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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侯一民先生仙逝，感到万分悲痛。

我第一次见到侯一民先生，是在1960年夏天。

那年，我只有17岁，在内蒙古美术家协会做通联工作。9月的一天，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旺

亲拉西告诉我，说中央美术学院侯一民教授要到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来体验生活，让我关照

一下他的生活。

第二天，我便到火车站去接侯一民先生。当他看见我的手里举着一张写有他名字的白纸

时，便微笑着朝我走来。他当年30岁，高高的个子，身材笔直、面庞英俊，梳着大背头，简直一表

人才！那时呼和浩特还没有出租车，机关也无小轿车，我便叫了一辆四轮马车将侯一民先生送

至新城宾馆安顿下来。翌日凌晨，我们又坐四轮马车到新城西街的美术家协会展览部。

待我们到达时，展览部已经聚集了内蒙古美术机构专家和大专院校美术教师100多人。他

们有的专程从包头、集宁等地赶来，倾听侯一民先生创作作品《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的专题讲座。

先生的讲座是有备而来的。与大家见过面后，在一片掌声中他便开始了讲述。他是1959年

接受了《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的创作任务，到煤矿体验生活时，曾三次下安源，又走京西、奔阜

新、赴大同，钻巷道，就住在当年矿工居住的四面透风漏雨的工棚里。期间，他为工人画的速写

和素描就达84件之多。当他讲到此处时，便从画夹里取出了当时画的写生作品展示给大家看：

全是用铅笔、炭笔画得结结实实的素描和速写素材，画面已经喷上胶液，此外也有颜色概括的

油画写生。讲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进入创作阶段后的那段历程。

当时，侯一民先生将画完的习作挂在板棚里，又在四处贴满了矿工罢工时向资本家呼喊口

号的标语……直到有一天深夜，他仿佛看见一群面目黢黑、衣衫褴褛的工人和骨瘦如柴的孩子

喊着震耳欲聋的口号迎面走来，就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爬起来开始夜以继日地绘制《刘少奇与

安源矿工》草图：作品中的工人领袖刘少奇坚毅而果敢，带领过着非人生活的矿工们冲向矿主

以争取生存的权利，极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讲座一直延续到过午方散。第二天早晨，侯一民先生又过来，为旺亲拉西的妻子曼凯画了

一幅半身肖像。

旺亲拉西是内蒙古骑兵部队出身，转业后于1952年进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进修，与侯

一民结下了深厚友谊。曼凯是内蒙古歌舞团的歌唱演员，与旺亲拉西一样高高的个子，年轻漂

亮。她的画像干净利落，侯一民画了整整一个上午。画完，还在画面的右下角签上了他的名字和

日期，说道：“留个纪念吧！”便收工了。

那一次，侯一民先生只在呼市逗留了两天，便起身去了锡林郭勒大草原。那年秋天，我也考

入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上学去了。侯先生的音容笑貌、他的创作激情、他的重友情讲义气的人

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等我再次见到侯一民先生时，已是40年之后的事情了……

10年前，我已经当上了大学教授，开始写作100万字的三卷集《徐悲鸿时代》。1947年，徐悲

鸿北上接手北平艺专时，侯一民就是他的学生，而且是地下党员，直至毕业留校，可以说作为北

平艺专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侯一民是最了解徐悲鸿的人之一。因此，我必须对他进行采访。

那时侯一民先生已经退休在家，我通过他的学生、195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的高帝老师联

系到他。他还记得我，听说我是40年前在呼和浩特接待过他的“小夏”，便非常愉快地答应了我

的采访。

按照约定，我来到了他在北京的寓所。侯一民先生的书斋里艺术品琳琅满目，艺术氛围浓

郁。先生鹤发童颜，胸前飘着长须，神采奕奕。没有任何客套，他便向我讲述了与恩师徐悲鸿的

全部交往。末了，他担心时间短没讲全，还从书架上取下一本全面介绍他与徐悲鸿当年关系的

《泡沫集》送给了我。我见他有些疲劳需要休息，手头又有一大堆工作，便告辞了。回到呼和浩特

市，根据对侯一民的采访和他送给我的《泡沫集》资料，我把《徐悲鸿时代》进行了完善，对当年

北平地下党保护徐悲鸿、保护北平艺专不南迁进行了详细解读。

无论油画、国画、壁画、雕塑、工艺美术，侯一民都无所不精。他是华君武所评价的“多才多艺

的侯一民”，也是大家口中的“杂家”“杂牌军”“泥人侯”“画钞票的”，还因烧制了10万余件高温斗

彩小瓷人，又被称为“小公崽之父”。无论哪一种称谓，都饱含着大家对他的爱戴与景仰之情。

2008年，侯一民患直肠癌，瞒着邓澍到北大医院做了手术。在高危病房抢救了七天七夜

后，为了鼓励侯一民战胜病魔，邓澍要为他画一幅油画肖像。邓澍还曾为宋庆龄、吴作人、萧淑

芳、王朝闻、黄胄、李苦禅、江丰、董希文、李政道等人画过许多幅肖像，可画得最多的还是侯一

民。现在，这位令人敬仰的艺术家离我们而去了，他留下的功绩却使我们追思不忘。

（作者系内蒙古艺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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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文艺正在成为文艺转型发展与跨越发展

的新赛道。百花齐放的黼黻烟霞，千帆竞发的热

浪奔涌，创意迭代的目不暇接，虚实合成的幻景沉

浸，巨量粉丝的聚力分享，谱写了自信自强与铸就

辉煌的网络文艺新篇章，发出了守正创新与团结

奋斗的时代网艺最强音，打造了创艺强网和鉴美

聚力的青春风景线。

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是对网络文艺繁

荣发展盛况的一次总体检阅、趋势把脉和机理探

查，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网络文艺发展领域

的一次生动实践，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评论

的一次夯基垒台，对网络文艺如何高举火炬奋进

新征程，如何团结奋斗建功新时代具有重要指向

意义。

这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覆盖网络影视、网

络综艺、网络文学、网络展演、网络动漫、网络游

戏、网络直播、网络虚拟合成、网络“饭圈”治理、网

络文艺生态等领域，聚焦网络文艺的平台展示功

能、网络文艺的融合创新趋势、网络文艺的审美熏

陶价值和网络文艺的传播触达等特有属性和现

象，充分发挥了网络文艺评论引导创作、推出精

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一是心系民族复

兴伟业，站稳中华文化立场，从那些热情讴歌新时

代新征程的优秀作品中发现弘扬新气象。二是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从那些用心用情用

功深入人民生活和奋斗的现象级文艺作品中锚

定、阐明新路径。三是把网络文艺与优秀传统文

艺结合起来，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指向，

深刻分析网络文艺的业态创新、表达创新、传播创

新和效果创新，廓清网络文艺守正创新的新趋

势。四是对网络文艺能够跨越民族文化边界、实

现不同国家文明的广泛交流进行探讨。网络文艺

不但要“出海”，更要“上岸”，还要“入座”，梳理了

以文化人、以艺通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借鉴。

五是抓住网络文艺驱动的机理，特别分析了资本

逐利和市场控制对网络文艺的负面影响，建言从

控制资本逐利性对网络文艺的侵蚀方面入手，进

一步推进“饭圈”治理，创造网络文艺的晴天朗地，

推动建设山清水秀的文艺生态。与此同时，这届

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也有一些需要加强的方面，

主要是对于网络文艺作为新生的文艺业态登上历

史舞台的战略认识需要提升，对于网络文艺与传

统文艺“山脚下分手，山顶上握手”的互学互鉴的

机理需要深化，对于网络文艺的深度合成、全景沉

浸、元宇宙演进和数字人虚拟主角创作表演、数字

化创新赋能方式等需要进一步研究，以期作出更

加珠玑日月和激浊扬清的评价分析。

当下，网络文艺新形态、新业态、新动态日益

成为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

关联方式、融合载体和创造场域，日益成为增强

人民精神力量、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和铸就社会主

义文艺新辉煌的重要力量。我国现有网民10.5

亿，网络普及率 74.4%。其中，短视频用户 9.6

亿，占 91.5%。网络直播用户 7.1亿，占 68.1%。

虚拟人、数字偶像全息参与网络文艺场景创作设

置。虚拟现实可望在2026年形成大规模应用。

大力发展文化服务消费，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

品，是网络文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长

点。发展新型消费，深入发展在线文娱，推动线

下文化娱乐业线上化，打造数字精品内容和新型

数字资源传播平台；发展新个体经济，打造社交

电商、网络直播、基于知识传播和经验分享的创

新平台；发展短视频平台，鼓励微应用、微产品和

微电影创新，等等。这些战略举措，都为网络文

艺的发展提供了无比广阔的舞台，提供了无比巨

大的发展创造空间。

通过网络文艺评论的视角观照和探查分析，

一个日益鲜明的场景正在向我们走来。网络文艺

激发了蕴藏在物质技术中的信息能量，聚合了凝

结在人文艺术中的精神能量，催生了把物质能量

和精神能量融贯起来的文艺能量，必将以增强人

民精神力量的方式，以“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喷薄

创造，铸就社会主义文艺新辉煌。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新媒体委员会

主任，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

创艺强网新赛道 鉴美聚力铸辉煌
——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综述 □郝向宏

越剧《春琴传》改编自日本唯美派文学大师谷

崎润一郎的小说《春琴抄》，讲述了日本明治时期，

大阪一位富家盲女琴师春琴与其仆从佐助的爱情

故事。2006年由杭州大剧院联手浙江小百花越剧

团首演推出后，曾获第十二届文华奖文华导演奖、

文华表演奖、文华剧目奖，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评

比展演剧目一等奖，浙江省第十届戏剧节剧目大

奖。该剧由郭晓男任导演，茅威涛、周冠均担任制

片人，曹路生编剧，吴小平、刘建宽作曲，刘杏林负

责舞美设计，章益清、蔡浙飞、李霄雯等人出演。

《春琴传》除序幕外共有七幕，分别是收徒、授艺、

诉心、斥女、赏梅、毁容、刺目。

由于原著所呈现出的东方古典美学的浓郁色

彩以及缓慢细致的叙事方式，非常适合越剧温和

秀雅的美学特征与柔雅清丽格调的手眼身步法的

表演程式，这种契合像命运本就赋予的某种精妙

安排。从文本改编到舞台呈现，越剧《春琴传》称得

上是一次对文学之美与戏曲之美的成功演绎。该

剧自首演之后经久不衰，曾多次在国内外进行巡

演，近两年作为百越蝴蝶剧场的启幕大戏再度上

演。

谷崎润一郎是日本唯美主义文学流派的重要

代表，他极其推崇美和艺术高于一切的观点。女性

在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他笔下丰富多彩的女性主人公都从侧面展现了人

们对美的理解和探索历程。越剧长于抒情，以唱为

主，声腔清悠婉丽优美动听，极具江南灵秀之气。

在表演的艺术特色上，以优美、细腻、纯朴、儒雅见

长，也展现了对感性美的追寻。由于越剧的剧种风

格特色是在女子越剧时期形成的，因此所有角色

都由女演员扮演，《春琴传》也不例外。从创造角色

的需求出发，该剧在表演中非常重视形体动作的

美化，并尝试用戏曲舞台的现代叙述方式，通过艺

术形象触发想象联想、引起美好情思的审美境界。

例如在身段表演设计方面，为保留日本文化中的

传统礼仪，《春琴传》没有囿于传统越剧的身段，如

水袖、台步、指法等，而增加了走路、坐立、转身、行

礼等动作设计。这些动作虽不属于传统的戏曲程

式化表演，却遵循了中国戏曲的写意性特点，得其

“意”而忘其“形”，追求“神似”而不强求“形似”，讲

究动作的提炼和韵律，追求激情与冷静的结合。同

时，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戏曲表演中这种浑然天成

的“分寸与克制”，进一步塑造了春琴的矫揉与倨

傲、佐助的隐忍与踌躇。再配以传统越剧的吕派唱

腔和嵊州方言念白，保留了传统戏曲的音乐本体

特征，从而使演员与角色产生距离感，进而让观众

保持了艺术欣赏者的立场。这也说明，越剧表演重

视舞台呈现形式的同时又坚持对戏曲传统美学的

传承，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异性，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和发展。

《春琴传》的舞台设计也遵循了日式审美的

追求，简约质朴。舞台用两块巨大的榻榻米通台

搭满，前区黑台、后区白台。这样的“明暗”处理

所带来的视觉效果，恰恰也更直观地展现出春琴

与佐助之间的阶级障碍与地位悬殊，同时也给了

观众很多留白的想象空间。明明是伸手便能触

及的身边人，却因某种“神圣”的原因而变成了难

以触发的奇迹。梦一般的花朵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而阳光无法触及之处，随即变得污浊起来，或

浮或沉。现存的肉体早已被明暗之间的明显界

线封锁，内心深处虽早已长满荆棘，眼眸深处却

藏满了对幸福的渴望与未知的热度。之于春琴，

之于佐助，皆是这般如此。直到“刺目”一幕时，

盲女春琴遭人毁容，佐助用春琴所赠送的银钗刺

瞎了自己的双目，虽两人都已处于永恒的黑暗

中，舞台的“白区”却让他们的心灵真正相融在一

起。

“戏剧应观众的审美心理和欣赏需要而存在

和发展。”从这样的结局处理也可以看出，越剧《春

琴传》已经突破了传统越剧中才子佳人、男欢女爱

的叙事题材，呈现出了对日本文学“物哀”之美的

思考，切入了作品的最深层含义，深入挖掘、分析

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重新阐释了作品深刻、复杂

的意义，拓展了戏曲的表现空间，挖掘出了文本的

未尽之言，进而在整体上把握了文本的意义和作

者的创作意图。“误读”始终是跨文化艺术实践中

无法回避的问题，越剧的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拓展

观众群、满足不同层面的观众需求，并在一定程度

上引领和改变着部分越剧观众的审美趣味，为越

剧在当代寻求更大的发展找到一条创新之路，为

它赢得更广泛、多层面的受众群体。

如果说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是山巅残雪，

那越剧《春琴传》就是残雪之上的白净蝴蝶。《春琴

传》最终为观众展现出这样一幅画卷：在漫无边

际、香气馥郁的洁净之地，不可触及的女性之美占

据着少年之心。春琴倨傲的情绪是飘忽不定的云

影，于她的身份而言，那只能是“优点”。从发际到

耳畔，她那薄嫩的皮肤像玻璃容器，绣花和服衬托

得她那么透明洁净。她享受着年轻时的优雅，享受

着少年的纯洁之爱。仆从佐助茫然地对着心灵祈

愿，自愿永远将身心全部埋藏在这片云影之下，因

为爱欲而饥渴，因为出身而哀号，在自我辩解与自

我欺瞒中，发誓在内心永远热烈地呵护着这片高

山之云。这份情感正如蝴蝶之美，尽管被世俗捕

捉，被世人蹂躏，缥缈易碎，依旧在山巅白雪间奋

力拍打着羽翅。

评 点 ““春琴一曲春光尽春琴一曲春光尽，，春花满地落多少春花满地落多少””
——简评越剧《春琴传》 □□杨杨 莹莹

“读一流书、做一流人、创一流事业。”1月10日至11日，由北京市海淀区文联出品的原创现实
题材话剧《同生书店》在北京民族剧院上演。该剧由作家叶宏奇编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导
演杨佳音执导。全剧以改革开放和北京中关村地区的发展历程为背景，讲述了一家书店的兴衰
曲折及相关人物的命运沉浮，进而折射出时代的风起云涌。作品力求探讨文化与科技进步、社会
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挖掘“中关村精神”的内核，彰显了面向未来的文化自信。“书店是文化的
符号，”该剧监制、海淀区文联主席苗地表示，“希望通过该剧在全社会提倡多读书、读好书、重视
知识与文化，影响更多人为社会发展作出应有贡献”。据悉，话剧《同生书店》是2019年世界读书
日首演的话剧《书店》的“升级版”，此次主创团队从剧本到演出都对原版话剧进行了重新打造和
深度磨合。全剧以轻快、幽默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呈现故事冲突，营造出浓郁的时代与精神的

“味道”。 （路斐斐）

关 注

1月 13日，由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的第七届“啄木鸟

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暨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云发布典礼在京举

行。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董耀鹏，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席夏潮，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路侃、于

平，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主任徐

粤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向云驹、李树峰、张德祥、傅谨，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副主任袁正领、杨晓雪以及

张晶、杜大力、刘琼、陈汉萍、张永清等代表出席云发布典礼并为优秀作者

和优秀组织颁发荣誉证书。

发布典礼上，徐粤春介绍本届推优和优选汇情况，于平、李健、范玉刚、陈

捷、李静、汪素芳、李跃森、祝鹏程等优秀作者代表发表获选感言。张德祥、欧

阳友权代表评委分别作推优与优选汇评价，一致表示，本次评选出来的优秀

文艺评论作品，广泛关注了重点文艺现象、热点文艺作品，评论话语和文风有

了新的变化，有不少言之有物、言简意深的评论，体现出难得的批评勇气、深

度意识和建设姿态，活动成功举办有利于进一步团结凝聚文艺评论人才，培

养新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

本届推优活动作品经过推荐单位按名额推荐和中评协会员自荐，共收到

作品705份，其中著作76部、长评442篇、短评187篇。推优秉承坚持导向、

注重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经过初评、复评、终评，并报中国文联批准，最终

推选出李健《中国古代感物美学》、冯长春《中国近代音乐思潮研究》等优秀文

艺评论著作5部，陈捷《〈觉醒年代〉：可见的形象与返魅的思想，影视剧如何

呈现思想史？》、崔晓《曲艺文化符号的成因厘清与价值诠释》等优秀文艺长评

文章15篇，李静《当代喜剧节目的“现实性”及其潜能》、许莹《文学纪录片也

能“刷屏”》等优秀文艺短评文章15篇。“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年度推优活

动涵盖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

文艺以及艺术学理论等领域，旨在推出优秀文艺评论作品，激励文艺评论工

作者，推进全国文艺评论创新和繁荣，促进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推优活动每

年举办一次，2016年至2021年已成功举办六届。

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活动体现了以下三个特点：一是

导向更加鲜明。报送作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

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理立论、以理服人，倡导“批评精

神”，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将文艺作品的社会效益和社会价值放在首位，

充分发挥文艺评论的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有力彰显文艺评论

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精神力量中的担当作为和

职责使命。二是时代感更加突出。本次推出的优秀评论作品聚焦建党百年、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等重大主题，注重评论的问题意识、前沿意识、创新意识，

关注评论的可读性、传播性、影响力。此外，还推出了聚焦传统文艺美学、中

外艺术思想、近代艺术思潮，以及聚焦新时代的文艺理论评论作品，注重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相结合，评论的时代感、现实性更加突出。三是参

与更加广泛。2022年推优面向中国评协会员开通了自荐通道，同时增加了

第二批“中国文艺评论基地”各成员单位和部分中央重点新闻单位按名额推

荐，充分发挥文艺评论阵地的参与积极性。总体申报数量是2021年的1.3

倍，吸引了媒体界、学界、业界老中青三代评论工作者特别是业界资深评论家

的踊跃申报，充分展现出推优活动在文艺评论界的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会上，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同期发布成果。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

经中国文联批准，每两年举办一届。活动旨在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

网络文艺评论工作、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等明确要求，有效团结凝聚

壮大网络文艺评论队伍，推动构建良好网络文艺生态。本届优选汇以“中国

网络文艺这十年”为主题，吸引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文化机构和新文艺群

体评论工作者积极参与，共有695个作品参评，其中长评335个、短评323

个、微评37个。经过初评、复评、终评三轮专家匿名评审和网络票选，并报中

国文联批准，最终推选出优秀作品50个，其中长评33个、短评15个、微评2

个，同时评选出3家优秀组织。

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呈现三个亮点。一是首次将500字以内和

五分钟以内的微评纳入优选范围，包括视频评论、弹幕评论、留言评论等新型

文艺评论。二是在往届个人自荐的基础上增设组织推荐，中国文联系统、中

国评协系统、“中国文艺评论传播联盟”成员单位、中央与省级主流媒体等积

极参与，较好地发挥了组织优势。三是中国文艺评论网开发推出了投票专

页，入围终评的103个作品吸引广大网友积极投票34万，充分体现了网络文

艺评论的特点。

（艺 闻）

第七届“啄木鸟杯”中国文艺评论推优
暨第三届网络文艺评论优选汇云发布典礼在京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