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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十一假期里，哈尔滨市中央

大街游人如织，熙熙攘攘的人群与欧式风格

的建筑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动人的城市画

卷。在这热闹非凡的街道上，一处特别的角

落吸引了无数游客的目光。

画笔散落在凳子旁，阳光投射在画板上，

20 分钟不到的时间，对面的人像就已经生动

地影射在纸面。中央大街北端地下通道对

面，25 名画师支起画架，临江而画；小朋友、

老年人、甚至还有国外的友人，在画师对面的

一排凳子上整齐地坐着。

这个地方现在被称作肖像画廊，这支队

伍被称作画师团队。

“打野摊”发展起来的团队

时间倒回 1996 年，戴明彦背着画架，第

一次来到松花江畔画画。“最开始什么都没

有。”戴明彦回忆，刚开始在这里画画的时候，

没有团队，也没有非常固定的地点，甚至就连

“中央大街”这个名字也还没有成为哈尔滨的

品牌，大家都在“打野摊”，找地方随便画。

哈尔滨市政府注意到了这群分散在各处

的画师们。经过与画师们的协商，考虑了人

流量、场地便利性等因素后，1997 年，哈尔滨

市政府决定整合几个人为专业的画师团队，

将大家绘画的地点定在防洪纪念塔前、地下

通道对面的一片开阔地带。就这样，画师团

队正式成立了。

“我们现在都是持证上岗的。”与戴明彦

同一批“打野摊”的画师梁长义举起胸前的挂

牌，上面详细记录着他的姓名和编号。据中

央大街服务保障中心副主任马瑛鸿介绍，除

了需要“持证上岗”外，画师们上岗前还要签

署《画师上岗承诺书》，绘画时要遵守《画师管

理规定》。

“承诺书”中对画师的上下班时间、绘画

作品的尺寸、收费标准都做了明确规定。在

要求画师们“不强买强卖，如顾客不满意，不

强行收费”的同时，还要求画师们“把包含本

人姓名、编号和投诉电话贴于作品大样上，方

便游客投诉与监督”。

“现在我们重新为画师们定制了座椅，座

椅上印有中央大街的 logo。”“画师们必须套

着统一的艺术家马甲、挂上统一的胸牌、在统

一的时间上岗。”马瑛鸿说。

考虑到气候的原因，中央大街管理委员

会将每年 5 月 1 日到 10 月 1 日定为画师们的

上岗周期。工作日下午 3 点钟打卡签到，晚

上 11 点钟收摊休息；而本应正常休息的日

子，因为客流量大，上班时间则提前到下午 1

点钟。

“五湖四海”的“殊途同归”

1999 年，以沙画为专长的艺术家张辉路

过中央大街，看到了当时的画师团队。“看到

他们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幅画，感觉非常厉

害。”因为自己本身从事的也是美术行业，在

中央大街观察了一段时间后，张辉就自己回

家练习，后来也成为画师团队的一员。

周洪胜很喜欢绘画，9 岁就开始学画，在

2006 年加入了画师团队。成为职业画师之

前，他一直以养牛维持生计。

不仅是张辉和周洪胜，在正式成为中央

大街的职业画师前，有许多画家是雕塑、油

画、动画设计专业出身，最擅长的不是人物肖

像；也有画家仅仅是业余爱好者，有一直在制

药厂当临时工的，有在农村养牛、养羊的，从

事的并不是绘画方向的职业。但现在，大家

在同一个地方做着同一件事情——用不到

20分钟的时间画完一幅彩色人物肖像。

然而，这支曾经看上去不够专业，甚至是

与专业毫不相关的、从“打野摊”起步的画师

团队，并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从成立开始，在中央大街管理委员会的

组织下，每年五一假期前，画师们都会被召集

在一起，接受群众评审和高校专业评审的考

核。群众会从直观的角度评价画师的作品，

专家则从专业角度对画师的绘画功底、艺术

性和逼真程度等方面进行现场评分。中央大

街管理委员会期望用这样定量考核、择优录

取的方式，保证录取画师的专业水准，提高画

师团队的整体水平。今年四月末参加考核的

30 名画师中，有 25 名画师通过了考核，成功

上岗。

不在中央大街工作的日子里，画师们都

会去省外甚至是国外交流学习。外出学习不

仅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画技能够顺利通过每年

4 月份的上岗考核，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游

客。

现如今，画师上岗时所佩戴的证件上还

详细标明了投诉电话。如果画师的作品未能

令顾客满意，且双方未能达成友好解决，顾客

可以随时拨打投诉电话进行反馈。

画师团队成了“打卡点”

随着“尔滨”旅游业的发展，中央大街的

游客络绎不绝，每位画师每日可以完成 10多

幅肖像画。

如今，普通的人物写真价格已涨到了每

张 100 元左右，但中央大街肖像画的收费标

准经过街区管理者与画师们的协商后确定

为：黑白素描 50元/张，彩色肖像 70元/张。

随着时间的推移，画师团队也从最开始

零零散散的几个人发展成如今整齐划一的团

队，初始团队中的成员目前仍有 3 人在坚守

岗位。

事实上，画师团队的创作并不是一开始

就能让大多数人满意。

刘玉霞 15岁开始学画，2001年一次偶然

的机会，得知肖像画廊正在招募画师，便前来

试一试，加入画师团队。

“第一张画画完的时候，小姑娘非常不开

心，因为我把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画得很

丑。”回忆起自己当画师后的第一幅作品，刘

玉霞印象深刻。“这件事儿对我自己打击也很

大，我就想着不能让顾客带着遗憾走。”后来

刘玉霞不断精进自己的画技，不在中央大街

创作时，她都会去海南、重庆等南方城市和其

他画师取长补短、交流学习。

张辉虽然已经有 40余年的绘画经验，但

偶尔还是会遇到顾客对作品不满意的情况。

“如果顾客对作品不满意就不用交费了，或者

我们赠送个漫画，尽量让游客开开心心地

走。”张辉说。

画家专注于画板上的风景，而自己也成

了画外之景。现在，坐在这里准备画像的顾

客，有些是路过时临时兴起，有些是通过网

络平台了解到画廊特意前往。路过的行人

即使没有画一幅肖像的打算，看到这样壮观

的画师团队也会停下来看一看画师的画板，

再看一看画板后面的顾客，感叹一句：“画得

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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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历经 27年的时间，肖像画廊随着中

央大街的闻名而闻名，画师们也始终坚

守在这里，由无序发展成有序，从个体变

成了团队。

先考试后上岗、不满意不收费，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画师团队成网友“打卡点”

这里的画家，把自己画成一道风景

邓崎凡

近日，被誉为“中国最美书店”之一的

西安茑屋书店发布闭店通知，称于 10 月 8

日终止营业。

近期和读者告别的“网红书店”不少：

开业 5年的钟书阁重庆店停业;厦门知名书

店品牌“十点书店”宣告关闭在厦门的三家

书店。

近年来，网红书店前仆后继，批量崛起

又大面积倒下。起初有多少热烈的期待，

后来就有多少无奈的唏嘘。

茑屋书店是日本知名的书店品牌，西

安店是其在中国的第三家店，于 2021 年开

业，有 4500 平方米的两层实体空间。开业

后短时间内，这里迅速成为热门打卡地，吸

引了不少年轻人慕名前来。

这隐藏着很多网红书店的经营逻辑：

以高颜值把顾客吸引进来，围绕“书”开展

个性化的生活风格。“书店+咖啡+文化创意

产品+特色空间”的商业模式逐渐成为网红

书店的共性，书店不再只面向读者，而是面

向更广泛的消费者。

在流量就是王道的市场，资本注意到

了书店。

可是，始于颜值的网红书店，却很难找

到一条持续成长之路。

颜值能够吸引来人打卡拍照，可是书

店总不能收门票吧？书店里可以卖咖啡、

卖文创，可是消费者为何不去咖啡厅、文创

店消费？本应是核心产品的书籍，甚至纯

粹成为景观点缀——于是，网红书店最大

的功能就剩下打卡了，它很难滋养读者，更

难以养活自己。

面积大、成本高、效益低——资本退

去，泡沫也在破灭。许多曾经点亮多座城

市的书店，如今一个个熄灭了。

当然，网红书店的倒下，并非意味着实

体书店活不下去了，更不是人们不读书

了。 9 月北京的地坛书市上，笔者就见识

到了图书市场的火爆——很多人拉着购物

车成捆成捆地买书。

在地坛书市上，商家支个摊像卖菜一

样卖书，读者摩肩接踵头顶烈日像逛菜市

场一样买书，但是动辄半价甚至更低折扣

的图书还是激发了人们的购买热情。

书还是有人买的，书店的核心业务应

该是卖书，如果说让书价比别的渠道更便

宜是在为难书店，那么物有所值则不应该

是过分的要求。售价 42 元的香皂纸、70 元

的纸胶带、170 元的袜子、320 元的日记本、

640 元的酒杯……这样的价格让大多数的

消费者的兴趣只能停留在打卡上了，难有

消费冲动。

而书——书店的核心产品，虽然摆满

了，但很多却被束之高阁，够不着、取不到、

打不开。书是拍照背景、引流工具，书籍选

品没特色、导读方式不清晰、品类划分不明

确、陈列推荐不专业……网红书店的倒下，

让人们不得不直面这个问题：当资本的和

消费的潮水退去，书店还剩下些什么？

拍照打卡、卖咖啡、做文创，对于书店

而言，都可以。但是，无论如何“多元化”，

都不是“去图书化”。装修和营销是手段，

书店的产品依然应该是“书”，对书籍的选

择和经营是一家书店的核心竞争力。

书店是文化空间，守护书和书店的“文

化性”十分紧要。书店点亮的应是一片文

化空间，而不仅仅是消费空间。书店可以

是网红，但最好不要追求成为网红，只有这

样，书店的生命才会更加持久健康。

视 线G

艺 评G

书店不要只想成为网红

本报记者 陈俊宇

唐卡，在雪域高原流传千年，是藏族独具特色的绘画艺

术形式，具有鲜明浓郁的民族特点、宗教色彩和艺术风格。

漆画，是脱胎于漆器的架上绘画形式，婉约深邃，极具东方

神韵。

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嘎玛沟，“嘎玛嘎赤画派”唐卡大师、

“国宝级艺术家”嘎玛德勒，年过九旬，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出

身唐卡世家的唐卡画师仁青郎加，年轻的 95后，是“唐卡漆画”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两位“90后”，唐卡与漆画，是一个唐卡画派的传承与创新，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这背后的故事是，在福建省第九批援藏工作队的牵线下，

2018 年 11 月，19 岁的仁青郎加收到福建省艺术馆的邀请，奔

赴千里到厦门，成为首届中国农民漆画高级研修班里的学员。

作为中国漆器的主要产地，福建的漆艺早在宋代已大放

异彩，清代诞生的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更是将漆艺推上新

的高峰。如果将东南沿海漆画和雪域高原唐卡结合起来，这

能行得通吗，会不会碰撞出火花？这样的顾虑，仁青郎加曾不

止一次问过自己。

如今，跨越千年时光和万水千山，唐卡与漆画有了浪漫邂

逅，于是产生了“唐卡漆画”。

这期间，仁青郎加遭遇过不少质疑。邓珠尼玛心疼弟弟

说，“他学习路上遇到的坎坎坷坷是很多的。”

仁青郎加从小跟着父亲曲英江村、曾祖父嘎玛德勒学习

唐卡绘画，父亲也是从小跟着嘎玛德勒学习。记者问曲英江

村，当唐卡与漆画结合，当儿子遭遇质疑时，你的态度是什

么？嘎玛德勒的态度是什么呢？

曲英江村坚定答道，“我们都是支持的。两种历经千年传

承的非遗项目，不是不该跨界融合，而是早该相遇交汇了。”他

接着说，艺术是相通的，相互滋养、美美与共，有何不可呢？

嘎玛德勒倾注毕生心力，系统总结了画派的技术细节，人

物形体、动作造型都颇具特色。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的共识

是：噶玛嘎赤唐卡绘画历经千年岁月，先辈传承下来的法则和

度量是精髓，也是这一艺术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义所

在。既然命名“唐卡漆画”，那就意味着创新与融合，有坚持亦

有借鉴，方才大有可为。

近年来，在福建省第八、九、十批援藏工作队的持续支持

下，唐卡漆画在昌都市迅速成长。目前，已有超过 160名本地

画师投身于唐卡漆画的学习与创作。

10月 8日，唐卡漆画艺术协会在昌都成立，仁青郎加当选

首任会长。至此，唐卡与漆画的跨界融合进入新发展阶段。

跨越千年时光和万水千山

唐卡与漆画的浪漫邂逅

10月 7日，北京现代民生美术馆，“文
明的源起：早期中华文明探寻大展”吸引众
多观众前来观展。

据了解，该展历时一年多时间策展企
划，集结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良渚博物院、二里头
夏都遗址博物馆、殷墟博物馆、三星堆博物
馆等全国 30 余家文博机构;沉浸式展出
400 余件文物展品。展览通过文物与展
品，并辅以雕塑装置、新媒体艺术、AI互动
等多种沉浸式场景体验，多角度立体地呈
现早期中华文明的魅力。

据悉，展览10月1日起正式对公众开
放，持续至2025年3月31日。

本报记者 蔚可任 摄

穿越文明的对话

纪录片《跨越时空的北京中轴线》在北京全球首映
本报讯（记者蒋菡）日前，中外合拍纪录片《跨越时空的

北京中轴线》在北京举办全球首映式。

该纪录片由英国导演多米尼克·杨与中国导演吴琦联合

执导，通过阐述北京中轴线 750多年传承演变过程，展现中轴

线在北京城市规划布局和市民生活中的作用，凸显北京中轴

线作为活态文化遗产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特质。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

事长周树春在主旨致辞中指出，北京中轴线的“中”字，反映了

我们祖先对空间的认识，也表达了对人间和谐社会秩序的追

求，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义。

该片以国际化视角，小切口故事，生动阐释了“北京中轴

线”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的突出价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有

利于让世界看到更新更美的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利于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在三年的拍摄制作过程中，该片也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

轴线申遗成功的“北京经验”，比如公众参与、数字赋能和国际

交流。用国际语言讲述中轴线故事，有助于让海内外更多观

众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当代发展。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展开幕
本报讯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共同

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第十四届全国

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

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与新中国同龄，75 年来，展览始终与

时代同向同行，努力推动中国美术发展，推出了一批名家名

作，为繁荣中国美术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周年重要文化活动之一，也是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系

列活动之一。展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在 13个分展区展

出 4814 件作品，第二阶段在中国美术馆和国家博物馆展出

686 件进京作品。展览聚焦新时代主题，浓墨重彩抒写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生动描绘百姓的幸福生活，充分展

现了近年来我国美术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

据悉，展览将展出至 10月 24日。 （法明）

第八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举办
本报讯（记者苏墨 实习生章译之）近日

记者获悉，10 月 17 日至 21 日，第八届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将在山东济南举办。本

届博览会聚焦“保护传承 守正创新”主题，将

展现非遗与现代生活的连接、非遗在青年群

体的传承、非遗与新技术的结合，让非遗活起

来、火起来、潮起来。

本届非遗博览会是对中国非遗保护 20
年来的工作成绩的全面展示。文化和旅游部

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胡雁列举了我国非

遗保护工作的成果：不仅公布了 5 批国家级

非遗代表性项目，3056 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也不断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制度，

累计培训传承人 10万人次，共计 21个本科院

校设立非遗保护专业，还积极推动非遗融入

生产生活，支持各地依托非遗资源建设 9100
余个非遗工坊，带动群众就业增收。

在《保护传承 守正创新》的主题展下，本

届博览会设置了 4 个重点板块，不仅聚焦展

现非遗之美，还注重博览会的群众性。本届

非遗博览会不仅有“好看”的主题展览，还有

“好玩”的非遗活动，为市民和游客打造“流动

的博览会”，满足观众观展以外的新的体验。

比如举办“赶个新国潮”青年创意市集，组织

开展博览会大篷车进社区展示展演展销活

动，举办曲山艺海联盟展演等。

而济南作为举办多届中国非遗博览会的

城市，“非遗”已经成为它的一张亮丽名片。

济南市目前有 13 项国家级、108 项省级、565
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位国家级、68位省

级、278位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
当地时间 10月 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在瑞典文学院，

韩国作家韩江被宣布为 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她的作
品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性。瑞典文学院表
示，她“因其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脆弱性的强烈诗意
散文”而获奖。图为韩江的作品正在展出。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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