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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慕名前来参观中华艺术宫（上海美

术馆）“中国式风景——林风眠吴冠中艺术大

展”的观众，不期在隔壁展厅邂逅西藏风情满满

的“西行漫记——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

藏顾士本作品展”，为这另一道“中国式风景”而

驻足、吸引。

展览的主角顾士本（1927—2009），是一位

鲜为人知的海派画家。他生于浙江鄞县，1949

年入伍，长期从事部队美术工作，1980年调入

上海油画雕塑院工作。其作品基本为写生作

品，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题材涉猎军旅生

活和西藏少数民族风情，多幅作品被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上海油画雕塑院、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等收藏。此次展览从顾士本家属捐赠给

中华艺术宫的140余件作品中遴选了近70件展

出。这批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反映的是顾士本任

部队文工干事、美术工作员期间随中央慰问团

赴藏采风及其扎根西藏15年的生活体验。此

次展览的策展人金懿诺告诉记者，希望通过对

顾士本这一个案的研究和展示，带领观众回顾

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油画家“西行”艺术探索

的艰辛与收获。

1963年，顾士本随中央慰问团前往西藏各

地采风和体验生活，其间，他用画笔记录下对这

片神秘土地的第一印象，而藏区的生活也点燃

他的创作激情。次年，在西藏军区紧缺美术（油

画）人才的情况下，他毅然放弃北京优渥的生活

工作条件来到藏区，自此深扎藏区15年，直至

1978年转业回沪。在人生中最好的年华，顾士

本不畏严寒和高海拔的挑战，深入哨所，创作出

一批或反映西藏地域特色或聚焦边疆军旅生活

的佳作，成为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也把美

术创作技法言传身教带到边疆部队，培养了一

批军旅美术人才。

在此次展出的顾士本早期如《甘孜藏族姑

娘》等作品中，能够看到画家对藏族同胞民族

服饰和藏族民居陈设的精细刻画。随着时间

推移，顾士本的作品更多聚焦藏区鲜明的色

彩、高饱和度的色调以及神秘壮丽的自然风

光，这些元素为他提供了油画民族化探索的灵

感。表现被皑皑白雪覆盖的边境岗哨的《宁静

的国境——乃堆拉》便是一例。“乃堆拉”藏语的

意思是“风雪最大的地方”。据顾士本的夫人尤

敏娟女士回忆，当时顾士本去边境体验生活时，

风雪很大，条件非常艰苦，晚上只能睡在睡袋里。

展览结尾处，几组看似角度相近的作品被

并置，打开画家对于写生和创作之间关系的探

索，构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彩蛋。绘画史上，写

生作品的同一角度、类似角度写生屡见不鲜

的，如莫奈的“干草堆”等。在部队创作任务

重，无法经常外出采风的情况下，对同一角度

进行二次、三次创作是画家对技法运用、主题表

现的实验，也是在写生观察基础上对时代审美、

创新的探索。

展览呈现的这批作品无论画人还是画景，大

多尺幅不大，但质朴动人，似乎并非刻意为之的创

作，而是真诚随心的记录。从富于地域、民族特色

的肖像，对雪域高山遥遥相望的描绘，到主题性创

作，顾士本始终秉承“艺术源于生活”的信念。正

是深入边疆军区生活的体验，使得他的作品充满

生命力和情感。也正是这些真诚表现的作品，再

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美术的发展历程，

客观记录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发展和人文情怀。真

诚描绘现实，积极讴歌生活，这种把真、善转化为

美的意义，时至今天仍是美术创作的驱动。

一位海派画家的“西行漫记”
绘就另一种“中国式风景”

“上海是我得到思想启蒙的地方。是上海的

众多的进步书刊和轰轰烈烈的‘一二 · 九’爱国

学生运动，把我推上革命的道路。”不久前逝世

的著名作家马识途，生前在《我的上海情结》一

文中如是写道。藏有马识途手稿、书法、音像资

料等多种文献的上海图书馆，日前特别推出线上

展览，以馆藏文献为引，展现其蕴含的优秀传统

文化、丰富精神内涵和人生智慧，以此表达对这

位老一辈作家的深切缅怀。

马识途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芜并称

“蜀中五老”。作为一名四川人，以四川话讲四川

故事是其创作的一大特色，《雷神传奇》便是如

此。上海图书馆藏有该小说的一件手稿和两件打

字稿，记录了创作与修改的完整过程。马识途在

《雷神传奇》的“作者附识”中写道：“我历来主

张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部《雷神传奇》就是以四川茶馆摆龙门阵的形

式，用丰富的四川口语，描述四川的革命故事，

进行试验，请读者不吝赐教。”

据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手稿文献整理研

究部副主任刘明辉介绍，马识途是国内较早使用

电脑写作的作家。1994年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

名人手稿馆采访马识途录像资料中，记录了他使

用并讲解电脑、打印机、软盘等当时先进设备的

内容。比如，他在介绍电脑和软盘的用法时说

道：“文章可以放到软盘里，拿去激光排版。一

个软盘可以放几十万字。”根据此次采访录像的

记录，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两件马识途散文作品

《马识途小传》《八十自叙》打字稿，均由他本人

打字并打印。

上海图书馆馆藏马识途捐赠的手稿文献共

25件，这源于他与上海的深厚情缘。他在2004

年写就的《我的上海情结》一文中表示，上海是

自己思想启蒙并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上世纪

30年代初，我曾经把我的一段青春时光，抛掷

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会里。上海，不仅让我这个

四川农村的孩子，在这里求得真才实学，使我得

以进入高等学府去深造，更其重要的是……”根

据文章记录，马识途曾就读于黄炎培先生创立的

浦东中学，在校园后面河边租房住过半年。

“‘一二 · 九’学生运动时，我们曾经在那里油

印过传单，策划过同学们一起过江到上海参加学

生爱国示威游行。记得那时我们打起爱国抗日的

旗帜，排队走向南码头，但还没有到码头，便被

警察和便衣特务包围了，怎么也冲不出去，全被

押回学校。后来上海学联的领导批评我们太笨，

竟然不懂得打游击的办法。以后我们得到通知

后，便化整为零，三个两个地自己乘小火轮到上

海，到了开会地方，才集合打出旗号，参加游

行。”马识途在文中回忆，同学们的爱国行动被

当时正在和日本讲亲善的国民政府所不容，一度

被赶出学校，只得到大学去寻亲靠友暂时躲避。

“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我们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的决心，确定了我的人生道路。”

记者获悉，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现藏有作家、学者、翻译家、医学名家、科学

家、文艺工作者、书画名家等捐赠的手稿文献

14余万件，在征集手稿的同时，注重围绕作者

进行多维度多层面资料及档案的征集，包括历史

原照、影像文件、证件证书等，积极拓展文献形

式。

上海图书馆推出已故著名作家马识途线上文献展，他生前在文中写道——

“上海是我得到思想启蒙的地方”

本 报 讯 （记 者 许
旸）“这是一份饱含期许
的荣誉，激励更多青年

学人直面社会发展命

题，以更精准有力的文

学评论切入时代现场。”

昨天，第十三届唐弢青

年文学研究奖颁奖仪式

暨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学术论坛在世纪出版园

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李

敬泽如是寄语。

由中国现代文学馆

设立于2003年的“唐弢

青年文学研究奖”，每年

评选一次，意在弘扬唐

弢的学术精神，鼓励年

龄45岁以下青年学者

的 现 当 代 文 学 研 究 。

2022年起，上海文艺出

版社与中国现代文学馆

合办该奖项，承办颁奖

仪式和系列学术活动，

支持中国青年文学研究

者和批评家的成长。今

年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

院加入协办，评委代表、

该院院长吴俊期待，身

处高校中的文学研究的

传统生产力，经由唐弢

青年文学研究奖的转

化，发展成为文学研究

的新质生产力。

本届唐弢青年文学

研究奖共有五篇论文获

奖。徐刚《“本真性”写

作与“自我”的诞生——

重读刘震云20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中短篇小

说》锚定作家成长转折

及本真性绽放的文学时

刻，勾勒作家捕捉“时

代”与“世界”的路径。

王秀涛《知识建国：对新

中国成立前后新华书店

出版物的考察》融通当

代文学史料学、思想史、

文学史等视域与方法，

摘选新中国成立前后新

华书店书籍出版与传播

等方面史料，揭示了当

代知识秩序以及知识生

产的特有方式。白惠元

《向心地理：大国时代的

“故宫形象学”》总揽新世纪以来中国人以故宫

为地理中心想象世界的多种文化实践，对故宫

形象五个面向及其文化构造做出鸟瞰式分析。

曾攀《汉语书写、海洋景观与美学精神——论新

南方写作兼及文学的地方路径》揭示中国新时

代文学中地方性叙事的新探索与新形态，具有

鲜明现实感和理论前瞻性。李哲《从“立人”到

“吃人”：鲁迅与新文学伦理意志的发生》在鲁迅

研究中独辟蹊径，引申并论述新文学伦理意志

向度。

唐弢少年时来到上海，20世纪30年代开始

写作，并结识鲁迅。作为唐弢的文学起点，唐弢

青年文学研究奖在上海颁发，亦是对曾在沪工

作生活30余年的唐弢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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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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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开始我就是‘上海之春’的粉丝，终

于有机会在这个舞台演绎我的交响乐作品——

62年，我圆梦了！”78岁作曲家吴颂今近日在上

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清晰地记得少年时的自

己，第一次听到“上海之春”这个名字时，心中萌

发的巨大冲动。

作为第39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主题引

领”板块重磅演出之一，吴颂今联袂郑阳、徐可

等京沪六位青年作曲家，精选自己的24首佳作

重新编排创作，推出《中国音画——颂今音乐主

题管弦乐组曲》交响音乐会，将于4月10日晚由

青年指挥家张诚杰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

在捷豹 ·上海交响音乐厅奏响。

  岁少年的“遥远音乐梦”

1959年，何占豪、陈钢合作创作的小提琴

协奏曲《梁祝》，在“上海之春”的前身“上海市音

乐舞蹈展演月”首演于兰心大戏院。1960年，

香港新新电影企业有限公司拍摄了电影《渔光

恋》，选择了使用《梁祝》作为全片背景音乐，并

在中国内地放映。

少年吴颂今在1962年暑假看到了这部电

影。“那一年我在南昌一中读初二，因为喜爱音乐，

对有关音乐的事都特别感兴趣。我对《渔光恋》的

配乐印象极深，感觉如泣如诉，又带有越剧曲风，

特别好听。后来问音乐老师，才得知是《梁祝》，由

上海音乐学院创作演奏，源自上海之春音乐舞蹈

节。”于是，“上海之春”四个字，映入16岁少年心

里，开启了一个“遥远的音乐梦”。

“第5届‘上海之春’举办时，江西省歌舞团

和省农垦文工团优秀演员组成了演出队，我后来

从报纸上得知，我喜爱的江西著名歌唱家罗德

成、马存岚、肖玉梅等人在这个舞台演出了《井冈

山上迎客来》《江西是个好地方》等歌曲，受到了

上海听众的欢迎，心里特别高兴，对‘上海之春’

愈加向往。”第6届“上海之春”结束后没多久，上

海天马电影制片厂摄制的舞台艺术片《上海之

春》在南昌上映，“我到电影院一连看了两场，其

中吕其明作曲的大型管弦乐《红旗颂》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

一直在业余学作曲，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就

写出了后来流传极广的儿歌《井冈山下种南瓜》的

吴颂今，1977年恢复高考后，考入了心心念念的

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正规地学习作曲。他的儿时

偶像何占豪、陈钢都留校担任了教授，“我还见到

了朱践耳、吕其明等大师，得到了他们的当面指

教”。

“1982年上海之春音乐舞蹈节，我谱写的《春

天，春天永在我们的校园》《庄户人一步登了天》

《心灵花儿美》等作品，分别由歌唱家周凤兰、方时

珍、金效强、张正宜演唱。我的歌曲也终于登上

‘上海之春’的舞台了！”

向朱践耳、吕其明等偶像们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流行乐开始高

速发展。南下广州加盟中国唱片公司广州公司的

吴颂今，一手捧出了杨钰莹、陈思思、小曾等十多

个风格迥异的流行乐歌手，写出了《茶山情歌》《风

含情水含笑》《女孩的心思你别猜》《情哥去南方》

《军中绿花》等传唱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在流行

音乐界风生水起，吴颂今仍然对“上海之春”心向

往之，一直坚持来观演学习，“1991年朱践耳推出

的《第四交响乐》《第五交响乐》两部管弦乐新作，

我听完真是获益匪浅”。朱践耳、吕其明等偶像们

也给了他巨大的启迪——坚持在个人音乐创作中

凸显中国元素、中国风格，力求雅俗共赏，让老百

姓爱听。

近年来，吴颂今将重心转移到了纯音乐领域，

并写出了《中国音画》这部由24首管弦乐曲组成

的原创大型交响乐新作。今年春天，离那个爱乐

少年种下“上海之春”梦想种子62年之后，年

近八旬的他终于携《中国音画》交响音乐会正式

亮相这个大舞台。

《中国音画》交响组曲由吴颂今联袂郑阳、徐

可、孙小松、王浩宇、张书皓、李子傲等青年作曲家

共同创作而成。组曲精选中国听众所熟悉的吴颂

今原创歌曲旋律为主题，以交响乐思维和器乐化

语言讲述当今时代的中国故事，描绘汉族、藏族、

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摩梭人等民族风情，展现

中国版图上西北、江南、边疆、赣鄱、大湾区等地域

鲜明的人文特色，用音符编织出一幅幅色彩绚丽

的音乐画卷。

《中国音画——颂今音乐主题管弦乐组曲》交响音乐会将上演

  岁作曲家圆梦“上海之春”舞台

■本报记者 姜方

■本报记者 范昕

上海图书馆馆藏马识途捐赠的手稿文献共

25件。图为2004年，马识途为上图中国文化名

人手稿馆签赠书籍。 （上海图书馆供图）

▲顾士本《宁静的国境——乃堆拉》

 顾士本《溪水》 制图：张继

（上接第一版）“旨在向观众传播和普及文学历

史知识，提升其文化和文学素养，同时服务当下

研究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增强对市民的文学感

染力和互动感。”李敬泽形容这是一份沉重的责

任，“上海文学馆做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它的学术架构与根基是否扎实合理。大家一

起致力于上海文学馆学术建设，使它真正成为

在上海、全国乃至全世界有光芒的文学博物馆

和文学生活场所与中心。”

在孙甘露看来，上海拥有一座承载、研

究、讲述自身文学历史的博物馆，其建成将是

中国文学史上极为重要一页。他想到鲁迅在

大陆新村的居所，巴金被日军轰炸所损毁的

居所，茅盾、夏衍、冯雪峰的居所，左联旧址小

小楼房……“一座新的文学馆的设计建造，正

是以建筑形式回应了诞生孕育这批重要作品

的城市记忆。”他相信，上海文学馆将接续着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接续着上海这

座伟大城市的光荣传统，成为未来文学的温

床和摇篮。

以巴金为主体的大数据中心将
持续扩容

业内专家指出，上海文学馆的建设是上海

文学界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彰显“上海文化”

品牌标识度、打造独具魅力的人文之城的具体

实践。第一步即设置“馆中馆”，其中之一为巴

金图书馆。

该馆不仅是巴金专题展厅和图书馆，更是

以“巴金”命名举办各类文学活动的文化空间，

将集文献收藏、活动交流、展览展示和公众文化

交流为一体，打造以巴金为主体的大数据中心

和智慧图书馆。读者和研究者均可查阅、使用

及参与。

巴金图书馆还可提供线上和远程服务，内

容包括巴金生平活动事迹数据库、著译全文数

据库、著译版本数据库、手稿库、影像库、藏品

库、巴金与同时代人数据库等。这些数据库将

陆续推出、不断丰富扩容，最终成为全世界最完

备的巴金数据资料中心。首个揭幕展已确定为

“巴金与上海图片文献展”。

“上海文学馆坐落之处正是红色文脉所在

地，有着悠久历史文化底蕴。”上海市作协党组

书记马文运满怀期待，上海文学馆的建成将打

造新的文学殿堂，建设新的城市地标，成就新的

文学品牌，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赋能。

上海文学馆预计明年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