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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姌是位“95后”，网络昵称叫“周大

猫”，留学回国至今，她做着人文类纪录片“猫

游记”系列和美食类视频《食饭团》。她的作

品《我和我的家乡》《老田和农村电影放映的

故事》《让疫情中的天津人民，有了新的力量》

等参加了“你好，天津”短视频大赛，其中《我

和我的家乡》获得了特等奖。她说：“这个大

赛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展现自己的作品，也展

现天津的魅力。我更想让大家知道，天津有

很多有想法的年轻人，有很多有着鲜活力量

的人，天津会越来越好。”

追踪热点

主对话up

周方姌 以鲜活的镜头展现家乡魅力
本报记者 张洁

以质朴的视角去看家乡的美

记者：怎么想到拍摄《我和我的家乡》？比

较难的部分有哪些？

周方姌：我们团队由三个人组成，当时我
经朋友介绍加入了津斗云，报名参加了“你
好，天津”。我的家人也鼓励我参加。拍摄时
是疫情厉害的时候，当时因为疫情原因，很多
景点没有开放。《我和我的家乡》有一幕拍摄
的滨江道，街上空无一人，但以前这里万人空
巷。拍摄中也遇到沟通上的困难，很多地方
没办法配合拍摄，大家三年都没有摘口罩了，
人与人之间有疏离感。我当时有些难过，我
拍这个视频就想给大家鼓鼓劲儿，让大家看
到天津其实有多好。

我们每周都会去拍摄，这个视频当时拍了
三个月。我们从三岔河口开始，拍了古文化街、
鼓楼、天津站等地，我们选取的都是比较热闹、
代表性的地方。视频内容里包括了天津的美
景、美食和人文。剪辑比较有难度，摄影老师是
我的师傅，他有着近三十年的摄影经历，他负责
拍摄和剪辑，我负责文案和配音。当时拍了很
多很美的景色，素材有几百个，拍摄总时长有五
六个小时，但最后剪成了4分59秒的片子。

记者：《我和我的家乡》文案很打动人，你是

如何处理的？

周方姌：摄影师剪辑完视频，我根据画面配
出文字。我们拍纪录片，从来没有剧本，我看到
画面，听到音乐，文字就是自然而然的情感流
露。拍摄的时候我也哭过很多次，我在这儿生
活了24年，拍的既是天津，也是我自己。比如，
“她亭亭玉立，落落大方，我说这个城市有自己
的倔强”，有时候也在暗指我自己，我也想要成
为这样的人，就像天津一样。

其实很多人拍摄天津会从历史等角度切
入，加入恢弘的音乐或者航拍。我们年轻人也
能通过手机的拍摄让大家看到天津有多美，我
用一个很平民的视角去讲给大家听，感觉就像
和我一起骑着自行车在天津游走，既贴近生活，
又打动人。

记者：如何想到拍摄《老田和农村电影放映

的故事》？

周方姌：我们团队共有三个人，我们会先去

发征募纪录片，会找出最没有功利心且有意思
的主人公。每一个纪录片应该要拍3—4次，包
括生活、工作、家庭还有爱好这个几个方面，我
们一般不会在一天拍完，一周拍一次，这样可以
和主人公慢慢熟悉。

如今我们很少能在市里看到露天电影，但
田大哥他专注放映露天电影27年了。拍摄那
天，田大哥他当时身体不适，但即便如此，他的
家人也开着车把他送过来了，他们对我们的信
赖让我十分感动。在场的孩子们对露天电影十
分感兴趣，他们说这个好酷，看着他们特别专心
地看着影片，我觉得很开心。田大哥特实诚，我
问他您做这个是因为爱好，还是因为职业？他
说，也不是因为爱好，因为想圆大家一个梦。

带着一颗发现惊喜的心去做内容

记者：怎么想到做短视频的？

周方姌：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自拍一
些英语生活类短视频。回国后认识了团队里
的人，我们想拍点有关天津的内容。前三期
是和咖啡有关的内容，之后发现拍人物很好
玩，就开始用平民生活的视角来讲述人物。
《猫游记》《食饭团》两个号运营大概一年多，
有一期视频一开始只有几十的点击量，后来
有几百万的点击量。经常会有留言说“为什
么这么好的视频没有人看？”当时我很感动，
这些网友他们为我们着急，他们是认可我们
的，说明我们没做错。我们的美食视频是面
向全国网友的，视频里的天津方言我都会释
义，有时候有大篇幅的空当，我会把人文的内
容加进去。做着做着，就慢慢好起来了，也有
可能是内容发的多了，让更多人看到了。我
个人会更喜欢纪录片，但我只有把美食短视
频做好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周大猫，之后我再
做纪录片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看。

记者：人文类和美食类的视频有什么区别？

周方姌：主要是形式上的不同，人文类像是纪
录片，一个偏向于人，一个偏向于食物，但背后都
是大家的热爱和坚持。纪录片是我渗透到主人公
的生活里去采访他，去喜欢他的生活。我们拍摄
美食探店的时候，最有趣的就是遇到不同的老板，
不同的食客。比如说炒饭大哥，还有路边牛肉饭
大哥，他们都是很有意思的人。

记者：美食拍摄地点是如何选择的？

周方姌：视频拍得越多发布得越多，我们发现
大家更喜欢接地气的内容，所以要贴近生活。我
们一般不会去特别网红的地方，我们会发动人脉
征集，找一些有烟火气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在居民
楼里，有的时候在马路边，有时候只有个小推车，
经常是很不起眼的地方。另外，我们会在网上搜
一些虽然点评很少，但是很生活的馆子。其实很
多好的店它的评价往往比较少，好多店可能只有
十几条评价，但它能干这行十五六年，住在附近的
人都爱光顾。我们经常寻找这种有特色的店，因
为大家喜欢真实和真的好。

记者：拍摄中有没有遇到过尴尬？做视频对

你个人成长有哪些影响？有什么感悟吗？

周方姌：有一次去探店，人家问我，您这不是
说想最后不结账吧？有时候去店里拍摄美食，人
家说我们是蹭饭的，刚开始拍摄我总哭。但我也
明白为什么老板会这样，因为这样的人太多了，所
以我也希望能让大家改变一下印象，还是有很多
清流在的。

每一次探店拍摄，都会带着一颗发现惊喜的
心去体验。我原本是一个特别胆小的姑娘，这一
年我发现我胆大了很多，跟店铺老板的沟通，采访
拍摄的主人公，接触的人多了，我自己慢慢变自信
了。即便我年纪小，也能够平等地看待自己了。

我觉得一件事想坚持做下去，还是得靠文
化。我身边有好几个帅哥博主说，天天发帅照也
没有用了，号做不起来了。现在是时刻被大众检
阅的时代，包括评论区和弹幕，所以视频也需要把
内容做好。

记者：家人支持你做视频吗？

周方姌：一开始我一边制作视频，一边上班，
上班路途又很远，每天我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但
是我就因为喜欢，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也坚
持了下来。我从小跟姥姥、姥爷长大，姥爷是一
位特别希望孩子优秀的人，每天我回家，他总会
捂着我的手，会关心地问我视频做得怎么样，“粉
丝”有多少……他看到我的视频在电视上播放，
他特别高兴。姥爷是我很敬仰的人，他是做水利
工程的。年初姥爷因病离开了，走之前他给我留
下三句话，他说：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做让自
己快乐的事，好好生活。姥爷写给我的书签，我
随身带着。他是一位让我感到骄傲的人，他一辈
子都坚持着自己的热爱。正因如此，视频我也想
一直做下去。

记者：您心中的天津是怎样的？未来工作有

什么计划？

周方姌：天津人比较安逸、随和，而且真的
很好客。天津有很好的人文环境和好美的风
景。这座六百多岁的城市古老而又年轻，开放
又包容。在我眼中，她还像小女孩一样，很有朝
气和活力。我希望把我的视频内容传递给大
家，带给大家一些年轻的视角，也希望弟弟妹妹
们还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人，让他们能够看到。
当然了，我觉得年轻人也不要羞于表达自己对
家乡的爱，我们能够成为这座城市的活力。未
来这座城市会越来越好。

“伪好物”与“苏州片”

什么是“伪好物”？简单来说就是后来者
临摹前人的作品，其中艺术水平比较高的作
品。“伪好物”一词源自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
芾对一件传为钟繇《黄庭经》的评价。他认为
这件作品虽然不是真迹，是唐代摹本，但肯定
这件摹本的艺术价值。

此次“桃源何处——馆藏仇英《桃源仙境
图》特展”中仇英（款）《玉阳洞天图》卷和仇英
（款）《清明上河图》卷，是两件明代“苏州片”中
的佳品，无论从史学价值还是艺术价值考量，
都足以称得上“伪好物”。

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刘金库教授，对书画
鉴定与修复有着多年研究，他介绍：从书面意
思来理解“伪好物”三个字，可以分成两部分，
首先“伪”是不真，不是真迹；其次，“好物”是
“好东西”，质量好。深挖一下它的内涵，“伪好
物”有两层意思，一是好的摹本，比如冯承素摹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二是托名人款的好作
品，比如“苏州片”中的一部分精品，虽然不知
道真实的作者是谁，但是作品艺术水平之高，
使其足以成为清朝皇宫和文人雅士的藏品。
“苏州片”又名“苏州造”，是指明清时期以

苏州为中心的民间作坊制作的商业性书画伪
品。这类作品大多绘制于绢上，常托以唐、宋、
元代著名画家以及明代仇英之名，以绘画、题
跋、鉴藏家印鉴等多种元素相结合的形式作
伪，亦有真伪相参者，以牟取利润。

谈到“苏州片”的出现，天津美术馆馆长马
驰介绍：明清时期，苏州一带经济和文化较为
繁荣，当时民间收藏风气很重，所以当地出现
了大量的仿制画的制作销售中心，有点类似于
现在的广东大芬村。这些作坊大规模地仿制
古代有价值的画，这种民间产业从明代一直到
清代都很繁荣，到了民国时期也有。“苏州片”
画工比较精细，吴门画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如沈
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张宏等名家，均属吴郡
（今苏州）人。苏州一带的这些画师和画工，一
般都有很好的师承，也都有很好的学习机会，
再加上产业化生产，所以“苏州片”尤其是善于
仿制精细工笔画，比如仇英的作品是“苏州片”
的主要仿造对象，还有宋元时期的工笔画也是
仿制对象。当时，在民间有“家家唐伯虎，户户

宣德炉”的状态，懂艺术的不懂艺术的，家里
都得买点艺术品，“苏州片”的销售，不乏“以
假充真”，但也有人是知假买假、专门买仿制
品，这些仿制品的艺术价值也是颇高的，价格
不菲。当然，“苏州片”的水平也有高下之分，
比如这次展出的仇英（款）《玉阳洞天图》卷和
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二者虽然都是“苏
州片”中的佳品，但个人认为，《玉阳洞天图》
卷的艺术水平要更高，更接近仇英的笔法，属
于“高仿”。

“伪好物”影响了中国书画史发展

“纸寿千年，绢寿八百。‘传移模写’是中国
历代保存重要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手段。”刘
金库教授说，“传移模写，出自古代南齐谢赫的
画论《古画品录》，是六法之一，指的是临摹作
品。传世到今天的我国古代艺术作品，其中很
多都是更为古老作品的摹本，比如说王羲之的
书法，传世的没有真迹了，包括市场上和博物
馆当中的，大多是唐代的摹本和宋代的摹本。

正是因为这些临摹作品，我们才能较为直观地
了解更古老的书画历史和技法风格。”

刘金库介绍：临和摹是不同的概念。第一
种是临，临分对临和背临。对临是把原作或者
底稿放在旁边，对照进行书写或绘画。背临，
是作画者对原作品比较熟悉，可以凭记忆临
摹。摹是用薄纸（绢）蒙在原作上面写或画。
唐代发展出响拓技术，先勾勒出轮廓，再填
色。比如说我们这次看到的天津博物馆的仇
英（款）《清明上河图》卷，它有一个粉本底稿。
底稿也不一定是仇英的原作，可能就是一个绘
画水平相对比较高的人起的底稿。

传世的《清明上河图》有多个版本，大致可
以区分为3大系统。分别是：北宋张择端《清
明上河图》、明代仇英的“仇英本”和清代宫廷
画家的“清院本”。谈到此次展出的“苏州片”
仇英（款）《清明上河图》卷，刘金库表示：仇英
本《清明上河图》中的桥是石桥，此次展出的
“苏州片”版本中的桥也是石桥。故宫博物院
所收藏的张择端真迹《清明上河图》，其图中全
都是木桥。因为在宋代，石桥已经出现，但是
技术还没有木桥的发达，且木桥较容易维修，

所以，北宋东京主要以木桥为主。仇英本《清明
上河图》是仇英参照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结
构，加之以自己的想象，以苏州城风貌为蓝本创
作的。明代苏州石桥已经很常见了，所以仇英本
《清明上河图》中皆为石桥。而且，目前越来越多
的研究证据表明，仇英并没有见过张择端的《清
明上河图》，他很可能是根据文献文字描述的内
容来进行创作的。
“相传，当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真迹与多

款不同版本《清明上河图》被放置在东北博物馆
的仓库中，杨仁恺先生在鉴定时，指着唯一的木
桥版本说‘这个木桥的是真迹’。”刘金库说。

在今天看来，“苏州片”这类书画复制品，对
研究我国古代书画，有着怎样的意义？

刘金库教授表示：“在我看来，‘苏州片’最大
的影响是对于清朝绘画风格的影响。这类作品不
仅在鉴藏圈中传观，被名人题跋，清代更入藏宫
廷，宫廷画家临摹‘苏州片’，直接影响到院体绘画
风格的形成。比如，清朝乾隆皇帝曾要求宫廷画
师临摹‘苏州片’中的《汉宫春晓图》《清明上河图》
等，而我们看由宫廷画师创作的《康熙南巡图》《乾
隆南巡图》，其对宏大事件和宏大场景的构图、描绘
是在以往朝代宫廷绘画中不多见的。这种对宏大
叙事进行艺术创作的能力，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
清宫廷画师通过临摹‘苏州片’训练技法得来的。”
“‘苏州片’给后世艺术史带来的第二个影响

就是‘文人作伪’或是‘文人参与’。有很多书画
水平、文化修养很高的人，他有本职的工作，比如
是个地方官员，为了一些经济利益等原因，去做
名人托款的书画。现在市场上有的‘苏州片’价
格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原因也是在这，你不
知道是谁画的，但是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和收藏
价值都很高。以至于近现代，一些文化名人也热
衷于仿作。比如张大千，他仿的画，有的比真迹
拍卖价格还高。”

现代高清复制品在多领域发挥作用

上周日，因文物保护要求，天津博物馆“再现
高峰——馆藏宋元时期文物精品特展”调陈，其
中《雪景寒林图》由原件替换为复制件。随着现
代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数字技术的运用，古书画
复制有了很多新的技术，也在文博、教学、收藏等
领域发挥更多的作用。

马驰馆长表示：现代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对

于文物保护的意义很大。文物保存是尽可能的恒
温恒湿，减少移动。尤其是古书画文物，对光照、
温湿度十分敏感，不能长时间进行展出，通常一次
展期只有一至三个月，部分文物展出后，要回到库
房休眠数年，才能再次与观众见面。古书画复制，
经历了必须得由人去临摹下来，到后来有了木板
水印，再到现当代照相、印刷技术的不断更迭，如
今我们已经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去存储文物数字
信息，复制时无需再移动文物，直接可以调取数字
文件。而且最新的复制技术，已经基本上可以把
原作的那种质感进行高度还原。

此外，马驰认为，现代书画复制技术在艺术
传播和艺术教育领域，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比
如观众参观了《雪景寒林图》《桃源仙境图》，特别
喜欢，可以买一份复制品挂在家里。在现代书画
复制技术出现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以传统临
摹方式复制的书画作品，其价格也是相当高昂
的，明清时期的“苏州片”也不是一般老百姓买得
起的。此外，中国书画教学，临摹一直是重要的
环节。现在老师可以将一张等比例的名画复制
品挂在教室里，让学生们临摹，复制品可以特别
清晰地展示原作细节，学生也可以近距离观看。
原来根本就没有这种条件，比如宋明清时期，一
般家庭出身的学生根本见不到名人字画真迹，见
到的“苏州片”很可能是低端仿品，与原作的差距
非常远了。后来，有了印刷画册，图画照片也可
能不太清晰或者并不是原尺寸。如今，基本上都
能把复制品做得跟原大一样，画面纤毫毕现，给
学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非常大的方便，也让中国传
统文化被更好的、更有效的传播。

前不久，“桃源何处——馆藏仇英《桃源仙境图》特展”在

天津博物馆开展。在展览上，除仇英代表性作品之一《桃源仙

境图》和仇英老师周臣的《香山九老图》外，还展出了两幅仇

英（款）“伪好物”，分别为仇英（款）《玉阳洞天图》卷和仇英（款）

《清明上河图》卷。

自古以来，中国文人一直有临摹、复制书画的传统，其中

不乏艺术珍品，被北宋大书画收藏家米芾称之为“伪好物”。

这类复制品除了具备高水平艺术价值外，也对我国书画历史

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天，随着数字技术、印刷技术的

发展，高精度的书画复制品，亦在文博、教学、收藏等领域发

挥作用。为探寻“伪好物”的价值与精彩，记者采访了天津美

术馆馆长马驰和天津美院中国画学院刘金库教授。

本报记者 胡春萌

探寻“伪好物”的价值与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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