆喝茶，早上越来越
暖，太阳越来越好，被修剪得很好看的古树也
开始发芽。捧上一杯茶，在公园待上 20分钟，
对于打工人来说也非常治愈和解压。”
桂林公园里，隐藏着一家最近人气爆棚

的宝藏小店，桂林茶馆。从 2017 年茶馆刚开
的时候，就开始了 9点钟之前茶位 5元 / 位
的传统，早上 7点不到，就坐满了喝茶赏景的
爷叔阿姨。最近，春日天气回暖、树发新芽，人
气更高，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年轻面孔。
四教厅与香飞厅两件茶室均是早上 9点

前 5元一位，9点过后恢复原价，58元一位。
记者在一个暖意洋洋的清晨来到这里，

满眼的松弛，每个人似乎都找到属于自己的
放松方式———
E人们在围着桌子聊天，一杯茶、一把瓜

子、一些零食，从国际新闻、股市风云、旅游去
处等等，全都听完聊完；
有些则是“I 人专区”，在太阳下独自看

书、读报、静静品茶，世界仿佛只有清脆鸟鸣
和自己。
9点喝完茶，就可以到一旁的亭子里开

始各自擅长的文艺表演，“文艺表演也有‘专
区’的，像茶馆左边的亭子，就是越剧表演，右
边是萨克斯风演奏专用……”四教厅茶馆的
老板良果几乎天天观看这些表演。
在茶馆背后，太极、八段锦、瑜伽随地开

练；喝完茶的棋手们也就位；一位爷叔在地上
写下苍劲有力的楷体书法……

几十年茶友间，有了独特的默契

一个玻璃杯、一包茶、无限续杯的开水，
用园林早茶打开新的一天，成了很多周边阿
姨爷叔开始新的一天的固定仪式。
“从十几年前我退休开始，天天 7点钟左

右来这里喝茶，以前带着我母亲来这里，现在
母亲走了，我还是自己来。”对于住在周边的
吴阿姨来说，每天早上到桂林茶馆喝茶“已经
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件事”。
“还能来喝茶就说明我们还是身体健

康。”一旁已经 90 岁高龄的老先生加入聊
天，原来，每天见面的茶友之间，早就建立了
深厚的友情和独特的默契。
比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茶座”，

木椅上虽然没有写名字，但大家从来不会乱
坐，在 9点前，这个座位属于谁成为所有人的
默契。
再比如，如果某个“专属茶座”的主人

好几天没有出现，那么大家都会纷纷打电话
给他，问问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需不需要
帮助……
“早上都聊些啥？真有这么多话聊吗？”
面对记者的问题，阿姨爷叔纷纷开始分

享，从国际时事到家长里短，“谁在股市大
赚，谁的退休金多少，大家都了解得清清楚
楚。”
总的来说，话题也是紧跟潮流的，最近开

春了，阿姨爷叔们的“最新议题”就是———去
哪里踏春，去哪家农家乐”。“今天我们也都
商量好了，3月底，我们这一桌的茶友要一起
去上海周边的农家乐，赏赏花，吃吃春菜。”

虽然在很多阿姨爷叔口中，来此喝茶是
为了消磨时光，却也藏着不少爱茶人士。
“来喝茶的爷叔阿姨都是资深喝茶的，茶

叶不好他们一下子就能尝得出来，”茶馆老板
良果告诉记者，四教厅茶馆的茶都是用的十
几年的陈年普洱，泡茶的水都是矿泉水，虽然
茶位价格打折，茶叶、水却一点不敢含糊。

来公园追春的年轻人，自带茶杯来

公园茶馆的松弛感也吸引了不少人专程
前来，这些年，年轻人也渐渐加入。记者采访
当天，吴阿姨一旁的茶位上，就坐着三位大学
生样貌的年轻人。
“我们是旁边学校的大学生，天气变好

了，我们三个也趁着 9点前来喝茶，感受春
日。”出于对茶文化的爱好，他们甚至还带着
精心包装的专属茶具，“我们很早就来喝茶，
几乎每个季节都来两三次。”

和每天报道的阿姨爷叔一样，三位年轻
人说，这间宝藏茶馆最宝贵之处在于，地板是
青石板，天花板是古色古香的屋檐和天空，喝
茶间能见到四季美景。
木绣球、荷花、桂花、枫叶，作为上海小而

美的公园代表之一，桂林公园每个季度它都
有“代表作”。
说起茶馆前一年四季的景色，吴阿姨印

象深刻，也越说越兴奋———
春天，四教厅门前修剪得遒劲有力的古

树开始发芽，边喝茶边见证枯木一天天变得
青葱；夏天，草地变成深绿色，树上枝叶也尤
其茂盛，早起喝茶，享受清爽宁静的夏日清
晨；秋天，茶馆前迎来最美也是最热闹的时
节，红叶绚丽、桂香浓郁，游人如织，9点前依
旧能享受到清净的桂林公园；冬天，依然绿意
盈盈，公园里的木质方窗、雕花山墙、青色瓦
片等中式景观，自带雅致。

晨报记者 吴 琼

第八届约翰·莫尔绘画奖（中国）大奖在沪揭晓

外滩双展馆汇聚百幅参赛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