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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
杭州打破“周一闭馆”
国际惯例

博物馆逢周一闭馆，是国际通
行的惯例。但这一惯例近日在浙江
杭州被打破。7月 31日起，杭州全
市 52 家市属国有博物馆的开放时
间分为每天开放、周二闭馆、周一
闭馆三类实施。

其中，岳飞纪念馆、俞曲园纪念
馆、连横纪念馆、浙江辛亥革命纪
念馆、林风眠故居、盖叫天故居、都
锦生故居、马一浮纪念馆、李叔同
纪念馆、钱塘江大桥陈列馆、大韩
民国临时政府杭州旧址纪念馆等博
物馆每天开放。

展览：
巴金《赴朝日记》原件亮相

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坐标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革命文物
特展”近日正式向公众开放。展览
展出了馆内珍藏的革命文物 209
件，“坑道实景战地书房”、多媒体
展区、金句墙、巨幅照片墙等亮相
展览现场。展览还复制了巴金先生
的书房，重磅展出了先生的《赴朝
日记》原件。

获选：
彭玉平当选广州诗社
新一届社长

7 月 31 日上午，广州诗社第七
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暨换届大会在广
州图书馆召开，选举产生新一届领
导班子。大会选举产生了 27 人组
成的第七届理事会，选举产生了第
七届主席团。彭玉平当选社长，王
卫星、冯娜、祁丽岩、李跃城、陈东
彩、陈贺达、侯立兵、梁智强当选副
社长（按姓氏笔画排序）。

大展：
“再遇达芬奇”沉浸式
光影艺术大展在澳门揭幕

7月 30日，“光影如炬：再遇达
芬奇”艺术特展在澳门永利皇宫正
式开展。作为澳门大型国际文化艺
术盛会“艺文荟澳：澳门国际艺术
双年展2023”的重要组成部分，“光
影如炬：再遇达芬奇”透过精心设
计的全息影像、光影投射及虚拟现
实等先进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极具
震撼力的360度全方位沉浸式观展
体验。

捐赠：
国家版本馆
迎来首批版本捐赠

中国国家版本馆首批版本捐赠
入藏仪式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全国
各有关公藏单位和民间藏家捐赠的
12 万余册/件实物版本和 42TB 数
字版本正式入藏国家版本馆。

据悉，受捐的历史典籍中善本比
例接近80%，《使琉球录》《棠湖诗稿》
《西楼苏帖》等100余种古籍善本入
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外，“全
球汉籍合璧工程数据库”“抗日战争
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库”“辞海
云平台数据库”等，均为各有关公藏
单位精心制作的数字版本。

研讨：
粤剧电影《谯国夫人》
观摩研讨会在京举行

8 月 2日下午，粤剧电影《谯国
夫人》观摩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
电影界、戏曲界、评论界的专家高度
评价其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俱
佳，蹚出一条戏曲电影创新之路。

粤剧电影《谯国夫人》由国家一
级演员、文华表演奖、中国戏剧梅
花奖获得者曾小敏领衔主演。影片
讲述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冼夫人为维护国家统一、促
进民族团结、推动岭南发展作出杰
出贡献的故事，塑造了“中国巾帼
英雄第一人”的银幕形象。

揭晓：
第四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
揭晓

第四届吴承恩长篇小说奖共有
七部作品获奖，分别为叶舟的《凉
州十八拍》、东西的《回响》、王跃文
的《家山》、关仁山的《白洋淀上》、
庞贝的《乌江引》这五部全国性作
品，以及韩青辰的《中国少年》和季
玉的《源乡》两部淮安题材或淮安
籍作家作品。

安哥是国内著名的摄影家、策展
人。原名彭振戈，1947 年生于辽宁大
连。从1979年开始，安哥任中国新闻社
广东分社摄影记者，其间曾到香港《中
国旅游》画报任记者、编辑。2001年起
任Fotoe总编审。现工作、生活于广州。

他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影像记
录者，以平民化的视角，用镜头记录民
众生活，在胶卷中见证城乡生活变
化。几十年间，安哥拍下十几万张珍
贵底片，为中国摄影史留下了宝贵的
影像资料。他是野蛮生长、大胆率性
的“广东群体”中的典型代表。“我们赶
上了一个好时代。”安哥说。

安哥的作品经常入选各大知名摄

影展，他也曾举办“生活在邓小平时
代”“美丽时代——安哥摄影展”等个
展，策划“中国人本：纪实在当代”摄影
收藏展、“2005 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
——城市·重视”等展览，并在2006年
被评为“广东首届十大摄影家”之一。

艺术评论家杨小彦把安哥在 20
世纪 80年代所参与的纪实摄影浪潮，
称之为中国摄影界的文化运动。他
说，安哥有一双尖锐的眼睛，含泪而幽
默，让历史具有了非凡的视觉意义。

对纪实摄影，安哥有着一以贯之
的坚持。他总是反反复复地强调纪实
摄影的真实性原则。他认为，正是在
生活中捕捉的细节才能真实地反映出

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这是他一辈
子做摄影最由衷的体会。

在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叶健强
的眼中，安哥的照片是不会过时的经
典，它们留下的不只是历史价值，也有
回忆和共鸣。“他的照片有着有趣的灵
魂，用幽默的、开心的角度看社会。”叶
健强说。

本次展览策展人颜长江认为，安
哥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南方性。在他看
来，如果没有安哥，难以想象如何把握
那几十年家国巨变的幽微之处。几十
年过去，安哥依旧朴素地守着摄影的
阵地，继续整理自己数十年来积累的
底片。

安哥的作品体现了一种南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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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国家版本馆馆长张伟涛在欢
迎辞中指出，广州国家版本馆累计收
藏版本 200 多万册（件），为突出分馆
特色，重点收藏了改革开放、岭南文
化、港澳台和华人华侨等特色版本 30
多万册（件），构建广州分馆特色版本
体系。他强调：“版本馆坚持‘以展促
藏’，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精品展览。此
次展览从一批有代表性、地域性的岭
南工艺美术精品中精选出 140 件，展
现岭南工艺美术的蓬勃气象及大国工
匠精神，彰显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和
时代价值。”

开幕式上，广州国家版本馆馆长张
伟涛、副馆长钱国富为20多位捐赠者
颁发捐赠证书。这批具有代表性、文化
性、地域性的岭南工艺美术精品，凝聚
着工艺美术大师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

和推动岭南文化传承发展的使命担当，
是岭南工艺美术的重要版本资源。

广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广东
省广轻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戴智在致辞中指出，此次展览
既是贯彻落实弘扬岭南工艺美术文化
精粹、推动文化高质量发展要求，也是
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和“人文湾区”
建设的实践举措。

作为参展艺术家代表，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伍炳亮表示：“此次大展是广
东工艺美术大师们历年精心设计、制
作的阶段性总结，也是献给岭南地区
工艺美术的大礼。”在他看来，艺术家
们将继续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发展、传承创新，以及弘扬岭南地区工
艺与文化艺术方面作出贡献。

记者看到展览现场展出了不少岭
南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性作品，可谓
大师云集，精品荟萃，琳琅满目。例如
广绣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名
作《晨曦》，摆在一进展厅的显眼之处，
画面中一只孔雀迎着旭日东升的方向
振翅起舞。广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
陈少芳的儿子谭展鹏告诉记者，这幅

作品的亮点在于孔雀的翅膀：陈少芳
抛开传统做法，把本应处于阴暗面的
翅膀底部擦亮，使孔雀翼膊部位向观
众观看的方向“凸”出来，画面呈现更
为立体。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翟慧玲的广彩
作品《西关小姐》，在传统广彩“绚彩艳
丽，金碧辉煌”的基础上，融入鲜活、浓
厚的岭南生活气息元素。她向记者介
绍，这四幅作品描画了不同时代、不同
姿态的西关女性形象，有的插花、有的
抚琴、有的阅读，还有一名职场女性。
图案上的满洲窗等元素极具广府文化
风情。

当天下午，一场以“岭南工艺美术
在文化传承中的价值与实践”为主题
的学术研讨会在版本馆召开。研讨会
由广东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孔昭明主持，广州国家版
本馆副馆长钱国富出席会议。

“每次携带作品走出国门，我都对
我们中国文化充满自信。”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王芝文从培育中华文脉、“双
创”发展、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方面
抒发了自己的见解。谈到自己走过约

60个国家传播岭南工艺美术的经历，
他感慨万分：“我渴望向世界各国朋友
展示我们源远流长的古国文明，展示
我们日新月异的文化创新。”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翟惠玲与现场
观众们分享了自己在推进广彩传承发
展道路上的实践经验。她尝试了多种
方式培养后继人才，例如师徒式培养
的周承杰，现在已是广东省工艺美术
大师，又如通过“非遗进校园”培养的
年轻艺术家刘绮雯，现在是广州市工
艺美术师。此外她还通过广彩讲座、
非遗体验、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了一批
学生，成绩优异。

大师云集 匠心璀璨：
近140件工美精品亮相广州国家版本馆

8 月 3 日，在广州国家版本馆开馆
一周年之际，广州国家版本馆与广东
省工艺美术协会联合主办的“匠心璀
璨——岭南工艺美术精品大展”在广
州国家版本馆隆重开幕。

广州国家版本馆馆长张伟涛，广
东省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广东省广轻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戴智，广东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广东画院院长林
蓝等领导出席开幕式。参加开幕式的
还有国家级、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及中
青年杰出工美艺术家代表共60多人。

此次展览特邀粤港澳大湾区92位工
艺美术家、艺术家，包括28位中国工艺美
术大师、国家级传承人，1位国家一级美
术师，精选展出“三雕一彩一绣”、剪纸、
麦秆画、家具、陶瓷微书等各类工艺精
品、创作手稿等近140件（套）作品，全面
展示岭南工美作品之精美、技艺之精湛、
文化之精粹，给广大观众带来一场审美
价值与文化价值并举的艺术盛宴。

安哥安哥影展影展：：重现重现““含泪而幽默含泪而幽默””的的
纪实纪实摄影年代摄影年代

7777岁的摄影家安哥说话很慢岁的摄影家安哥说话很慢，，一句话总要在脑海中一句话总要在脑海中
想一遍想一遍，，再慢悠悠地道来再慢悠悠地道来。。当他回忆起多年前与摄影圈内当他回忆起多年前与摄影圈内
的朋友打地铺的朋友打地铺、、吃盒饭吃盒饭、、播放幻灯片交流切磋彼此作品的播放幻灯片交流切磋彼此作品的
场景时场景时，，语速不自觉变快语速不自觉变快，，脸上浮现出孩童般的笑脸上浮现出孩童般的笑。。

日前日前，，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展出的在羊城晚报艺术研究院展出的““观复观复：：安哥摄影安哥摄影
作品收藏展作品收藏展””让他让他““重出江湖重出江湖””，，多年来的多年来的3434幅摄影作品重幅摄影作品重
回公众视野回公众视野。。在他在他““或有趣味或有趣味、、或矛盾或矛盾、、或深刻或深刻””的镜头捕的镜头捕
捉下捉下，，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城记忆改革开放以来的老城记忆、、市民生活引发观者的阵市民生活引发观者的阵
阵共鸣阵共鸣。。展览将延续至展览将延续至88月月1616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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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芳作品《晨曦》（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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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纪实摄影当时在广东可

谓是引领一时，现在会不会后继无人？
安哥：其实这跟时代有关，我们跟

上了当时摄影行业的发展。
在参与国外的摄影展和平遥摄影

节之后，我们对摄影文化的进程有了
更深的了解，后来遇到了一个很好的
机缘。在当时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
的推动下，我们策划了“中国人本：纪
实在当代”展览。

现在回过头来看，国内好像没有
新的摄影展览能超过它，我觉得那是
一次壮举。我们当时在广东美术馆、
上海美术馆借展，之后到了中国美术
馆，后面又到德国5个城市巡展了两三
年，效果非常轰动。

这些摄影师逐渐老去，现在都 70
来岁了。我们这二三十年来互相鼓
励，互相切磋，用心塑造了一个时代，
很多作品是他们用命搏出来的，凝聚
了很多人的心血和青春。大家关心什
么是真正的中国、什么是老百姓，那种
理想主义很可贵。

现在有些人关心的可能更多是世
俗意义的东西。当然，现在起码拍得

比较专业，不会像以前那么露怯。也
不至于说这种决定性的瞬间正在消
亡，还是有一些好的照片。我相信还
有很多好作品是“曝光不足”的。

羊城晚报：在当下，海量的短视
频、AI 图像等真实与虚假交织的媒介
不断堆积，纪实摄影的位置何在？

安哥：不管是什么媒介的冲击，每
个时代都有特色，它一定对摄影师有
不断的考验。但这也是摄影的魅力，
它总要考验你读图的能力，也就是对
现实影像的把握能力。即使身处同一
个环境，有时候大师拍的和普通人拍
的是不一样的，他们表达的能力也是
不同的。

羊城晚报：您后来有了策展人的身
份和经历，这会带来不一样的东西吗？

安哥：最大的收获还是通过这些
策展，我交了很多朋友，向他们学习了
很多。策展的过程也是互相学习、互
相争论、互相碰撞的过程。

羊城晚报：接下来您在摄影、策展
或其他领域有什么计划？

安哥：没什么计划，还是一点点把
该放的照片都放出来，减少一些遗憾。

还有很多好作品“曝光不足”3

羊城晚报：您在新闻媒体工作了
20 多年，当时是怎么开始对纪实摄影
产生兴趣的？

安哥：其实入行以后我有个小小
的野心，希望对所经历过的底层生活、
老百姓的疾苦，我能够有所记录，有所
表现。

我们这一代的同行也形成了一个
时代的潮流，讲求真实性，关心真实的
社会，记录下对现实各种各样的心情，
包括满意和不满意。加上受到布列
松、马克·吕布、卡帕、沙飞这些摄影大
师的影响，我们萌生了记录真实的理
想抱负。

羊城晚报：11 年的农民和工人经
历让您的视野紧贴第一线，您认为比
摄影技术更重要的是摄影者的社会生
活经历，可否理解为，这要求纪实摄影
师有一双带着底层视野的眼睛？

安哥：对，老百姓其实站在哪个角
度都是挺重要的。我经历的也不光是
底层生活，也经历过家里的起起落
落。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作《自古文
章憎命达》。

羊城晚报：纪实摄影中的真实性，
您是怎么理解的？摄影师跟被摄者的
距离怎么把握？

安哥：我讲个故事。当年我们在
西双版纳种橡胶、挖梯田，光着膀子晒
得黑黑的，突然有上海的代表团来慰
问知青，他们只不过在林地梯田里转
一转，像是来旅游的，我们很瞧不起这
种。所以我当了记者之后，对这种远
远地望是很反感的。

我经常跟年轻人说，好的记者在
拍照的时候，其实是不知不觉、自然而
然地走到那个位置，在现场抓拍，这是
基本功。处理跟被摄者的关系，也是

基本功。
羊城晚报：影像评论家杨小彦说

您有一双尖锐的眼睛，您是怎么捕捉
到生活中这些或有趣味、或矛盾、或深
刻的真实瞬间的？

安哥：我主要的作品大部分都是
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大部分时
间是骑着单车上班或者是走在街头，
也受“决定性的瞬间”理论影响。

比如超人的照片。我看到超人在
广州的海报，正好那时候全国交警都
在学习济南交警的指挥姿势，又正好
遇到海报前站着一位交警，我就等他
的指挥动作，又拍下了前面很有中国
特色的单车流。登出之后大家都很喜
欢（左上）。

这种抓拍需要不断地动脑筋，决
定性瞬间的抓取没有10年、20年的功
夫是很难做到的。

对“远远地观望”很反感2

羊城晚报：您怎么理解这次摄影
作品展的主题“观复”？

安哥：“观复”是李洁军提出的概
念。这次展出的作品很多是改革开放
二三十年间的，我希望能用现在的眼
光，重新审视自己这些年来的作品和
经历。

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2010年前
后，在这30多年间，广东出现了很多摄
影精英，也产生了很多作品。有时候我
也很庆幸，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而且这个时代和以前的时代和现在的
时代都是不同的，以后可能越来越会显
出它可贵的地方。在回看往事、互相交
流中，我们得到内心的积淀。

羊城晚报：当时是在什么契机下，

摄影进入了您的生活？
安哥：我从小就喜欢摄影。我爸

成长在华侨家庭，抗战以后，我们和奶
奶、叔伯们相隔两地，这时我们就通过
寄照片来互相交流。

有一次，奶奶给我们寄来了一台
很棒的日产相机。从那以后，我爸就
经常带我去公园拍照片，拍完再寄给
新马的亲戚。拍得多了，我们逐渐学
会了自己手工冲洗照片。

我特别想找一份跟摄影有关的工
作。当时有位老前辈把我推荐到中国
新闻社广东分社，在工作中，我接触到
一大批搞新闻摄影的年轻人，他们很
有想法。比如在北京成立的四月影
会，就冲破了当时摄影的规矩，他们在

北京的中山公园租了场地，自己搞摄
影展览。

布列松是法国的摄影大师，他最
有名的话就是“决定性的瞬间”。我在
几十年的工作和创作过程中，从布列
松、卡帕这些大师的理念和作品中得
到很多营养。

羊城晚报：摄影对您来说意味着
什么？它何以成为您一直以来朴素坚
持的本业？

安哥：这些照片和我的人生经历、
和我所生活的周围有很多联系。越整
理这些照片，我越觉得问心无愧。好
像放得越久，它的历史文化价值就越
会显露。我相信我所记录的时代是一
个很难得的时代。

在回看往事、互相交流中，得到内心积淀

安哥 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