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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建党90周年献礼

在《富春山居图》即将合璧之际，江苏常熟市人民政
府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联合举办了“海峡两岸
黄公望艺术论坛”。来自中国台湾与大陆的 30余名专家
学者就《富春山居图》合璧展出的意义、黄公望的历史地
位和艺术成就进行了讨论。

黄公望是元代著名山水画家，位列“元四家”之首。
1350年，他历时 3年完成了以富春江两岸秋色为主题的

《富春山居图》，并赠与其友无用道人。后该画几易其主，
在清初被焚为两段，分别被称为“剩山图”和“无用师卷”。

“无用师卷”目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剩山图”藏于浙
江省博物馆。

经两岸同行的联络、研究和磋商，6月1日，分藏两岸
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前、后两段将跨越海峡实现圆合，
将在台北展出。这是画作分开360余年后的历史性聚首，
更是一次意义深远的文化合璧。

“《富春山居图》的悲欢离合记载着传奇的文化史，
300多年前被焚为两段，后又分藏两岸60余年，确如骨肉
分离。它的合展、重圆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美术作品展览，
是同一个血统、同一个文明，根脉相连的需要。”中国艺术
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吴为山说，两岸专家共聚论坛，旨
在进一步沟通心灵，深化学术研究，加强两岸同根同源的
文化认同意识，推动两岸在文化上的深度交流，以建构中
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元代是中国山水画艺术史上一个卓有成就的时代，
黄公望缘何成为“元四家”之首，《富春山居图》又何以是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笔。学者们在此次研讨会上提供了
解读：

中国美术馆副馆长梁江说，文人山水画兴盛发展至
“元四家”的出现，才建立了成熟的笔墨规范，“元四家”
中，黄公望用墨不如吴镇，用笔不如王蒙，恰因为他简秀、
枯笔淡墨的笔法是可以传授和学习的，才使文人山水画
的笔墨技法有规可循。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杨新认
为，《富春山居图》将文人书法式用笔的变化发挥到了极
致，借由丰富的笔墨变化，将山水画从自然形态中摆脱出
来，既表现出山水充沛的内在生命力，又展示了画家思静
意淡的平和与自由心境，充分反映了元代山水画以山川
树石寄兴抒情的倾向。此次《富春山居图》的合璧，必将在
中国画坛掀起一股黄公望的热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王镛认为，画作中的美景，启示今天的艺术界对本心和大自
然的回归。 （任晶晶）

本报讯 由中国美协主办的“烛光笔华——全国
美协驻会干部作品展”正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展出。展
览共展出 140位全国各美协艺术家的 140件展出，涵
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速写等多种材料和形
式。这些美协干部利用业余时间不忘用手中的画笔
讴歌时代精神、展现祖国风貌，这批作品既体现出对
艺术执著追求的热情，又显示了他们精深的专业造
诣。

中国美协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建设兵团 33
个美协的驻会专业干部是党和政府广泛团结美术家
的左膀右臂，多数现任专业干部均毕业于各大美术
专业院校，或具有长期从事美术创作的经历，他们
在现任岗位上直接参与组织、推动文艺事业的繁荣
和美术事业的发展，辛勤工作、任劳任怨，与此同
时，许多同志仍执著地坚持艺术创作。但是，由于
各协会为美术家服务的日常工作繁杂、承担各项美
术活动的任务繁重，参加重要展览的机会较之于专
业美术家相对少一些。因此，中国美协特意策划此

次活动，为这些具
有奉献精神的美协
专业干部提供专门
的展示平台，举办
专项展览、出版同
名画册、进行学术
研讨和交流，为他
们积极开辟一个展
现自我艺术风采的
专门途径，一方面
体现了中国美协对
驻会专业干部的关
心，另一方面，通
过办展促进驻会干
部业务、学术水平
的提升，适应新时
期为美术家服务的
客观需要。（杨 萍）
图为宁夏美协主席
宋鸣的中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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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京剧“菊坛传响”2011 北
京演出周将于6月3日在北京梅兰芳大
剧院拉开帷幕。届时由国家京剧院知
名演员于魁智、李胜素携丁晓君、闫虹
羽等青年演员共同出演《红鬃烈马》《白
蛇传》等多出经典老戏。

去年，“菊坛传响”演出周在京津沪
三地巡演，尚长荣、王珮瑜、金喜全等多
位名角的加盟，不仅让老戏迷们连呼过

瘾，也赢得了众多青年人的热情关注。
在今年的北京演出周中，于魁智、李胜
素、张威与丁晓君、闫虹羽等两代京剧
人共聚一堂，既能让观众领略中青年艺
术家的舞台风采，还能通过演出合作，
使青年演员更直接地学习前辈的表演
精粹，提升艺术水准。国家京剧院院长
宋官林表示，当红名家扶持新人是菊坛
传统，此次演出不仅台上好戏不断，台

下排练中的传帮带也留下一段佳话。
据了解，“菊坛传响”主办方将在北

大、北师大等多所高校开展“京剧进校
园”活动，通过表演、讲座、体验等方式
使青年学生直接而全面地领略京剧艺
术的风采。主办方还将一部分演出票
赠送给各大高校京剧社团，为青年学生
走进国粹殿堂大开方便之门。

（余 非）

“菊坛传响”好戏连台 两代京剧人传承经典

应契诃夫艺术节的邀请，曹禺名剧《雷雨》将于6月2日
至3日登上莫斯科普希金艺术剧院的舞台。这不仅是《雷雨》
第一次到俄罗斯演出，也是北京人艺历史上的首次赴俄之
旅。此次赴俄演出的《雷雨》，是2004年为纪念《雷雨》发表
70周年和北京人艺首演《雷雨》50周年而重新排演的第三版，
由顾威担纲导演，龚丽君、杨立新分别出演繁漪、周朴园，王
斑、夏立言、白荟、徐白晓等中青年演员分别扮演周萍、鲁妈、
四凤、周冲等。 （徐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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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 注注

“文化是一定历史、一定地域、一定人
类种群的生存状态和愿望的反映，反过来
又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能动的作
用。从这个角度讲，文化即人。不同国家、不
同民族、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归根到
底是人们思想、情感的交流，是人与人心灵
的沟通。”这是太湖文化论坛上，中国文联
主席孙家正对文化的作用及价值的形象概
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今天，文
化的多样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
迫切，保护和促进文化的多样性已经成为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促进文化发展、推动
文化合作过程中秉承的重要主张。面对这
一新的发展趋势，我们应该如何应对？近
日，太湖文化论坛、中国文联、江苏省人民
政府、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共同主办了太湖
文化论坛首届年会。来自海内外的 500 余
位政要、知名学者、文化官员和文化界人士
共聚苏州太湖，讨论共同关注的文化课题，
寻求人类自新之道，展望和谐发展愿景，围
绕文化进行了坦率而富有成果的交流与探
讨。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是国家的魂
魄和命脉。在太湖文化论坛执行主席、秘书
长严昭柱看来，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
相互交流、相互借鉴，既是世界各民族文化
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人类文明不断
进步的强大动力。首届论坛年会选取“加强
文明对话与合作，促进世界和谐与发展”作
为主题，正是旨在加强各个文明、各种文化
之间的交流、对话，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
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文化把我们的距离拉近了。”这是会
上听到最多的声音。文化论坛正像一个可
以充分展示各自文化价值和魅力的舞台。
不管你是来自哪个国家和地区，或者是分属政治、经济、
宗教、自然科学等不同的专业领域，文化都成为彼此沟通
交流最主要的“语言”。而文化的和谐、文化的共赢则成为
与会者们共同的心声。厉以宁强调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过
程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星云法师提出自心和悦、家庭
和顺、人我和敬、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五和”理念；范曾
提倡文明应回归古典、回归自然；“欧元之父”罗伯特·蒙
代尔强调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存在的制衡关系，等
等。虽然各自关注的角度不同，但他们对文化的思考和社
会发展的期盼都是以追求世界和谐为终极目标。

加强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让世界更好地了
解中华文明，塑造有亲和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中华文化
形象，也成为本届年会的重要议题和积极努力的方向之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世
界各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无可置疑，但对中
国的文化形象仍然比较陌生。尽管中国制造的商品几乎
为世界各国人民所享用，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精
华知之甚少，甚至对中国文化存在着曲解和误解。中华文
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历数千年没有出现中断，历经
磨难而不衰、浩劫渡尽更坚强。中华文明创造出了世界上
独具特色的文学艺术、哲学、史学、教育等精神文明成果，
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与会者从汉字、文化
遗产保护、经济发展模式等不同角度，细述中华文明对世
界文明的开放、吸纳与贡献，揭示其对当下中国的影响和
未来发展愿景。这无疑会对扩大中华文明的广泛传播，促
进中外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产生重要影响。

（徐 健）

本报讯 曾荣获中宣部第 11届“五个一工程”优
秀剧目奖的儿童剧《红孩子》，被中宣部列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90周年优秀剧目全国基层巡演活动10部
演出剧目之一。5月28日，该剧在北京电视台BTV大
剧院启动首演，7月1日至5日，该剧将赴重庆巡演，与
此同时，北京儿艺还将组织儿童剧联盟子公司在长
春、太原、鄂尔多斯等地同步上演《红孩子》。

《红孩子》是北京儿艺于 2009年推出的大型音乐
互动儿童剧。今年，北京儿艺联合北京电视台，再次
共同打造这部红色经典剧目2011版。《红孩子》讲述了
现代的孩子“果果”穿越时空与王二小、小萝卜头等

“红孩子”相遇的故事。作品没有刻意粉饰美化那些
小英雄，强调的是人物的真实可信。导演王炳燃透
露，2011版《红孩子》在保留情感段落、保证全剧厚重
感的基础上再度升级，观众们看到的是更具时代感的

“红孩子”。新版《红孩子》对原有的视频进行了重新
的设计、包装，使其更加贴近全剧的风格主题、更加具

有时代感。该剧还首次尝试电视媒体与儿童戏剧演
出的跨界融合，由单纯的演出拓展为多元化的综合型
系列主题活动。

新版《红孩子》将以“打开剧场的围墙”为核心理
念，让全社会少年儿童都能有机会参与到《红孩子》的
演出现场当中来。刚刚落下帷幕的“一校一首歌”大
型校园歌咏活动和首都百万青少年“永远跟党走”大
型青春歌会与《红孩子》的演出共同组成“星火相
传”——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型系列文化活
动。最终，活动组将选择一支队伍作为学校的代表，
现场观看《红孩子》的校园专场演出，并在演出开始前
进行现场“拉歌大赛”，获胜的队伍将有机会推选一位
代表将本学校的“红五星”拼入现场的巨型“五星”中
以启动演出。 （任晶晶）

本报讯 为迎接建党90周年，北方昆曲剧院创作的昆曲
《陶然情》日前在中国评剧大剧院首演。

该剧根据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者高君宇、青年作家石评
梅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由昆曲青年演员周好璐、杨帆出演男
女主角，北京人艺导演顾威执导。

《陶然情》得名于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那里是高君宇、石评
梅墓所在地。高君宇是党的早期活动家和领导者，参加领导
了“五四运动”，在与作家石评梅结识后，二人两情相悦，并发
现彼此拥有共同的理想和对事业的追求。1925 年高君宇因
过度劳累病逝，石评梅悲痛欲绝，三年后，这个冰雪女子也含
笑九泉，与高君宇合葬在陶然亭内。他们曲折跌宕的爱情故
事被流传下来。如今仍有不少人在陶然亭二人塑像和墓碑前
瞻仰和凭吊。

昆曲《陶然情》将这段真实的故事化为了一首爱情的礼
赞，借用细腻唯美的昆曲方式来诠释这段革命背景下的生死
恋。该剧除了保留优美的昆曲唱腔之外，还融入了话剧、舞蹈
元素，使主人公的悲情故事和诗情画意的背景完美地融合在
一起。 （冼 文）

昆曲《陶然情》

演绎革命爱情故事

一
每个人看戏，都有自己的观剧习惯，都有

自己的取舍，自己的惰性，不愿意被导入“被看
戏”的情境中去。我在常态下，先关注文本，再
看景观的体现，这成了我的“习惯”。

我头一次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 《成败萧
何》 时，也抱着这个习惯和态度，进入这个
舞台的。然而，看着看着，进入“角色”，情
况有了变化。我的“审美”焦点，渐渐地定
格在主人公萧何的身上了。我对萧丞相虽有
过些许的印象，但在“这一个”的舞台上，
开始让我清晰起来，让我看到了一个从“丞
相官坛”上走下来的萧何，比较真实的萧
何，饱受了人生况味的萧何。他让我嘘唏不
已，更令我的心灵惊悚或震颤。我认为，这
个 萧 何 形 象 的 创 造 ， 撑 起 了 这 个 舞 台 的

“天”，拥抱了这个舞台的“地”，是这个舞台
上最亮丽的视觉焦点，最成功的艺术标志。

《成败萧何》的舞台上，萧何的一句紧系
戏魂的、万般无奈的核心台词：“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成败岂能由萧何。”在这个舞台的
整体创造中，我想套用一下说，也是“成也
萧何，败也萧何”，但成败岂能无萧何！我认
为并不光是萧何是剧中的“主人公”，就可获
此“殊荣”。 常常在我们的舞台上，能看到
好多戏的“主人公”并不能担当“主人”，往
往走题，或被“非主人公”替换。如某位领
导的角色一登场，“当家作主”的便是他了。
然而，《成》 剧中的萧丞相，是名副其实的

“主人公”，成为整体创作中关键性的人物，
中心之中的人物。

《成》剧所阐释的戏剧核心思想，是萧何
所主张的治国理念和社会理想。这种理念和
理想，包括忠君护国保太平等，表述了传统
的文化、历史和道德观念，反映了中国知识
分子历来的性格和操守。譬如萧何的“重私
情而轻天下”、“保自身更为保天下”的君子
之道等，步步使自己陷入了“无奈”的、生
与死的绝境。舞台上一环扣一环的两难抉
择，从大幕一打开的“央宫祭剑”场面，便
可闻到一股血腥的气味，笼罩在一派刀光剑
影之中。逼迫着萧何，走上悲剧之路，已是
开弓之箭，已断回头之路。他的信念或信仰
将遭遇严峻的挑战，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舞台上的这一切，无论是十年之前月下追荐

韩信，还是当今月下追杀韩信，戏剧冲突、
矛盾和情节的推进，或者说舞台的“节点”、

“拐点”，始终围绕在萧何的身上。最终，为
朋友，为韩信，“以命相保”也成泡影之时，
萧何最后的的防线行将崩溃了，他为之搏弈
的几近一辈子的信念也行将破灭。他呼唤、
吁叹的“无奈”，替这个充满悲情的舞台划上
了“无奈”的惊叹号，是震聋发聩的！ “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
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面对舞台再现
的这一面“镜子”，足已让台下的观众感系万
千、任其评说了！

我认为，《成》剧浓墨重彩地镂刻了萧何
的形象。对这一舞台历史人物作了比较正面
的评述，已经树立在舞台上，是一次极具典
型性和代表性的艺术创造。

二
《成败萧何》的舞台，萧何这一人物的成

功打造，我认为是调动了舞台艺术整体创造
的力量。固然，戏剧舞台是以表演为创造核
心的艺术，但随着观众艺术观念的变迁，审

美趣味的提升，视听等多元化的现代高科技
因素的介入，无疑对舞台艺术的整体性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舞台上，不光是着墨
于萧何这一个人物的精心镂刻 （包括对萧何
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层层剥离和拷问），在其
他的创作部分，也精心投入，展示了自己的
强势。

除表演之外，《成》剧从文本、导演、音
乐、舞台美术诸部分，在舞台整体创造中，
各自作了出色的表述。它们的“合力”，已经
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力量了。我们从舞台空
间的视角，看到了整体创造的魅力。

我十分赞赏我国的戏曲传统舞台的大空
间观念。这个大空间观念的形成和发展，是
与我国传统戏曲的形成和发展相同步的。它
的整体的空间样式，从“出将入相”、“一桌
二椅”到守旧、切末等等，以及它的写意、
虚拟、黑空、象征等原则，与其他传统戏曲
以“歌舞演故事”的、十分程式化的表演相
通融，相默契，已经约定俗成，共同打造起
传统舞台的审美形式、审美语言、审美艺术
的平台，极为中国风格化的假定性舞台。被

我们观众所接纳，所赞许，所欣赏。作为传
统历史京剧《成败萧何》，在舞台空间的创造
中，也是遵循这个法则的。

《成》剧舞台的空间格局，从整体样式到
人物造型 （服装、服饰等） 都是传统的，或
是从传统中衍化、变通而来，或作些时尚的
装饰等，但其总体样式的脉络及疏理仍与传
统舞台相沟通，与程式化表演相匹配。我简
单地归纳为：简约和空灵。

《成》 剧的样式简约，严谨。简练、质
朴，中规中矩，撷取有代表性的形象元素。
尤其是多场景的舞台，更是不能或缺的手
段。所以，它的每一个场景，它给观众明示
了戏剧所必须的历史或生活环境，没有与观
众捉迷藏，造成不必要的视觉障碍。同时，
为表演者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空间，不妨碍以
表演为前提的外在创造，都可以用一两句话
作圈点。舞台简约的语言，既隐喻舞台外在
环境和氛围，又烘托了人物，突出了表演。

《成》剧的舞台空灵，或者说传统戏曲舞
台的空灵，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原则。人们
说，舞台是空间艺术，尚可认同，但无条件
的定为“空的艺术”，就走向极端了。空灵，
必须“空”得有“灵气”，才能使舞台创造迈
入艺术的境界。在 《成》 剧的时空演进过程
中，秦砖汉瓦的城廓，夜色中的月亮，苍暮
深处的小院，兵家争驰的原野等，基本上是

“空”的。它的空间可以流动，它的时间也同
样可以流动。但正是在可以行云流水般的舞
台时空中，一个“追”字，便可概括为舞台
的动势所在。萧何的成与败，此剧的成与
败，都与“追”切切相关。从设计者的创造
视角，“追”字也是作为舞台外部形象创造的
依据。拿捏好“追”的分寸，就能营造出这
个舞台的气场，艺术的意味，空间的灵气。
我始终认为，舞台创造也存在或需要艺术的
气场。就会使简约、空灵的舞台，产生无穷
尽的魅力。

《成》剧还可以打磨。例如台上的其他人
物还有模式化的影子；线条略粗，如韩信；
又如应给观众留一些更多思考的空间，稍有
松弛、喘息的机会。

总之，《成败萧何》 舞台上的成功创造，
是进行了整体性的、同步的共同艺术打造，
是恪守了戏曲艺术的美学原则和表述语言
的，是在尊重优秀传统艺术基点上的攀登。

成败奈何 历史评说
——京剧《成败萧何》观后 □蔡体良

■评评 点点

打开剧场 星火相传

《《红孩子红孩子》“》“六一六一””再升级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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