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陈家泠

创 作 的 作 品

《清荷》。 在陈

家泠作品研讨

会上， 评论家

们认为，陈家泠

的整体创作形

成了 “清、 静、
和、美、真、气、
灵、变”的美学

品格。

■本报首席记者 柳青

■本报记者 李婷

与时代同行 绘壮美河山
陈家泠艺术大展在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张立行） “我们要

感恩时代， 更应歌颂时代。” 《与时代

同行 绘壮美河山—————陈家泠艺术大

展》 日前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
并放映彩色宽银幕纪录片 《陈家泠 》。
陈家泠作品研讨会也在北京举行。

陈家泠 1963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

院，受教于潘天寿、陆俨少、李震坚、周昌

谷、方增先等，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美术专

科学校（今上海美术学院）任教。
本次展览分为 “壮美祖国” “优美

家乡” “和美世界” “精美生活” 四个

部分， 以表达陈家泠爱祖国、 爱家乡、
爱和平、 爱生活的情怀。

展览展出的作品全部是陈家泠近年

创作的。 作品题材从延安、 太行山、 梁

家河直到杭州西湖， 令人耳目一新。 其

中 ， 最为引人注目的无疑是 “壮 美 祖

国” 部分的系列作品。 《延安晨韵》 的

画面中， 黄土高原沟壑雄奇， 晨光若隐

若现， 树木葱茏接天———黄与绿， 漫过

一道道山来一道道沟， 让人感受到一股

巨大的精神力量。 陈家泠说， 他眼里的

延安是熠熠生辉的， 延安的光亮意味深

长， 那是生命力、 活力、 朝气凝聚而成

的希望之光。 而陈家泠的 《井冈主峰》，
群峰苍翠、 山川秀美。 井冈山的美丽、
崇高、 气度得到了充分体现， 观者更能

从画面中感受到昂扬向上的生命力。 正

如陈家泠本人所言， 他想通过这幅作品

表现祖国朝气蓬勃的万千气象， 把山川

的郁郁葱葱融化在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

空间里。 50 多年前 ， 刚从浙江美术学

院毕业的陈家泠曾登上井冈山主峰。 随

着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 此次再上井冈

山， 陈家泠对井冈山的自然风貌和由井

冈山所生发的革命精神， 也有了更深的

理解， 因而笔下的井冈山更有了无限的

生机和活力。
2016 年杭州 G20 峰会上 ， 陈家泠

应邀创作的巨幅作品 《西湖景色》 声名

远扬。 作品描绘了美如天堂的西子湖的

湖光山色， 具有浓郁的中华文化韵味。
本次展览展出了陈家泠重新创作的这幅

作品， 并推出了 “新杭州十景图”， 道

尽了陈家泠先生对故乡故土深厚的爱恋

之情。
陈家泠先生 是 一 位 全 能 型 的 艺 术

家，他打通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的

界限，也尝试将纯艺术融入到生活之中。
宋锦、 云锦、 缂丝、 苏绣、 丝毯等

多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丝织技艺的

传承人， 依据陈家泠画作创作了 11 幅

巨型丝织艺术品， 此次也同时在展览上

亮相 ， 其中包括云锦织造的 《雷 峰 夕

照》、 宋锦织造的 《曲院风荷》 等。 超

大尺幅的 《梁家河可美啦》 仅绣面就有

10 米宽。 由于原作画面满铺 ， 气势磅

礴的大好河山需由无数断点组成， 且成

不规则排列， 绣线很难表现， 这是此次

展出的所有刺绣作品中难度最 高 的 一

幅。 两位刺绣大师足足花了 20 多天时

间才完成前期的意匠图， 后由 30 多位

资深绣娘耗时 3 个月精绣而成。
陈家泠、 陈亮父子合作创作的荷花

缸、石榴缸，象征着和平、丰庆，每个缸的

单体体积达 1.6 米×1.6 米×1.6 米， 是已

知世界上最大的彩绘艺术瓷缸， 在创作

难度和工艺制作难度上都有新的突破。
而在陈家泠作品研讨会上， 与会评

论家们认为， 陈家泠的整体创作形成了

“清 、 静 、 和 、 美 、 真 、 气 、 灵 、 变 ”
的美学品格。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吕章

申表示， 陈家泠始终坚持传统的高度又

紧扣时代的脉搏， 以其大美术的情怀，
立足上海、 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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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爱情悲歌不用硬挤眼泪
任大星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新娘年满十八》出版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我一口气

一个下午读完， 小说的文字气息有难得

的古典感。 故事的主角， 既不费口舌去

启蒙他人， 也不背负着太多压力， 这种

‘中间人物’ 是文学史上少有的， 有汪

曾祺笔下芸芸众生的味道。” 昨天在沪

举行的已故作家任大星新书研讨会上，
作家 、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王 安 忆 评

价 ， 任大星生前最后的这部长篇 小 说

《新娘年满十八》， 具有中国民间故事的

风格， 延续了可读性强的叙事传统。

去年 9 月去世的上海作家任大星，
长期以儿童文学创作见长， 年逾古稀时

他转换笔墨， 写就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

说 《新娘年满十八》， 日前由文汇出版

社出版 。 小说聚焦一对年轻男 女 郁 北

英 、 小慧 ， 谱写了一曲至真至 美 的 爱

情悲歌 ， 其中既有不同历史时 期 对 个

体日常生活的影响 ， 也表现了 主 人 公

自身婚恋观的变迁与局限 。 研 讨 会 现

场 ， 作家孙颙说 ， 小说的写法 相 当 自

然 ， 不刻意渲染 ， 也不硬挤眼 泪 ， 而

是 正 视 大 时 代 里 小 人 物 的 感 情 悲 剧 ，
文字至真至美。

在作家秦文 君 看 来 ， 这 种 至 真 至

美， 并非一味走不沾烟火气的 “纯美路

线”。 “这种美没有与生活隔开， 颇为

接地气， 但又美得恰到好处， 在创作中

处理好现实与浪漫的比重很不容易。”
据悉， 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 任

大星九旬高龄仍笔耕不辍， 直至去世前

还在精心修改。 《新娘年满十八》 也得

到了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资助。

青铜器研究丰碑性著作推出中译本

在青铜器研究领域， 日本已故学者

林巳奈夫耗费 30 多年心血所著的三卷

本 《殷周青铜器综览 》 被誉为 丰 碑 性

著作。 该书第一卷的中译本由上海古籍

出版社出版 ， 近 日 在 复 旦 大 学 举 行 新

书座谈会。 与会专家指出， 它的面世，
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铭文的研究提供

了重要参考 ， 让青铜研究有原 器 图 形

可查。

网罗海内外主要文博机
构的殷周青铜器

中国青铜器源远流长， 现知最早的

青铜器物 ， 可 上 溯 至 公 元 前 3000 年 。
从北宋开始， 各个时期都有学者想要推

出综合辑集， 网罗各个年代、 各种器形

的青铜器物。 然而， 青铜器品种数量繁

多， 收藏流传情况也非常复杂， 致使材

料的辑集殊非易事 。 《殷周青 铜 器 综

览》 是其中的集大成者， 该书几乎网罗

了当时海内外主要文博机构收藏的所有

殷周时期的青铜器， 堪称殷周青铜器的

集成性图谱。 以本次出版中译本的第一

卷为例， 收录的青铜器达 50 多种 3500
余件。它们按照器类、年代和型式编号排

列，每个图像都注明所属分期和型式、高
度、出土地或收藏处。 有铭文的青铜器，
则将铭文拓片附上， 以便参考。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周

亚告诉记者， 这些青铜器中， 不少在国

内难得有机会看到。 比如， 现藏于日本

藤井有邻馆的小克鼎， 芝加哥美术馆的

克盨， 纳尔逊和阿特金斯博物馆的成王

方鼎， 大英博物馆的邢侯簋、 双羊尊，
赛克勒美术馆的令方彝等等。

“仅凭一己之力完成如此穷尽式的

资料搜集令人震惊。” 陕西省考古研究

所副所长吴镇烽感叹。 据来自中国台湾

地区的青铜器研究专家陈昭容透露， 他

曾看过 《殷周青铜器综览》 出版前的整

理稿， “几百个牛皮纸信封包着， 上面

一一贴着林巳奈夫手写的各种说明， 图

片排列顺序等与出版时已无二致， 足见

他所付出的心血”。

为中国古史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中国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和其他

文明古国一样 ， 我们的古史越 向 上 追

溯， 就越显得模糊。 这主要是时间相距

久远， 留传到后世的一手史料较少。 青

铜器上的铭文， 为古史研究提供了极其

重要的资料。
以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大克鼎为

例， 它是西周时期的饪食器， 内壁有铭

文 28 行 290 字， 是少见的金文书法杰

作 。 从铭文内容可以看出 ， 大 克 鼎 的

最 初 主 人 是 克 ， 西 周 孝 王 时 的 膳 夫 ，
专管周天子的饮食， 属于 “天官”。 克

的祖父师华父是周室重臣， 辅弼王室，
德厚功高。 周天子感念师华父的功绩，
就任命克为出传王命、 入达下情的宫廷

大 臣 。 官 职 爵 禄 世 袭 ， 单 传 嫡 长 子 、
孙。 克知道自己的一切都得之祖父的余

荫， 于是作了这个大鼎， 用来祭祀祖父

师华父 。 该铭文 是 周 天 子 把 土 地 赏 给

臣民的记录 ， 为西周的土地制 度 、 社

会制度的研究 ， 提供了极其珍 贵 的 一

手史料。
在 《殷周青铜器综览》 一书中， 林

巳奈夫精心钻研， 对礼书有关记载和宋

代以来金石学家的考证进行认真梳理，
从礼制上探讨青铜器的类别与用法。 例

如， 详尽论述礼器既用于祭祀又用于宴

飨， 考察酒器中盛郁鬯与盛醴、 盛酒及

温酒的青铜器的不同， 进而追索礼器组

合的演变与礼制的变迁。
值得注意的是， 林巳奈夫在考察殷

周青铜器用途和时代演变时， 十分注重

同一出土墓葬中的其他器物。 比如， 在

该书第一编有八个附表， 详细列举多个

墓葬中同时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等的情

况。 第二编不仅附有 20 多种器物的型

式变迁图表， 而且附上了 119 组同一时

期青铜器列表。 “这种田野考古的研究

方法， 是过去殷周铜器研究者未能做到

的。 其占有资料之广博， 分析研究之细

致令人叹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王世民说。
《殷周青铜器综览》 在学术界备受

推崇， 被不少青铜器研究者列为必读书

目之一 。 据透露 ， 该书第一卷于 1984
年出版、 第二卷于 1986 年出版、 第三

卷于 1989 年出版， 此后没有再版， 旧

书店有少量原版出售， 售价高达几十万

元。 中译本的出版， 对相关领域的研究

是福音。 此次出版的第一卷中译本由日

本学者广濑薰雄、 近藤晴香翻译， 复旦

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中心教授郭永秉

润文， 第二、 三卷的中译本预计明后年

陆续出版。

文化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来沪慰问演出
反映援疆成果 表达感恩之情

本报讯 （记者张祯希） 昨晚， 喀

什地区歌舞剧团以 “筑梦喀什 感恩援

疆” 为主题的首场慰问演出在上海戏剧

学院实验剧场拉开序幕。
为全方位反映援疆省市新一轮援疆

成果， 表达喀什地区各族人民对上海援

疆工作和援疆干部无私奉献的 感 激 之

情， 展现喀什特有的历史文化， 喀什地

委、 行署开展喀什地区歌舞团赴上海市

慰问演出活动。 喀什歌舞团接下来的第

二场演出将于今晚举行。
演出在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 《木卡

姆之韵》 中开场， 欢快的乐曲与表演者

优美的舞姿快速将现场气氛带动起来。
之 后 的 表 演 唱 《阿 米 娜 的 幸 福 生 活 》
《大家庭裁缝店》 以及小品 《情深谊长》
《会飞的羊》 则进入感恩的主题， 展现

了维吾尔族群众与援疆干部结下的深厚

情谊， 表达喀什地区各族人民对援疆省

市、 援疆干部的感激之情。 维吾尔族

小朋友表演的 《梨园新韵》 展现了双

语教育成果。 配乐诗朗诵 《出发， 毛

主席伫立的地方》 表现了援疆干部对

喀什这片热土和各族群众的爱， 对援

疆工作的认真负责和倾情奉献。 昨晚

演出中的歌舞类表演涵盖了十二木卡

姆、刀郎木卡姆、塔吉克鹰舞等独具特

色的少数民族舞蹈， 赢得阵阵掌声与

欢呼声。 晚会在舞蹈《跳起来》中落下

帷幕， 演员们走下舞台邀请观众们共

同起舞，呈现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

动人场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舞蹈队长木合太尔·麦合木提介

绍， 这次从接到任务到正式演出， 歌

舞团只排练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为

了给观众献上一场高质量的表演， 歌

舞团全体演员加班加点， 周末、 节假

日几乎都没有休息。

电影的醇厚回味是“时间”酿出来的
上影出品的《村戏》获第3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

2016 年的初夏，太行山褶皱里的

“九亩半”花生地长得郁郁葱葱，导演

郑大圣和《村戏》剧组在这里拍完了电

影的最后几个镜头， 他们从前一年的

夏天过后，等了一个秋天、一个冬天，
又一个春天， 等来花生的熟成和电影

的完成———庄稼急不得， 电影也是。
《村戏》的戏味浓酽，电影的醇厚回味，
说到底，是“时间”酿出来的。

在勘景时跑遍了太行
山，于山坳僻壤里找到一块
合用的田地

电 影 从 作 家 贾 大 山 的 短 篇 小 说

《村戏》《花生》《老路》 整合改编而来，
郑大圣说贾大山的小说好看，“看得出

作者是饿过、苦过的人，他写出了一群

生动的、在土地上生活的人们”。 贾大

山 在 很 短 的 篇 幅 里 写 出 的 那 些 角

色———疯子、老路、支书，还有让铁凝

念念难忘的 “被抹了一脸黑的夭亡的

小女孩”，他们是生长在大山大地里的

农民，他们的命运和土地捆绑在一起。
电影《村戏》让人动容，在于它尊重作

家和作家笔下的人物，用“乡土、乡音

和乡亲”再现中国乡村鲜活的“人”的

痕迹，它真诚地回到乡村，回归土地。
为了电影里的九亩半花生田，郑

大圣和制片人 在 勘 景 时 跑 遍 了 太 行

山， 于山坳僻壤里找到一块合用的田

地。为了请到能种花生的农家，又是一

番奔波，因为种花生很考验庄稼把式，

如今村子里的青壮年劳力大多 进 城 务

工，能找到还会摆弄花生的老农人，是很

不容易的。
最难的是找演员。 片名《村戏》很直

观：风波最初因村里逢年节演老戏而起，
之后引发的前情往事和纠纷不断， 构成

了村子里的“大戏”。 电影的英译名更直

接 ，就叫 《梆子 》，梆子戏盛行于太行山

区，故事里的村民们唱的是梆子戏，贯穿

了电影始末的配乐都是梆子曲牌。 于是

问题来了， 要演 1980 年代初的农民，职
业演员大抵是做不到的； 土生土长的农

民也不行，因为主角要唱梆子。 为了“乡
土乡亲乡音”俱全，意味着要从太行山的

庄稼地里刨出一个剧团来。 结果还真的

找到这么一个民营剧团。
在“正规军”们看来，这是个草台班

子。整个团 30 多号人，坐着大篷车，走村

串乡，在田间地头巡演，日夜两场，一年

能演 500 场。他们是乡间的艺人，也是没

有脱离土地的农民，到农忙时，没有村子

请戏， 他们就回到各自的庄稼地里打谷

收麦。《村戏》里的“疯子”，是现实戏班里

的丑角；“疯子媳妇”是刀马旦；“村支书”
以前唱文武老生， 现在做编导了；“路老

鹤”是他们的团长，原先工丑角。 制片团

队踏破铁鞋寻不到的拍摄地， 最后不费

功夫地由团长提供：作为主场景的村庄，
是他的老家，影片里的主演群演，都是互

相认识的乡里乡亲。
比起同剧种的名家，《村戏》 里的梆

子演员们也许不是高明的艺术家， 可他

们是一群直觉极好的演员，“扮演”和“生
活”的分界在他们身上是透明的。据郑大

圣回忆，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闭式排练，到

了实拍时， 全部是半即兴的演出， 演员

们只是被告知 “这场戏我为什么来， 我

和其他人是什么关系”， 剧情和演出就

自行展开， “像平常一样， 该什么样就

什么样”。
导演在拍摄现场把创作自由交付给

演员，与此同时，他非常严格仔细地控制

了戏剧发生的空间———无论内景外景、
日景夜景、村舍田原，看起来都是镜框舞

台上的景观。 这当然和郑大圣本人的剧

场经验有关， 可又不局限于一种私人审

美的趣味：舞台是有边界、有限的，舞台

化的影像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是空间的局

限感， 这微妙地呼应了当时农村相对封

闭的环境。

《村戏》摄影的“好处”，在
于克制，不炫技

在刚刚结束的第 31 届中国电影金

鸡奖上，《村戏》得了最佳摄影奖。《村戏》
摄影的“好处”，在于克制、不炫技，拍摄

尽可能地约束了戏剧波澜。 当“人”被束

缚在土地上， 摄影机所做的不是制造戏

剧情境，而是安静地捕捉“人”在闭塞环

境里的行为痕迹。在这里，拍摄和种花生

是殊途同归的，都是在等待、观察和取舍

中进行创造。“疯子”和村民的紧张关系，
他给整个村子制造的压力， 村支书在家

家户户之间的平衡和斡旋， 父辈对儿女

恋爱的干预， 甚至疯子的癔症牵扯的往

事……这些本身不构成“戏”，它们是被

捕获到的农村日常， 现实和虚构的界限

在于， 现实本身的戏剧性成为虚构的素

材———很大程度上，《村戏》 的虚构是在

剪辑中完成的， 在对农村农民日常动

作的排列组合中，“戏”产生了。
电影中 “村戏” 里的悲欢， 当然

有时代的翻云覆雨， 郑大圣给自己的

电影定位为 “历史片”， 可他也说过：
“这个故事里没有坏人， 也没有无辜

的人。” “人” 比历史更重要， 或者

说 ， 历 史 归 根 结 底 由 这 些 微 观 的

“人” 汇聚而成。
在 被 送 去 城 里 的 精 神 病 院 前 ，

“疯子” 在村公社里唱了一段 “钟馗

捉鬼”， 通过一折老戏， 在疯子和钟

馗之间确立类 比 关 系 ， 这 就 让 “村

戏” 跳脱出年代的局限， 也不仅仅是

过去的往事和今日种种的对话。 这个

细节让整个故事的悲怆意味延伸到当

时社会个体和族群的复杂关系。 老戏

里， 钟馗是一个 “圣徒” 和 “超人”，
但他也是一个饱受委屈、 无法在人间

存活的人。 《村戏》 里， 路老鹤和站

在他身后的村民们， 最终无情地放逐

了在危难时救过他们的王奎生， 但这

些人并非大奸大恶之徒， 他们只是最

普通也最艰难的一群农民， 他们对土

地、 壮劳力和收成的渴望， 是千百年

来世世代代农民和土地关系的缩影。
在这个意义上， 《村戏》 固然有它批

判的一面， 但更多时候它流露了对个

体的同情，在同情中，有着对当时农村

的艰难和局限的深刻洞察。
梆子是种极热闹的地方戏， 它从

不凄凉低回， 哪怕惨烈， 唱起来还是

铿锵的。 《村戏》 也是这样， 随着胡

琴声起， 梆子的音乐一次次出现， 高

亢饱满。

任大星生前最后一部长篇小

说《新娘年满十八》。（出版方供图）

荨电影《村戏》用“乡土、乡

音和乡亲”再现中国乡村鲜活的

“人”的痕迹。 图为电影剧照。

茛《村戏》改编自贾大山的

短篇小说《村戏》《花生》《老路》。

喀什地区歌舞剧团为沪上观众带来精彩表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