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书画在当代社会的角色发展
对谈嘉宾： 郑重 刘九洲

古人的手迹流传到今天，
包含着无数信息， 鉴赏不单
要有知识， 更重要的是体验

郑重：最近，我一直在研究苏州过

云楼家族的收藏史，他们一代人接一代

人收藏古书画， 前后延续了六代人，真
是文化史的奇迹。 顾家对古书画的兴

趣，怎么会延续这么久？其他人家，为什

么一两代人之后，就不再感兴趣了？ 现

藏在苏州博物馆顾文彬写给他的三儿

子顾承的一批信札，信中详细地讲述了

家藏的书画，分别应该如何看待，优点

是什么，缺点又是什么，谈得非常具体。
我看到这封信才感到，家庭内部不断讨

论书画， 可能是家族收藏延续的秘密。
过去我在写作中，“家庭影响”是一直没

有触碰的问题， 但是如果要文化振兴，
恐怕要在家庭内部教育上， 给予鼓励，
这可能比社会教育更有成效。

刘九洲： 从家庭这个角度讲收藏，
我也是深有体会。 我 7 岁开始写字，就
是在我爷爷的引导下开始的，当时他还

带我去选购砚台， 回家还用墨锭试磨，
还说墨锭里有沙子， 那个印象非常深

刻。 要培养书画的兴趣，需要有人在耳

边一直念叨。
郑重：过去一些书画名家，他们私

下教学生时候， 也不是正襟危坐地教，
而会说：“平时你来一起玩吧！”一起玩，
就是教你了。 古人常常强调私淑弟子，
是有道理的。 古书画的欣赏，是一个思

接千载的过程，有时候不是那么系统地

出现知识点，而是遇到一点，交流一点。
古人的手迹流传到今天，包含着无数信

息，鉴赏不只是要有知识，更重要的是

体验，如果你的知识和体验，遇到了古

人的眼神，那就是读懂了，就会感觉非

常亲切。 当然，古书画也不可能为所有

人喜欢，最终是一部分人喜欢。 但是有

一部分人喜欢，就非常了不起了。

只有拥有了足够多、 足
够优秀的收藏家， 才可能保
护住古书画的价格； 只有保
护住了价格， 全社会才会重
视古书画

刘九洲： 谈到古代收藏家， 就不

能不谈到当代的收藏家， 您对当代古

书画收藏家这个群体， 怎么看？
郑重： 私人收藏家很重要， 从近

几十年的情况来看， 他们在书画市场

价格不高的时候， 参与收藏， 随着经

济的发展 ， 古书画价格也随之 上 升 ，
直到出现目前超越我们想象的 价 格 ，
书画价格上升， 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化

事件 。 国家要注意保护这些收 藏 家 。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 只有当拥有

足够多、 足够优秀的收藏家， 才可能

保护住古书画的价格； 只有当保护住

了价格， 全社会才会重视古书画。 因

此， 如果需要关心古书画， 就要关心

古书画收藏家。
我最近时常在想， 如果这些收藏

家因为经济条件， 出现波折， 他们费

尽心血收藏的古书画， 就有可能会重

新被市场洗牌 。 这种情况如果 多 了 ，
古书画就有可能被重新扔向深渊， 价

钱也会滑坡， 就影响长期的保护与传

承。 当然， 从长期来看， 这也没有关

系， 只要我们创造条件， 这批收藏家

消沉了， 又会有一批新的收藏家出现。
书画作为文化， 是千秋万代的事， 而

收藏则可能是十年河东、 十年河西的

事。 目前， 对股票市场有这么多监管、
保护措施， 为什么对古书画市场及收

藏家， 不能有保护措施呢？
刘九洲： 收藏家们的社会作用确

实很大， 他们不仅给收藏的古书画标

上了价格， 也为存世的其他古书画标

上了价格。
郑重： 听说， 你最近很多次谈到

了文物价格的社会影响问题？ 我是经

历过古代书画不值钱的时代， 如果人

们都把古代书画看得很神圣、 很珍贵，
怀有一种敬畏精神， 还会去糟蹋它吗？

刘九洲 ： 7 月底我参加了有关文

化部门的座谈会， 会上有人提出， 目

前中国文物的前景， 似乎有两条道路

可以走， 一个是日本模式， 一个是欧

美模式。 日本模式是什么呢？ 年轻一

代的日本人， 在文化欣赏方面已经明

显西化 ， 不重视欣赏传统的艺 术 品 ，
很多家族藏品随意抛售。 欧美模式不

一样， 他们不断通过博物馆系统， 强

调他们的艺术品的来源、 流向、 变化

轨迹， 使得一代又一代人对艺术品体

系非常熟悉， 再加上政府税收上的导

向， 逐步成为世界性资产项目， 从而

使得全世界都会重视你的文化 遗 产 。
我个人认为， 可以学习借鉴欧美模式。

古书画与今天的大众之
间 ， 需要架设文化的桥梁 。
其中， 新时期博物馆的社会
功能究竟何在， 值得深思

郑重 ： 说到 博 物 馆 的 社 会 影 响 ，
最近， 我倒是有一次切身体会。 今年

夏天， 我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看了

一些中国古代书画， 想查阅叶恭绰曾

经收藏过的东西， 大都会博物馆亚洲

部的研究人员， 马上打开电脑， 调阅

了叶恭绰的藏品， 有些是他人的藏品，
叶恭绰作了题跋。 人家资料做得非常

好， 检索方便。 我问， 能否给清晰图

片？ 对方马上拷贝了一份给我， 图像

版权已经完全放开， 关键是图片清晰

度足够直接印刷。
刘九洲： 国内博物馆能够做到吗？

毋庸讳言， 我们的博物馆， 尤其是一

些主要博物馆 ， 与社会沟通等 方 面 ，
距离民众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 尤其

在公开信息、 引导社会方面， 还不够

细致深入。 博物馆在新时代的社会功

能， 究竟在哪里， 值得深思。
一个人一生中， 有机会接触博物

馆藏品， 开启其心灵旅程的机会并不

多， 老一代博物馆专家， 都非常重视

联系社会、 发掘新人， 现在各个岗位

上的重要学者， 无不经过当年大名家

的 亲 自 栽 培 。 而 当 今 博 物 馆 还 是 有

“高墙 ” 意识的 ， 有些资料进 了 博 物

馆， 大众反而看不到了， 信息被 “封

存” 了。 博物馆到底有多少力量应该

用在对社会推广方面， 值得深思。 服

务社会首先还得与社会充分沟通， 信

息、 人员互通有无， 大家才会一起进

步。
郑重： 国内有些博物馆还是不够

重视社会功能， 对文物只是保管， 但

又不是带着敬畏精神的保护。 有的保

管人员怕麻烦， 怕出事； 而有的研究

人员对资料垄断， 可以就一些稀有资

料写几篇论文， 也不愿与别人分享。
刘九洲： 说到写论文， 倒是可以

多聊两句。 海内外各个高校都在感慨，
古书画的人才是最难培养的。 海外高

校的博士学位， 一般需要花费 7 年以

上才能够获得， 这个时间远远长于国

内， 即便如此， 获得博士的专业人才，
依然不足以应付古书画遇到的日常实

际问题。 大家都在问： 这是怎么回事？
以我个人的感受， 古书画在客观

上要求的专业信息比较多， 随着信息

的开放， 这个要求更加复杂。 那种传

统的， 看看与代表作是否一致的研究

方法， 核对一下印章、 签名就下判断

的研究过程， 事实上已经完全落伍了。
总体来说， 古书画研究中， 要求学者

越来越具备跨学科综合能力， 这本身

就是巨大难题———有这么多本领的人，
有几个在研究古书画呢？

郑重： 国外博物馆对古书画的收

藏、 展览、 运作、 研究， 有什么新动

态值得分享？
刘九洲： 西方国家在传统艺术教

育方面 ， 投资比较大 ， 且不计 回 报 。
我们每一次去博物馆， 几乎都会遇上

成群的学生， 坐在地上对着真迹临摹。
一个学生， 画得好一点差一点， 对他

未来学业、 未来赚钱有影响吗？ 可以

说， 几乎没有。 但是西方在艺术方向

上的巨大投入， 值得深思。
另外， 在社会税收层面， 美国目

前可以捐赠艺术品 ， 部分抵扣 企 业 、
个人税务 。 这是牺牲部分财政 收 入 ，
将这些资金转投文化、 转投博物馆建

设， 这是一种长期政策， 牺牲部分现

实利益， 换取未来人群普遍审美情趣

提高。
郑重 ： 你 参 加 了 《 宋 画 全 集 》

《元画全集》 这么一个巨大的项目， 可

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值得珍惜。
刘九洲： 在古书画与喜欢书画的

人群之间， 一直缺乏桥梁， 当代社会

也是如此。 《宋画全集》 《元画全集》
这一类书籍， 算是重要的桥梁吧？ 在

这两部书出现之前， 人们要讨论这些

古书画， 最大的困难就是看不到真迹、
看不清楚图像。 现在， 这两部书几乎

搜集了所有博物馆的相关藏画。 海外

博物馆专家也承认， 这两部书， 是世

界水准的书籍。 这种项目， 是有影响

力的。 虽然不会出现立竿见影的效果，
但会逐渐影响人们的审美情趣、 影响

人们的行为模式 、 思考方式 ， 等 等 。
不断加强这类文化桥梁项目的 设 计 、
落实， 才是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的落

脚点。 不真抓实干， 或者找不到要点，
就无法落实讲话精神。

■本报记者 许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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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票房保障到演技担当
“明星版”话剧悄悄在改变

影视明星回归话剧舞台，成演出市场“热现象”

“明星版” 话剧年年有， 但今年特

别多 。 时隔八年陈数再度登上 话 剧 舞

台， 挑战易卜生名作 《海上夫人》。 凭

借 《芈月传》 《中国式关系》 等电视剧

“圈粉” 无数的赵立新， 自导自演了斯

特林堡的名剧 《父亲》， 红遍京沪舞台。
荧屏 “铁三角” ———张国立、 王刚、 张

铁林罕见地在话剧舞台聚首， 演绎 《断
金》 里老北京的嬉笑怒骂人生。 更有周

迅将首度出演话剧， 与陈建斌搭档演绎

赖声川最新剧作 《雕空》。
影视明星接 二 连 三 地 回 归 话 剧 舞

台， 大有形成潮流之势。 纵观近两年来

“明星版” 话剧的表现， 越来越多的演

员将注意力和热情投向戏剧舞台， 放下

报酬丰厚的影视剧邀请， 沉下心来， 深

度参与到戏剧的创作表演中去。

荧屏“消耗”掉的，舞台上
“补”回来

在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何雁看来， 影

视演员回归舞台是良性市场的回归， 是

戏剧演艺产业良性发展趋势的 表 现 之

一 。 和过去明星被简单地视作 “摇 钱

树”、 票房保障相比， 从业人员的心态

和思考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今天很多走 红 大 江 南 北 的 影 视 明

星， 最初接受的都是正规的舞台训练，
但纷纷迫不及待地投向报酬丰厚的影视

界。 不少青年演员从未接受专业舞台的

考验， 就离开甚至遗忘了舞台， 这种风

气间接影响了一些专业院校培养学生的

方法， “生产” 出了不少 “零演技” 的

俊男美女。
很长一段时间里， 表演艺术的纯粹

性和严肃性， 被无数 “尬演” “抠图表

演” “替身表演” 和 “数字台词” 所消

解。 低劣的演技和轻浮的表演态度甚嚣

尘上， 泛娱乐化的态度让演艺生态笼罩

在一片乌烟瘴气中。 渐渐地， 观众对此

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和反感， 更怀念那些

个从不拿演技 “说事儿”， 却人人都有

演技的年代。
“这些年在消费市场迅速发展的过

程中， 很多演员只是被看成了一个符号

而已 ， 而不是一名真正的演员 、 艺 术

家。” 赖声川在一次采访中提到， 任何

形式的表演， 包括影视剧在内， 都不应

该 “消耗” 演员的价值。 而舞台是帮助

演员找回自己、 反哺内心的沃土。 林青

霞、 金士杰等杰出演员都曾经在赖声川

的话剧中创作出个人演艺生涯中最夺目

的角色； 没有 “NG” 重来的话剧舞台，
也是偶像胡歌转型前主动寻找的精神家

园。 同样， 袁泉、 郝蕾等实力派文艺女

星的履历中， 孟京辉戏剧作品也是熠熠

发光的段落。

期待更多年轻演员对舞
台剧“走心”

好莱坞一些资深选角导演都有一个

无法打破的规矩： 前来试镜主角的演员

必须要有四年以上的舞台经验， 否则，
一切免谈。 英国演员埃迪·雷德梅恩凭

借电影 《万物理论》 成为奥斯卡史上最

年轻的最佳男主角之前， 在莎剧舞台上

一演就是六年。
“从这点上说， 欧美国家对 ‘明星

版’ 舞台剧的定义和我们国内有些不太

一样。” 何雁说。 例如 “卷福” 本尼迪

克特·康伯巴奇、 “抖森” 汤姆·希德勒

斯顿都在这一两年间主演过话剧 《哈姆

雷特》， 而他们的演艺生涯也都起步于

舞台， 舞台实力均得到认可才投身影视

剧领域发展。
如今， 随着一批优秀影视剧演员回

归舞台， 意味着表演艺术的价值再次得

到认可 ， 难怪不少行家鼓掌称 道 。 明

年 ， 赖声川最新创作的谍战题材 话 剧

《雕空》 将在上剧场公演， 演员周迅和

陈建斌已确定加盟。 这将是周迅首次出

演舞台剧， 也是陈建斌继 《千禧夜， 我

们说相声》 后再度演出赖声川的作品。
虽然亮相舞台的作品不多， 但陈建斌的

演绎生涯确实是从话剧起步的。 周迅近

来也在综艺节目 《表演者言》 中现身说

法， 阐述了她对舞台表演的认知和浓厚

兴趣 。 周迅认为 ， 愈是在浮躁 的 环 境

下， 演员愈要有定力。 踏实演戏， 认真

做人， 专注于创作， “作为一名演员，
要时刻保持敏感和学习的状态”。

必须看到在中国， 能够担纲舞台大

戏的优秀演员在 20 到 30 岁这个年龄段

里实在寥寥无几。 但有越来越多初出茅

庐的年轻演员开始对话剧表演 “走心”，
对自我修养有了更高的要求。 在 《无心

法师》 《法医秦明》 等网剧中有过出色

表演的张若昀， 参加了林兆华新版话剧

《三姐妹·等待戈多》 选角并被大导一眼

选中 ， 从前辈濮存昕手里接过 重 要 角

色。 年轻演员马思纯， 去年也参加了赖

声川的剧场史诗 《如梦之梦》 的演出，
在卢燕 、 许晴 、 金士杰等实力 派 前 辈

中， 努力磨练着自己的演技。

■本报记者 童薇菁

荨睽违话

剧八年之久的

陈 数 再 度 复

出， 挑战了易

卜 生 的 剧 作

《海上夫人》。
（均资料图片）

荩赖声川的

剧场史诗 《如梦

之 梦 》 星 光 璀

璨 ， 云 集 了 许

晴、 金士杰、 胡

歌等一批优秀的

演员。

孙大圣是戏曲舞台上的“超级英雄”
“我 16 岁第一次接触悟空戏， 到

现在演了三十年的悟空戏， 总算有一点

自信， 可以在舞台上比较自如地表现孙

悟空这个形象了。” 京剧 “郑派” 悟空

戏传人严庆谷日前在 《国艺开讲》 节目

现场如是说。 在他看来， 有着数百年历

史的文学经典形象孙悟空可以说是年龄

最长 、 最深入人心的 “超级英 雄 ” 之

一。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京剧舞台上

的大圣， 严庆谷携上海京剧院演员和乐

队团队 ， 带领 讲 座 现 场 200 多 名 大 朋

友 、 小朋友一起走进戏曲中的 “大 圣

戏”， 与现场观众一起侃大圣、 扮大圣、

演大圣。
用今天的话来说， 西游是个大 IP。

数百年来， 文艺人通过各类形式改编。
直到现在 ， 仅影视作品每年便 层 出 不

穷， 就连美国电视台也制作相关题材的

电视剧 。 其中 ， 拥有七十二般 变 化 的

“大圣” 孙悟空无疑是最鲜明、 最受喜

爱的形象。 而在戏曲舞台上， “猴戏”
更是由来已久， 元杂剧中即有猴戏， 汉

代画像石中百戏图里也有猴戏形象。 近

代的猴戏逐渐形成了南北各派， 其中尤

以京剧猴戏最有影响力， 在历代戏曲名

家的钻研下猴戏发展出众多剧 目 和 绝

活 ， 而猴戏也被尊称为 “悟空戏 ” 或

“大圣戏”。

在活动现场， 严庆谷梳理了京剧中

“猴戏” 的发展脉络， 以各个流派不同

的脸谱样式 “一口钟” “倒栽桃” “反
葫芦” 为例， 让现场观众简要了解了流

派间对孙悟空的刻画特点。 他还重点介

绍了自己传承的 “郑派” 悟空戏。 据他

介绍， 由于 “郑派” 创始人郑法祥身形

高大挺拔， 加之他本人从猿猴和猩猩身

上找灵感， 所以由他演绎的孙悟空一身

正气， 在动物性的基础上更添人的威武

大气 。 进而 ， 郑法祥还独创出 “登 云

步” “踏云步” 以及 “二拳三掌” 等独

具艺术特色的表演。 为了让观众更好地

感知 “郑派” 艺术的魅力， 严庆谷和助

演郝杰等现场展示了 《借扇》 《真假美

猴王》 《五百年后孙悟空》 《闹天宫》
中的片段， 全方位展示京剧中孙悟空的

形体、 武功和 “出手” 等绝活， 让观众

大呼过瘾。
这场以 “大圣·戏游记” 为主题的

《国艺开讲》， 也是上海戏曲广播在年末

特别推出的 “亲子专场”。 台下的大朋

友、 小朋友们纷纷上台与大圣零距离互

动———画上猴戏脸谱、 学大圣吃桃、 学

大圣走登云步、 耍耍大圣的金箍棒， 个

个玩得不亦乐乎。 讲座结束后很多家长

都表示意犹未尽。 有家长表示： “我想

让孩子知道超级英雄不只有蜘蛛侠、 蝙

蝠侠、 奥特曼， 更有英勇机智、 敢作敢

当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图为根据南

宋楼璹的底稿临

摹而成的 《耕织

图》。这两卷作品，
一卷画的是《耕作

图》， 一卷画的是

《茧织图》， 合成

《耕织图》。南宋初

期，楼璹仔细考察

了当时的耕作水

稻， 以及养蚕、缫
丝、 纺织过程，用
画卷形式，在《耕

作图》中详细描绘

了从“浸种”到“入
仓”的 21 个过程，
在《茧织图》中，描
绘了从 “浴茧”到
“剪帛”的 24 道工

序，这是完整记录

农业生产的重要

绘画。不仅是艺术

史的杰作，也是农

业史、社会史的重

要资料。
（《元画全集》

供图）

■本报记者 黄启哲

这部小说里随处可见“水浒”的影子

日本江户小说《八犬传》中文全译本引进出版

七卷本 《八犬传》 中文全译本最近

引进出版， 这部创作于日本江户时代、
长达 180 回的小说是日本文学史上罕见

的长篇 ， 至今影响深远 。 颇为 巧 合 的

是， 小说作者曲亭马琴， 十分钟爱中国

小说 《水浒传》， 《八犬传》 中有不少

桥段和角色， 都能清晰看出 《水浒传》
等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子。

作为日本武士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八犬传》 展示了日本文化除优雅、 物

哀之外 ， 也有热血 、 刚烈的一 面 ， 值

得重新阅读与思考 。 19 世纪初 ， 江户

文 坛 曾 掀 起 模 仿 《水 浒 传 》 创 作 的

“水浒热 ”， 其间日本出现了不少基于

水 浒 改 编 的 读 本 类 小 说 。 《八 犬 传 》
译 者 南 开 大 学 外 语 学 院 教 授 李 树 果 ，
长期从事日本古典文学研究 ， 在 他 看

来 ， 《八犬传 》 就在结构和内 容 上 向

《水浒传》 《三国演义》 致敬， 并大量

引用中国的故事典籍 ， 具有浓 厚 的 中

式趣味。
《八犬传》 开头一段楔子， 便借鉴

《水浒传 》 第一回 “洪太尉误走妖魔 ”
情节， 但曲亭马琴引用了大量史实作为

背景。 作品中随处可见 《水浒传》 的文

学痕迹 ， 比如黄泥冈 、 二龙山 、 卖 宝

刀、 劫法场和景阳冈武松打虎等情节，
都被移植在这部作品中。 又如母大虫、
鲁智深等鲜明形象 ， 也影响了 《八 犬

传》 中一些角色性情的塑造。 小说以日

本战国时代为背景， 以大名里见家的一

段史实为依据， 八名武士为中心人物，
讲述他们的出世、 邂逅、 离散、 团圆，
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物语。

曲亭马琴小说辞藻华丽， 饱含对往

事的诗意联想与暗喻， 他花费近 30 年

写成这部 《八犬传》， 因其宏伟壮观的

结构 、 波澜壮阔的情节 ， 配以 出 自 当

代名画家之手的插图 、 绣像 ， 《八 犬

传 》 做到了雅俗共赏 ， 可谓日 本 江 户

末期现象级畅销书 。 《八犬传 》 出 版

后 ， 深受芥川龙之介 、 三岛由 纪 夫 等

名家喜爱， 并在大众文化中绽放异彩，
衍 生 改 编 的 影 视 剧 、 舞 台 剧 、 动 漫 、
游戏不计其数， 《七龙珠》 《犬夜叉》
都曾受其启发 ， 《八 犬 传 》 中 “仁 义

礼智忠信孝悌 ” 八颗灵珠的构 想 ， 是

《七龙珠》 中龙珠， 《犬夜叉》 中四魂

之玉的原型 。 日本名刀村雨 ， 完 全 是

曲亭马琴在 《八犬传》 中虚构的产物，
却成为 《通 灵 王 》 《龙族 》 等众多动

漫游戏中宝刀村雨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