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资讯

““中中国国馆馆””
将将提提升升观观众众体体验验

大大英英博博物物馆馆馆馆长长菲菲舍舍尔尔：：

？？

中国的博物馆充满活力， 最
近几十年来的发展速度更是世所
罕见、鼓舞人心。这是英国伦敦大
英博物馆馆长哈特维希·菲舍尔
对中国的博物馆的印象和评价。

菲舍尔近日表示， 过去几年
来， 大英博物馆已与中国的博物
馆建立起多方面的合作， 随着中
英两国关系 “黄金时代” 在２０１８
年进入深化之年， 这座英国最负
盛名的博物馆也希望与中国的博
物馆和文物专家们加强合作， 共
同探索如何让更多人更好地 “共
享世界文明”。

菲舍尔表示， 中国的许多博
物馆和大英博物馆一样， 是 “百
科全书级” 博物馆。 “没有哪个
国家像中国这样在短短几十年中
创建如此多的博物馆， 这对于我
这样的博物馆人而言， 非常鼓舞
人心。” 他说， 每年都有来自中
国的同行到大英博物馆开展长期
或短期交流合作。 “他们带来专
业知识和丰富经验， 帮助我们进
步和提升。”

他认为， 两国博物馆界合作
的关键在于让文物保护专家和博
物馆管理者能时常有机会在一起
工作， 共同研究和探索彼此的历
史和收藏。 对未来的发展， 双方
也要加强交流 ， 从共同利益出

发， 共享知识和技术。
“我们非常热衷于向中国观

众分享我们的收藏品。 一方面，
中国游客现在是大英博物馆最大
的单一国家游客群， 我们迫切需
要提升中国游客的参观体验 。”
他说， “另一方面， 大英博物馆
近年来先后在北京、 上海和香港
成功举办联合巡展， 参观人数创
下纪录。”

“在这些现象背后， 都离不
开两国专家在研究、 技术等领域
长期、深度的合作。 ”菲舍尔说。

作为英国最受欢迎的旅游景
点之一， 大英博物馆每年接待来
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６００多万人次。
菲舍尔认为， 和中国以及其他国
家的世界级博物馆一样， 大英博
物馆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
激活文物、 激发不同文化之间的

融合共存。
他说， 每种文化都有其理解

世界的独特方式， 文化有差异，
但绝无优劣之分。 优秀的博物馆
必须是跨越国界的文化共享之
地， 应该让展品跨越时间和空间
的界限， 呈现世界文明之间的相
互联系和共通之处， 这样才能触
动来自任何一个国家的参观者，
并与之产生关联。

他认为， 如何把这些共同点
揭示出来 ， 让它易于理解和接
触， 甚至与观众产生互动， 满足
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 将是全
球博物馆需要共同面对的一个
“巨大但美丽” 的挑战。

菲舍尔自２０１６年４月接任执
掌大英博物馆以来， 肩负起这座
历史悠久博物馆的全面改造重
任。 大英博物馆拥有永久藏品约

８００万件， 目前能展出的只是其
中５万多件。 改造工程预期１０年
甚至更久。 其中， “何鸿卿爵士
中国与南亚馆” （中国馆） 已经
率先完成一年多时间的改造， 于
去年底向公众全面开放。

菲舍尔认为， “博物馆本身
是一项技术”， 想要持续生存下
去， 必须不断发展。 因此他希望
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 尤其是数
字媒体方式，“重新思考和展示藏
品”，以建立更合理的展线， “凸
显文化发展的连贯性”，让展品讲
述更连贯、更有吸引力的故事。

在他看来， 中国馆的改造是
体现这种思路的“重要第一步”。

大英博物馆是海外收藏中国
流失文物最多的博物馆。 菲舍尔
说， 中国馆是整个博物馆内参观
者到访最多的展厅之一， 地位至
关重要。 为了体现历史深度和延
续性， 改造后的中国馆展品中增
加了一部分中国当代艺术品。

谈及对新馆的满意度， 他表
示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充满历史感
的展厅， 但同时也感叹： “没人
能够充分展现中国的历史， 它太
广阔，太丰富，太多元。 我们所能
做的就是提供尽可能多的途径，
让参观者接触中国历史和文化。”

据新华社

■新闻分析

最近， 有网友在微博脑洞大
开， 虚构了一部由陈数、 袁泉、
曾黎、 俞飞鸿主演的电视剧 《淑
女的品格》， 并配上剧情。 这一
举动不仅获得数万转发， 也引发
思考———在影视剧市场日益火热
的当下， 为何中年女演员当主角
的机会越来越少？ 不是演妈妈就
是演前妻 ， 她们是否正在面临
“没戏拍” 的困局？

中年女演员难当女主角

随着新生代演员的不断冒
出 ， 以及整体影视行业的年轻
化， 热门影视剧里， 往往是年轻
女演员挑大梁， 中年女演员则只
能演配角。

比如51岁的江珊， 已经多次
饰演前妻。 如果说1994年江珊与
王志文拍摄 《过把瘾》， 还能被
视为 “荧屏情侣 ” ， 那么到了
2001年的 《让爱做主 》、 2011年
的 《人到四十》、 2014年的 《大
丈夫 》 里 ， 只能演王志文的前
妻， 但反观王志文却还能和年轻
女演员搭戏。

和江珊一样， 57岁的宋丹丹
近几年都没有担任主角的电影作
品， 荧屏上也一直在演妈， 不管
是今年播出的 《美好生活》， 还
是早前的 《亲爱的她们》， 宋丹
丹的角色类型都很单一， 这对一
位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女演员来
说， 可谓是有几分惋惜。

49岁的蒋雯丽， 也难逃这个
困境。 她甚至被侄女马思纯爆料
“都快没戏拍了”。 马思纯曾在采
访中说： “现在我小姨特别羡慕
我， 她特别想拍电影但找她的就
只有电视剧， 她说纯纯真好啊，
有电影找你拍。 我特别想呼吁一
下， 给老艺术家多一点演电影的
机会吧！”

反观只比蒋雯丽小2岁的韩

国女演员金南珠， 近日却凭借在
新剧 《迷雾》 里的精湛演技， 不
仅展示了什么叫 “大女主”， 也
让观众见识到了中年女演员不一
样的魅力。

著名演员奚美娟也谈到， 虽
然演员到了一定年龄， 做主角的
机会减少， 但并不意味着职业空
间会因此缩小，“生活剧里爸爸妈
妈的角色也很多， 我们考虑的是
这些角色的质量写得怎么样， 这
个是源头创作上要注意的事情”。

另一边， 由于近几年不断有
“杰克苏” “玛丽苏” 这类屡遭
争议的影视剧面世， 观众的口味
并不能得到满足， 更希望看到一
些高质量、 有生活沉淀、 人物性
格丰满的作品。 而这样的剧， 往
往需要中年演员来担起重任， 因
为他们的一笑一颦， 都有故事和
岁月的痕迹。

因此有网友虚构了一部名为
《淑女的品格》 的电视剧， 希望
由陈数、 袁泉、 曾黎、 俞飞鸿出
演， 并配上海报和简单剧情， 没

想到不仅获得数万转发， 还得到
了陈数、 曾黎的认可。

需用创作风潮击败“中
年危机”

陈数坦言， 虽然 《淑女的品
格》 只是一部 “脑洞剧”， 但也
很开心， 因为可以借这个机会让
大家注意到中年女演员的现状。
在她看来， 这个年龄段的女演员
在选戏和接戏上存在一些困境。

“就我个人而言， 确实这几
年找过来的戏相对变少了一些。
最有趣的是， 大量的角色还都是
演被抛弃的女人、 独自抚养孩子
的妈妈， 经历特别凄惨。 其实演
妈妈没什么不好， 很多演员也演
得非常有魅力。 但到现在这个阶
段， 我没有说一定要去演什么或
者一定不接受什么类型。 如果故
事足够打动我， 人物足够让我发
挥， 就会义不容辞地去演。”

著名编剧汪海林坦言， 网友
虚构的 《淑女的品格》 看起来很

精彩， 但实现起来难度不小。 因
为一方面要计算演员的片酬性价
比， 另一方面也要协调档期。

在他看来， 尽管青年文化属
于流行文化中心， 但影视剧面向
的是大众， 因此中年演员应该是
最被重视的群体， “他们有丰富
的人生阅历， 经历过生老病死、
结婚生子 ， 所以演的戏就有层
次， 观众也能产生共鸣”。

回看今年的奥斯卡， 最佳女
演员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已经
61岁， 最佳女配角艾莉森·珍妮
也59岁， 为何国内却鲜少有剧本
去邀请这样的女演员呢？

汪海林分析称， 近年来不少
业余资本进入影视剧市场， 难以
找到成熟的创作人， 因此都和年
轻人合作， 难以打造有厚度的作
品。 他呼吁多拍一些现实主义题
材的影视剧， “用创作的风潮来
打败它”。

(张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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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地理
经典影像盛宴

即日起至4月22日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徐悲鸿艺术展

3月30日至4月30日
中华世纪坛世界艺术馆

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的官方杂
志 《国家地理》， 从1888年第一
本杂志面世到2017年， 历经将近
130年的岁月沉淀， 它的视角立
足全球， 从极地到内陆， 从海底
到月球， 从草原森林中残存的原
始部落到现代都市中奔跑的人
群， 它不但记录了地理的概貌，
而且记录了一百多年来世界政
治、 经济、 历史和文化的变迁，
记录了人类的梦想和追求。

本次展览特别精心挑选近百
幅经典作品进行展出， 加之制作
自1888年至2017年等比例的 《国
家地理》 杂志封面， 宛如时光长
廊般的封面墙给观众震撼体验。
在展览中， 还将放映国际地理重
大事件记录以及动物大迁徙等影
片。 此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动
物大迁徙影片中， 国家地理历时
三年的时间， 将能够拍到的动物
迁徙都拍了下来。

为庆祝中央美术学院建校
100周年， 美术馆举办建国后学
院首任院长———徐悲鸿艺术研究
展， 共展出超过200件作品和众
多文献资料， 回顾徐悲鸿的艺术
人生。 展览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 徐悲鸿纪念馆、 中国国家图
书馆合作举办。

展览根据徐悲鸿在不同领域
的贡献分为6个板块： 民生关切
（油画篇）， 家国情怀 （国画篇），
致广尽精 （素描篇）， 儒雅沉雄
（书法印章篇）， 终生为师 （美术
教育篇）， 典守精粹 （藏画篇）。

最珍贵的一件藏画是 《八十
七神仙卷》， 被认作是唐代 “画
圣” 吴道子的作品。 此外徐悲鸿
的代表作 《愚公移山》 《泰戈尔
像》 《田横五百士》 等也将共同
展出。

如何化解女演员的“中年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