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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交流的过程中，我也收获
了许多。一方面，其他选手的项目多
是在讲述馆藏物件的故事，而我们的
展品大多需要外借，软件条件上确实
存在一定的差距。另一方面，我们作
为新馆，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特
别是能得到各方领导的关注，并与之
产生双向的、有效的沟通，让我们能
够站在城市发展的角度去看问题、做
实事。”

其实在去年，任明星就曾携项目
“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文献展”入围
2022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持
计划初评阶段，并作为全国30名策展
人之一，参加文旅部艺术司组织的“全
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培训班”。今年，
他蓄势再战，成功上榜前十，可以说给
同行，更给地方美术事业的发展提振
了信心。

长期以来，基于包容的学术研究
环境、珍贵的对外交流机会、广阔的展

览展示平台，南通美术馆一直鼓励专
业人才的创新和发展。以此为契机，
美术馆将继续发挥在培养专业人才、
普及优秀艺术知识、提升城市文化品
位等方面的作用，为南通文化的高质
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南通美术好事成双。6月26日，
2023年江苏省青年美术馆策展人扶
持计划启动，由南通个簃艺术馆馆长
施娟策展的《吴昌硕 王个簃 程十发
师生三代书画作品展》在列。同时，施
娟作为优秀青年策展人之一，参加为
期一周的培训活动。

据介绍，该展是个簃艺术馆让“库
房活起来”的重要举措之一，计划将在
12月份进行。“我们也将继续发挥人
才优势，深入研究王个簃与海派艺术、
中国美术南通现象——王个簃与中国
名家书画馆等重要课题，真正使个簃
艺术馆成为名家名馆、名文化。”施娟
表示。 本报记者杨镇潇

我是《江海晚报》的忠实读者和
热心通讯员，投稿以文字稿为主，偶
尔也拍些照片。让我印象最深的是
2014年，那年先后有3张反映阅读
晚报的照片被录用。

2014年6月，87岁的岳母来我
家居住。我每天从楼下邮箱里取回
报纸后，她首先翻看《江海晚报》。她
在我家居住了一个月时间，每天上
午看报是她必做的一件事。一天她
看报时，我举起相机拍下了她读报
的镜头，取题为“天天读”，当月26
日被《江海晚报》录用。2014 年 7
月，轮到弟弟照顾91岁的母亲。一

天，我推开家门，只见母亲坐在床上，
身体紧靠床头靠背，正在安静地听弟
弟给她读报，床上放着《江海晚报》，
我立即记录下这一感人的镜头。这张

“母‘纸’情”的照片于当月24日被《江
海晚报》录用。第3张照片是在2014年
9月11日，反映的是母亲独自坐在藤
椅上，戴着老花镜阅读报纸的情景，脸
上还露出了笑容，很可能是被报上有
趣的内容吸引住，这是她内心情绪的
自然流露。照片拍好后，我取题为“乐
在其中”。每次照片见报后，我都会拿
着报纸给老人看，她俩都会露出满意
的笑容。

3张照片被录用后，我感慨颇多。
一是晚报内容入人心。我的母亲及岳
母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都有一个共
同的特点，就是喜欢阅读《江海晚报》。
她们认为，《江海晚报》是一张社会服
务类的报纸，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翻开《江海晚报》，就能及时了解党的
大政方针、政策、南通新闻、社会动态，
足不出户就可知天下事、做明白人。二
是两位老人的进取心。我的母亲及岳
母都是20世纪20年代生人，没上几
年学，文化水平不算高。如今时代不
同、环境发生了变化，她俩努力探索
与时代接轨的办法，从《江海晚报》上

寻求知识与快乐，其精神难能可贵。
三是弟弟的孝心。弟弟给喜欢学习的
母亲读报，母亲自然是高兴的。其实
孝敬不仅仅是在父母有事的时候去
帮忙、有好吃的东西就给父母吃，这
还远远不够！可以说，弟弟给母亲读
报也是一份孝心。 蒋春昇

三张被录用的照片

南通美术策展进入国家视野

在艺术作品与观众之间搭建桥梁
近日，国家文旅部公布2023年全国美术馆青年策展人扶

持计划入选项目名单，由南通美术馆策展人任明星策划的《鉴
藏与共享——张謇与南通美术研究展》作为江苏唯一项目入
选。与此同时，在省文旅厅发布的“2023年江苏省青年美术馆
策展人扶持计划入选名单”上，我市个簃艺术馆馆长施娟策展
的《吴昌硕 王个簃 程十发师生三代书画作品展》上榜。我市
青年策展力量在全省、全国双亮相，破局实现双丰收。

南通美术研究，博大而深远，对于
地方美术事业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而作为艺术释放的活跃地带，南通美
术馆义不容辞，选择在历史的洪流中
把握发展规律，推动后来者感悟精神、
延续星火。

“要想严谨地梳理南通美术史，并
不简单，需要找到一个线索，以此突
破。”南通美术馆任明星直言。经过前
期的调查研究，请教相关专家学者，最
终美术馆团队将切入点放在个案研
究上，那便是张謇先生。他说：“从美
术史的角度来看，南通美术得以繁荣
发展正是从张謇先生办学、建苑开始
的。通过调查研究发现，以张謇为线
索的南通美术发展史能够被顺畅地
串联起来。”

“鉴藏与共享”又有何意？任明星
表示，这是从张謇先生身体力行的实
践中凝练出的主题。“在我看来，他有
两方面推动美术史发展的高尚品质，

一是艺术赞助人的高素养，精研藏鉴，收
藏作品的同时又善于研究作品，题跋论
述；二是民族企业家的大格局，率先垂
范，兴办教育的同时又积极传播文化，建
苑造楼。对张謇先生举措的宣传和推广，
想必会影响很多人，包括地方管理者、企
业家、教育者等等。”

以此为主题，由任明星策划的《鉴藏
与共享——张謇与南通美术研究展》将从
张謇收藏鉴赏、捐助建苑、办学育人、荐才
交游和教化更俗等多个方面，揭示张謇美
术助实业、兴教育的主张和实践。展览共
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对应“藏鉴精研”“丹
青交游”“文化传播”和“人才培养”四个主
题，通过对应时期的文献资料及具体艺术
作品的结合展示，全面客观地反映以张謇
为线索的南通美术发展史。

今年恰逢张謇170周年诞辰，为缅
怀先贤，该展计划于今年11月中旬揭幕
面世。目前，美术馆团队正在做展陈形式
方面的深化工作。

“很多人认为，美术馆是艺术作
品的集中呈现，单纯陶冶情操。但我
所理解的美术馆起到了沟通艺术家、
理论家与观众之间的桥梁作用，它展
示艺术家、理论家的情感和逻辑，从
而为各行各业的人提供灵感。”任明
星认为，身为策展人，重点要思考的
是“‘桥梁’怎么搭”的问题。

在任明星手上，每个项目都至少
要经历调查、研究、策划、落地四个环
节。据介绍，本次入选项目自去年年
初启动以来，团队走访了张謇先生的
家属、博物苑工作人员、张謇及南通
美术史的研究学者、地方领导、受张
謇影响的名家大师等，深入了解他们
眼中的张謇先生。后期，相关采访视
频也将成为展出的一部分，供观众
浏览。

“这个‘桥梁’一定是与观众紧密
相连的。从展览本身的在地性和完整
性，到展览带给观众的精神价值，甚至
是实用价值，无不发挥着其作为公共
文化的服务作用。”任明星补充道。

按照如此策展逻辑诚心巨献，“五
观”艺术展、“回到南通”——袁运生艺
术展，这些由南通美术馆主持策划的
大展，一经推出即受到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

尽管过程漫长且充满挑战，但每
个项目都是特殊的存在。任明星告诉
记者：“当你掌握了一些方法之后，面
对项目的时候就不会无从入手。提出
有价值的问题本身就很有意义，得到
的答案更具意义，这将帮助你认识主
题，更好地搭建起联系，拓宽思路，策
划时施展的空间也更大。”

系统讲述南通美术的影响

保证展览的在地性和完整性

鼓励专业人才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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