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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半个世纪的爱，
藏在伉俪的丹青应和间
“沧海伊人”专题展今于刘海粟美术馆揭幕

一位是上海的不羁艺术家， 一位

是南洋的富家千金， 原本属于两个世

界的人， 却在时间无涯的际野里， 刚

巧赶上了。
今天， 名为 “沧海伊人” 的专题

展览于刘海粟美术馆揭幕。 展览名称

中的 “海” 指的是艺术大师刘海粟，
“伊” 则指的是陪伴海老直至他生命

尽头的妻子夏伊乔。 今年恰逢夏伊乔

诞辰 100 周年， 这样一次汇集照片、
文献资料和书画作品的展览， 向人们

呈现的不仅有这对伉俪的丹青应和，
也有他们长达半个世纪的爱。

历经三次中风的海老
如何重拾画笔

夏伊乔是刘海粟第四任也是最后

一任妻子。刘海粟称她“恢复春天生机

的人”“人间难得一知己”。两人以丹青

为伴，相濡以沫，携手共度半个世纪。
昨天，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朱刚为记者

细述刘海粟与夏伊乔之间比小说还要

传奇的人生故事。
刘海粟与夏伊乔相识于抗战时期

的南洋。 国难时刻， “有多少力量便

要把多少力量贡献给国家” “我国有

伟大悠久之文化， 暂时受外侮欺凌，
我们必须戮力同心， 共渡难关” ……
1941 年 ， 刘海粟赴南洋举办筹赈画

展期间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台下深

受感染的， 就有正在当地美术学院求

学的夏伊乔。 她辗转托人递上了一张

纸条， 上面写道： “先生， 我是一个

华侨学生， 非常热爱祖国的文化和艺

术， 您能收我做学生吗？” 那字苍劲

有力， 刘海粟忍不住当即在演讲中大

声应诺， 愿意收这位同学为徒。 演讲

结束， 他们第一次见了面。 刘海粟惊

觉夏伊乔像是 自 己 重 逢 的 老 友 。 原

来， 就在几天前的展览中， 刘海粟见

过夏伊乔。 当时她与一位男青年站在

刘海粟的墨竹图前讨论着， 那位男青

年表示欣赏不了这样的作品， 夏伊乔

却向他解释着中国画特有的笔墨、 神

韵及其画作蕴含的作者学养， 根本没

意识到刘海粟就在不远处。
两 年 后 ， 刘 海 粟 从 南 洋 回 到 上

海 ， 不想他当时 的 妻 子 成 家 和 出 走

了， 给他留下一纸离婚协议。 就在刘

海粟近乎绝望的时候， 夏伊乔千里迢

迢从南洋赴上海， 舍弃原本舒适的富

家生活，表示愿意与刘海粟共度余生。
1944 年 1 月，两人正式结为夫妻。

此后刘海粟的身边， 总有夏伊乔

的身影。 刘海粟曾经三次中风， 其中

1957 年因突发脑溢血 ， 有过一次身

体半边不能自理， 七个月后， 他却不

仅站了起来， 还重新拿起画笔， 甚至

获得另一种艺术创造力。 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奇迹， 这与夏伊乔无微不至的

照料密切相关。 那段时日， 夏伊乔为

他寻医问药、 推拿针灸， 还每天天不

亮就起床， 转乘几辆公交车去郊外市

场寻觅鲜活的鱼虾， 只为给丈夫滋补

身子。

夏伊乔的艺术创作多
是“见缝插针”

很多时候， 夏伊乔给人的印象仅

仅限于“海老夫人”。有人说，如果不是

选择默默站在刘海粟身后， 夏伊乔应

该是一位更为出色的艺术家。可惜，她
将绝大多数时 间 花 在 了 照 料 丈 夫 身

上，自己这一生留下的画作屈指可数，
并且多是在海老休息时的间歇 “见缝

插针”创作的。此次展览让人们难得一

睹夏伊乔的 20 多幅画作，其中不少作

品与并置展示的海老作品呈现出丹青

应和、琴瑟和鸣的趣味。
比如此次展出的刘海粟国画 《梅

园雪图》与夏伊乔国画《无锡写生》，都
是他们 1956 年赴无锡梅园写生时画

下的。尽管前者为竖构图，画中只绘两

人，后者为横构图，以一群游客入画，
梅园的念劬塔却不约而同成为各自画

面的点睛之笔。又如刘海粟油画《春暖

农忙》与夏伊乔油画《江南村庄》，是他

们 1963 年到浙江多地写生时创作的。
刘海粟将画笔聚焦劳动人民辛苦劳作

的田间场景， 夏伊乔在画布上铺展开

江南村庄的恬静与安宁。 1976 年两人

在太湖鼋头渚写生时， 也留下一组几

乎是同样场景的油画。
夏伊乔甘愿为刘海粟搁下自己的

画家梦，无怨无悔地付出。刘海粟则将

对夏伊乔的深 情 藏 在 了 自 己 的 画 作

中。且看此次展览中的刘海粟国画《看
海听松图》。这是刘海粟与夏伊乔一起

到海门写生， 即兴所画。 只见画中赋

诗：“夜诵义山似有得， 朝暾溶入深情

墨， 海涛最识松贞烈， 颂尔无言经百

劫。一九八二年二月携伊乔游海门，看
海色，听松风，尽情挥毫，回首畴昔，感
怀难遏， 乘兴写真， 刘海粟， 年方八

七。”画中，那位写生者就是夏伊乔，诗
中，刘海粟自比“海涛”，将夏伊乔比作

“青松”，对爱妻的赞誉之情溢于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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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女性视角回望长征礼赞生命
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双拥慰问演出专场”上演

本报讯 （记者徐璐明） 不走俊男

美女、 花前月下的舞剧传统套路， 原创

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从女性的角度再

现红军长征这一伟大历史壮举。 为迎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舞蹈诗剧

《天边的红云》“双拥慰问演出专场”于昨

今两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天边的红云》首演于 2006 年。这部

舞剧用不一样的角度回望长征， 首次起

用一群女演员撑起舞剧主体，这群“红军

女战士”年轻、美丽、善良、坚韧，她们各

异的生命形态和最后的牺牲， 构成一出

精彩而震撼人心的人生大戏。 “云”“秋”
“娃”“秀”“虹”为代表的形象，勾勒出一

幅多姿多彩的红军女战士群像画卷。 她

们对生命、爱情、理想和信念的追寻，谱

写出一曲在两万五千里的征程中， 对生

命与信仰的赞歌。
时隔 11 年，《天边的红云》 复排经

典，引发各界关注。 上海歌舞团近年来

已培养出了一支近 70 人的舞蹈人才队

伍。 夯实人才储备，为舞蹈诗剧《天边的

红云》的复排及成功献演提供了坚实的

保障。 本轮《天边的红云》演出，由青年

舞蹈家朱洁静领衔于婷婷、 周晓辉、赵

梓名、陈慧婷、毕然、黄乐乐等一批年轻

舞者，演红军、学红军，在日复一日的排

练中摸爬滚打， 不断地领悟与揣摩，挑

起剧中的主要角色 ， 重现了昔日 的 经

典。 舞台上红色经典震撼观众，离不开

上海歌舞团多年来对舞蹈演员 “艺衔 ”
制度的坚持实践。

“双拥慰问演出专场”演出由中共上

海市委宣传部、市双拥办、市拥军优属基

金会主办，上海歌舞团承办，邀请驻沪部

队官兵代表，以及烈军属、残疾军人、军

队离退休干部和复员、退伍、转业军人代

表等到现场观看， 以文艺大餐的形式向

“最可爱的人”表示诚挚的慰问和衷心的

感谢。
据悉，在举办“双拥慰问演出专场”

的同时， 上海歌舞团还为本市工程建设

者、环卫工人、航空航天企业干部职工、
公安民警、 志愿者代表等各界劳动者献

演《天边的红云》，用红色经典传承革命

精神。

文化 公告

现实质感需超越题材直抵心灵
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评委见面会上，国内外电视人对现实主义精神各抒己见

本报讯 （记

者张祯希） 昨天，
上 海 电 视 节 白 玉

兰 奖 评 委 见 面 会

在 上 海 金 茂 君 悦

大 酒 店 举 行 ， 十

多 位 来 自 国 内 外

的白玉兰奖评委齐齐亮相。
面对国内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的

强势崛起， 电视剧单元评委会主席毛

卫宁坦言： 追求真实的精神不光体现

在电视剧内容的展现上， 同时也与电

视人的创作态度相关。 目前中国电视

剧行业存在着替身、 抠像等乱象， 但

评委们 “绝不会 把 问 题 带 到 奖 项 中

去”， 因为 “白玉兰奖不光光是对优

秀影视作品的肯定与奖励， 同时也是

行业的风向标， 展示的是行业的学习

榜样”。
虽然还不能发表任何关于参评作

品的感想， 但评委们还是大方地介绍

了自己对于好作品的理解。 “现实质

感” 是评委口中的高频词， 对此， 中

外评委的见解竟然惊人地一致———现

实主义精神是超越题材的。 担任海外

电视剧评委的编剧梅丽莎·慕克吉是

一名美剧编剧， 她从自身案例出发，
扭转了人们普遍认为美剧靠 “天马行

空 ， 不 接 地 气 ” 打 开 市 场 的 误 解 。
“不管创作哪种题材的作品， 我们塑

造的角色永远都来自真实生活， 他们

从我们所知道、 甚至是熟悉的现实人

物性格揉捏而来， 绝不是因为市场喜

好， 或者题材需要凭空想象的。”
另一位评委范·威尔莫特是大热

美剧 《越狱》 的编剧之一， 他通过自己

最喜欢的美剧 《权力的游戏》 补充了梅

丽莎的观点。 《权力的游戏》 是目前国

际影响力最强、 收视效果最好的美剧，
业界甚至流行这样一个说法： “现在只

有两种美剧 ， 一种是 《权力的游戏 》，
一种是其他美剧。” 提及这部作品， 通

常涉及的话题是惊人的资金投入、 宏大

的架空背景以及华丽的场景设置， 但剥

离这些表象， 让观众买单的其实是作品

中真实的人性。 因为通过细腻、 真实的

情感描摹， 观众很容易就能与这片奇幻

大陆中的虚构人物产生共鸣。 比如剧中

高人气角色 “小恶魔” 提利昂， 他自强

又自卑、 识时务却不失热血， 深陷求认

同而不得的悲剧中， 这种生而为人的寂

寞感， 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体会。
这似乎也解释了中国玄幻剧逐渐走衰的

真正原因———纵能 “上天入地” 但缺失

真实人性厚度， 终沦为浅薄视觉奇观秀。

演 员 姚 晨 是 今 年 电 视 剧 单 元 的

评委之一 。 她 坦 言 ， 目 前 电 视 剧 行

业 确 实 存 在 着 被 资 本 裹 挟 的 问 题 ，
一些投资人点名要 “玄幻作品”， 认

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市场。 “其实

任何题材都能产生好的作品， 电视剧

行业是 ‘木桶 理 论 ’ 特 别 明 显 的 行

业， 一部真正的精品应该是在剧本、
制作 、表演 、立意等方方面 面 都 没 有

短板的作品。”

《画说陈云的故事》昨在沪首发

历时四年打造，再添爱国主义教育优良读本

本报讯 （记者李婷） 纪念陈云诞

辰 112 周年 ， 我国首套 讲 述 陈 云 生 平

的系列连环画 《画说陈云的故事》 昨天

在沪首发 。 该系 列 连 环 画 从浩瀚的党

史厚卷中精心梳理出陈云的一生， 用图

文并茂的形式呈现了其高尚情怀和高洁

精神。
《画说陈云的故事》 由陈云纪念馆

携手上海海派连环画中心历时 四 年 打

造， 包括 《陈云与青浦》 《特科岁月》
《陈云出川》 《四保临江》 《竹之高洁》
《情系评弹》 《唯实典范》 《烽火长征》
《陈云在延安 》 《公仆情怀 》 共十册 。
该系列连环画邀请陈云纪念馆 研 究 人

员、 连环画作家执笔撰写脚本， 由邵家

声、 王小钦、 邹海庆、 黄家恒、 杨越、
杨传坤 、 丁筱芳等画家联手创 作 ， 细

致、 生动、 亲切的连环图画和娓娓道来

的故事相结合， 呈现出强烈的感染力。
根据同名电 影 改 编 的 电 影 连 环 画

《难 忘 的 岁 月 》 昨 天 同 时 首 发 。 电 影

《难忘的岁月》 完成于 2016 年 7 月， 讲

述了 1937 年至 1944 年期间， 陈云担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七年中， 创造性地开展

党建工作的故事。 该片形象地把延安时

期的党建工作搬上银幕 ， 被列 为 中 宣

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95 周年的九部重点献礼影片

之一。
电影连环画 《难忘的岁月》 精选电

影中的精彩画面， 辅以凝练生动的文字

讲述故事，让读者身临其境。 《难忘的岁

月》和《画说陈云的故事》两套连环画的

问世，再添爱国主义教育良好读本。

在交流碰撞中扩展创作视野

第三届上海-台北两岸文学营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日前， 2017
第三届上海-台北两岸文学营在沪开

始为期一周的文学交流 。 28 位年轻

文学营学员在上海共同生活七天， 分

享创作心得。 《萌芽》 杂志社社长孙

甘露说， 文学营以 “导师制” 帮助扩

展两岸青年创作群体的视野， 年轻人

一起讨论作品， 交换写作经验， 互相

学习 ， 同时呼 吸 感 受 这 座 城 市 的 风

景， 参访世博会博物馆、 巴金故居等

沪上文化地标， 孵化出更多优秀文学

作品。
曾担任首届文学营导师的路内观

察到， 当下青年文学创作者普遍存在

一种焦虑： 如何突破原有格局？ 如何

拿到更多的文学奖项？ 年轻人不妨放

慢脚步， 彼此借鉴。 有评论谈到， 上

海、 台北两座城市青年的文学创作各有

所长， 后者往往钦佩前者的叙事技巧和

丰富题材， 但不少台北学子更擅长 “乡
愁” 题材， 整体风格细腻， 语言雅致，
文学自觉程度普遍较高。 在本届导师高

翊峰看来， 每一座城市都蕴含无限新奇

的可能， 写作要善于从中挖掘出产生奇

妙化学反应的东西， 这正是文字工作者

该做的事情。
两岸文学营项目始于 2015 年的夏

天， 由上海市作家协会指导， 《萌芽》
《联合文学》杂志共同发起，项目轮流在

上海、台北两地举办。《萌芽》今年将继续

推出“两岸文学营”专号，发表营员文学

佳作，《联合文学》杂志则计划推出“上海

文学专辑”，记录外地学子眼中的沪上文

学地图。

美剧 《权力的游戏》 通过细腻真实的情感描摹， 让观众很容易就与之产生共鸣。 图为《权力的游戏 2》 剧照。

1982 年刘海粟夫妇在汕头市写生。 （资料照片）

夏伊乔画作《锦鸡茶花》（局部）。

原创舞蹈诗剧《天边的红云》昨今两晚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