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styles

08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2024年3月14日
星期四

主编：庄伟伟 责任编辑：陈蕙茹 联系电话：028-86757864 美术编辑：钟辉

专 家 观 点

如何接住这份兴致盎然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
授胡建君以数字音乐专辑《胡笳十
八拍》来生动地阐扬他的理解。《胡
笳十八拍》是新古典音乐作品《戏
韵文音》系列作品之一，由音乐人
窦唯、朝简乐队和京剧名家史依弘
共同完成。东汉末年千古绝唱《胡
笳十八拍》出自蔡文姬，篇幅长、内
容多，如何吸引大众尤其年轻人深
入其乐境，是一大挑战。此次窦唯
的音乐作品以前者词文为本，吉
他、古琴和鼓为主要演奏乐器，人
声由史依弘和他共同完成。前十
一拍以史依弘的京剧青衣念白和
唱腔为底色，糅合对汉语音韵和音
律的理解，演绎主人公情感波澜和

故国相思；后七拍内容描写蔡文姬
归汉，由窦唯演唱。整部作品时长
56 分 56 秒。在新创作与跨界发展
中，戏曲艺术遇到更多厚重且极富
生命力的内容，激发听众的自我再
创作。“由此，文化经典不断注入新
鲜血液，触及听众内心深刻的共
鸣。”胡建君说。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仇鹿
鸣看来，21 世纪以来，我国出现传
统文化热及国学热等现象。随着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本国
文化有了“重新进入”的需求，最近
十多年来尤为明显。这是正常现
象，也是积极的。但不可否认的
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理应是建立

在现代意识上的判断，评估其优缺
点，继承发扬优点，避免缺点。在
各种场合对传统文化的宣传，应是
更为开放的，而非封闭的，应是拥
抱世界的，以科学精神和唯物史观
进行度量，而非盲目追求文明的优
越感。他认为，当下“国学”“国潮”
兴起，深层次原因包括寻求文化上
的自豪感，中华传统文化在课内教
育的分量有所增加，《中国诗词大
会》等以此为核心内容的综艺热
播，也在一定程度上聚焦了年轻一
代的关注度。

传统文化教育从青少年开始
培育。如何能更好地激发青少年
的兴趣和爱好？胡建君表示，把教
室延伸到整个校园，甚至社会大课
堂，提升年轻人的参与度。鼓励青
年在忙碌的课业之外，记得生活比
学识更重要，多关心身边的同学和
朋友，关心自然万物，关心四季流
转，多识草木鸟兽之名。更重要的
是，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和长期阅
读习惯。

仇 鹿 鸣 认 为 ，第 一 ，应 该 承
认，某个个体传统文化项目，可以
有人喜欢，也可以有人不喜欢，不
喜欢也不要紧。第二，如今许多

“国潮”项目大热，怎样“接住”这
份短暂的兴致盎然，将其转化为
长期了解的意愿？需要在社会的
公共自我学习平台上及时和充分
建设，并使之常态化。第三，可以
营造多角度认知传统文化的社会
氛围。例如，相关展览应摆脱策

展时的猎奇视野，不能过度迎合
大众，而应曲不怕高，探索主动塑
造、引领受众。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
进程中，两位专家提到了一些值得
警醒的误区。仇鹿鸣表示，“首先
应该认识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接受，应该是站在了解的基础上，
不应是仰视的，对其切勿盲目神
化。在此基础上，不要将优秀传统
文化复兴与某些旧道德、旧观念复
兴画等号。”

胡建君也表示，专业的事交给
专业的人，找到自己的特长，循兴
趣而为。不需要全民跟风。有人
擅长手工，有人擅长笔墨，有人对
文字有感觉，但不一定什么都学，
追求热门，追求附庸风雅的多才多
艺，结果一无所成。“专注于直抵人
心的一件事做到底。有一技之长
伴随终身，很幸福。如果实在培养
不出特长，做个平平淡淡的普通人
就很好。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自
己完全不擅长的事情上。不需要
自己出现在聚光灯下的舞台上，做
个观众能够欣赏传统文化之美的
境界，也很充实幸福。”

胡建君还认为，对传统文化应
是一个活态的传承，一直在时代当
中，在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
进程里。我们既要向古人致敬，又
要直面当下，追求平淡天真、蕴藉
文雅的传统审美，让心情沉淀下
来，借助各种艺术形式，古为今用，
让生活更美好。

“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

“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中，对文化传承与发展提出了新的目标。

在岁月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一泓清泉，润物

无声。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书法”列

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书法艺术中浸润

的中华文化之美被更多人看见。

见于岩画、刻于甲骨、铸于鼎盘、书于竹帛，有着

3000 年以上历史的中国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

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在今天，

如何将这份珍贵的传统传承下去，让更多年轻人参与其

中，需要的是一种引导，一种激发内心热爱的力量。这不

仅仅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心灵的共振与连接。

借由三个不同的书法人生，我们能感受到，书法爱好

者笔下，流淌的是点滴生活中的字字情深。或许，书法艺

术的时代魅力，正在于此。

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后，东方演艺
集团又推出了《听此青绿——乐咏千里江
山音乐会》，山如歌，青如曲，一弦“乐”古
今。这是对《千里江山图》这一超级IP的
又一次开发利用。

近年来，“高冷”的传世古画，开始成为
热门IP，从《富春山居图》到《千里江山图》，
从《清明上河图》到《冰嬉图》，它们为不同
类型的文艺创作，既提供了素材和灵感，又
贡献了流量。

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克俭教
授认为，中国传世古画用色彩记录中华民
族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横亘万里的锦
绣河山，承载着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记
忆。艺术家通过对传世画作的二度开发，
既创作出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文艺作品，又
唤醒了人们对历史资源的人文记忆，更重
要的是开掘蕴藏于国宝背后的深层文化内
涵，让传统文化以轻盈灵动的姿态走进年
轻人的内心。

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相较而言，舞蹈
界和音乐界对传统古画的开发利用比较广
泛。古画是静态的，如何将静态的画转化
为动态的舞蹈、音乐等新作品？郭克俭表
示，主创人员不仅要对文史资料深入学习
研究，还要有根植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艺
术想象力，始终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之
心。正如《只此青绿》的主创强调：“时时留
心，处处留意，生怕将传统文化的细节弄错
了，将传统文化的魅力弄丢了。”

郭克俭进一步认为，传统古画为现代
人架起了一座通往传统文化的桥。搭建起
这座桥的，除了有艺术家的创意，还有各种
现代科技手段，甚至可以说，正是有了现代
科技的赋能，各种文化创意才能实现高度
融合，通往传统文化场域的桥梁才能建得
宽阔而坚固。依托于CG（计算机图形学）
特效、AI（人工智能）、全息投影、VR（虚拟现
实）、AR（增强现实）等技术手段，一分为二
的《富春山居图》成功合体，《秋林读书图》
可以从平面变得立体，今天的人们可以穿
越千年时空，感受《清明上河图》中的人声
鼎沸和车水马龙。有了现代科技手段的支
撑，如今不仅“人在画中游”成为现实，古画
也可以以舞蹈、音乐、动漫、电影等多种现
代方式“打开”。

在郭克俭看来，通过“打开”古画，我们
找到了一条进入传统文化的新通道。“有人
说：古画动了，世界静了。古画所蕴含的文
化富矿一经打开，悠远的历史场景、历经岁
月沉淀的色彩、饱蘸感情的笔触、娴熟精湛
的技艺，一下子把人拉回到‘从前慢’的时
代。还有人说：古画动了，身体里的DNA也
跟着动了。因为古人的丹青创作和现代的
艺术形式相互碰撞，唤醒了国人内心深处
的文化自信及对中华优秀文化的认同。”

古画动了，
身体里的DNA也跟着动了

国内首部以书法作品为题材的原创舞
剧《永和九年》——兰亭集序·舞传

周五上午，王岗在工作室完成
了书法小班课教学后，就忙着赶往
成都市文化馆，这里下午还有一场
书法大班课。王岗从事书法教学已
经有 24 年，带过的大大小小书法学
员有上千人。“老话说：画画十年，基
本可以卖钱；写字十年，可能自己都
不一定要看。”

美学家宗白华说，“中国的书法本
是一种类似音乐或舞蹈的节奏艺术。
它具有形线之美，有情感与人格的表
现。”书法，称得上“一种表达最高意境
与情操的民族艺术”。王岗说，自己在
高强度教学之余，也兼顾美学和书法
史领域的学习，如同向古人交作业，越
是临习，越感叹古代在艺术审美和情
感融入创作方面的水平，由衷地对这
一优秀传统文化一躬到底。“书法的美
感呈现一方面从情绪入手，一个是碑
帖本身的内容，再一个就是作者当时
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感受：是冷静的，还
是激昂的？是忧伤的，还是热情迸发
的？书法，是‘古人生命的立此存照’，
如文化学者祝勇所言：传下来，不只是
供我们观看，而且供我们倾听、触摸、
辨认——倾听他们的心语，触摸他们
生命的肌理，辨认他们精神的路径
⋯⋯这些存世的书法告诉我们，他们
没有真的消逝。他们在飞扬的笔画里
活着，在舒展的线条里活着。他们，须
臾不曾离开。”

几十年来，他既是循循善诱的书
法老师，也是上下求索的书法行路人，
对书法研究和实践的理解是简单八个
字：我对它好，它对我好。这一过程
中，越来越多教学相长，推着他在艺术
道路上一路向前。这些年来，他很欣
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近书
法，喜爱书法。此前，有一位留学日本
的博士生参观了一次颜真卿的书法
展，被“颜体”书法所震撼。回到成都
后，他找到王岗学习书法，一学就是 3
年。上网课也是很多年轻人选择的学
习书法途径。王岗还有位在澳门留学
的成都学生，一直通过网课学习书
法。上学期，还在澳门办了自己的书
法展览。“中国的书法艺术是一个长期
反复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技艺，更包
含了哲学。中国书画不是真山真水，
是一种对现实的抽象与提炼，展现的
是时代精神。”王岗如是说。

我们的先人，把书法写在骨上，写
在陶上，写在纸上，写在竹上，写在锦
上，写在碑上，写在青铜上，写在瓷器
上，写出了天人合一，写出了力透纸
背，写出了游龙惊鸿，写出了一见倾
心，写进了历史的风里，一刮，醉了上
下五千年的人心。

学书法的人中，或许报书法班的“胡
升”们是最大的那个人群，体味着书法之
乐。拜入成都知名书法家杨代欣先生门下
的段月禾，似已慢慢向书法之道靠近。

在笔墨间浸润了 20 多年的她说，将书
法艺术视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段月禾
是媒体人，从小就学习写字的她，主攻篆
书。初中时，她有幸认识了书法家杨代
欣。师从杨代欣先生后，她便步入了正规
的书道脉络，渐渐地从想写好字，到想成为
一名书法艺术的传承者。对于练字，她的
体会是：先生平时教诲，初学时以古代碑帖
为楷模，持之以恒、孜孜以求，力争形神兼
备，遇浮躁之境而不变。与大多数人学习
楷书不同的是，段月禾选择主攻篆书。在
她看来，篆书是文字和字体之祖，假如书法
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篆书就是这棵大树
的主干，其他书体都是这主干上的分支，不
管是隶书、行书、草书或是篆刻甚至是中国

画，都离不开篆书这条主干。
平时就喜欢安静的她，常常一写就是

一天。工作后，她也一直没有放弃书法这
一爱好。工作之余，她还赶往先生家中，交
作业、上课。“我很喜欢研究临摹古人的
字。”她说，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留下的都
是精华，可以一遍遍汲取。结合对当时历
史人文知识的上溯，这位年轻女白领的人
生，随着书法进阶而推进。

细看段月禾书写的一幅幅作品，笔沉
墨浓、古拙典雅，挺难想象都出自这样一位
温文尔雅的女性之手。现在的她已是成都
市书法家协会会员，练习之余还与许多书
友交流，与朋友一道分享书法的魅力。“美
是拾级而上的，对美的感受也是拾级而上
的。作为从小学写汉字的中国人，终于能
拾级而上，感受到源远流长的书法文化的
美，感受其中的几何美、精神美、故事美等，
很难得，很幸运。”她动情地表示。

“岁岁平安如意到，年年吉祥满门财。”赵
嘉慧的朋友圈晒着一张初三儿子胡升写的书
法春联照片，照片上她留下一个乐呵呵的笑
脸。每到春节，她家门上总会贴上精美的春
联，而这些春联都是出自儿子之手。这个十五
岁的少年，已经连续三年为家中书写春联，字
迹如行云流水，红纸金字间，洋溢着浓厚的年
味和祝福。

儿子对书法的坚持令赵嘉慧感到欣慰。
当初为了让有些调皮的儿子能够静下心来，
她给儿子报了书法班，没有想到儿子这一学
就是五年。写春联也是书法班李华老师布
置的寒假作业。“书法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
要时间和耐心。”李华老师总是这样告诉胡
升。老师要求胡升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
组，每一个片段反复学习，慢慢吃透，而不要
把碑帖草草地“抄”了一遍又一遍。每一个
字都写精，而不是“差不多就行”。他给胡升
布置的作业并不多，每周只需练习一张十八
宫格宣纸，但要求十分严格。每次写完，胡
升都要自己对照字帖批改，觉得写得好的
字，就在旁边画个红圈。当一张纸上画满六
个红圈时，他就可以得到一次休息的机会。

这样的学习方式让胡升觉得书法不再枯
燥无味，反而充满了乐趣。他对照着字帖批改
自己的作品时，仿佛又在心中默默地写了一
遍，这让他对书法的理解更加深刻。

在书法班里，胡升还听到了许多关于古代
书法家的故事，古有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
哭”，后有《史晨碑》《张迁碑》等诸多记录历史
事件的碑刻，又有“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咏出了“信可乐也”之人生畅快⋯⋯其中最让
他印象深刻的就是钟绍京。钟绍京是唐代著
名的书法家，他的字被誉为“如金如玉”。胡升
虽然知道自己无法与钟绍京相提并论，但他仍
然希望自己的书法每年都能够有进步，每年都
能写出更好看的春联。

为了这个目标，胡升付出了很多努力。他
不仅在书法班认真学习，还利用课余时间自己
练习。虽然有时候会觉得累，但他对书法的热
爱让他坚持了下来。

如今，胡升的字已经写得有模有样了。他
知道自己永远无法成为那些书法大师，但他相
信只要不断努力和坚持就一定能够让自己的
春联越来越好看。每年的春节前夕，他都会精
心书写春联送给亲朋好友。每当看到他们欣
赏自己的作品时，胡升都会感到无比的满足和
快乐。

书法和热爱可达
山海辽阔

同学少年，挥斥方遒

满纸清风，兴味浓深

作者：冯路

千姿百态，提笔一瞬

钟爱书法的作家蒋

勋有一段散着墨香的童

年回忆：

“我记忆很深，父亲

很大的手掌包覆着我小

小的手。毛笔笔锋，事

实上是在父亲有力的大

手控制下移动。我看着

毛笔的黑墨，一点一滴，

一笔一画，慢慢渗透填

满红色双钩围成的轮

廓。

父亲的手非常有力

气，非常稳定。我偷偷

感觉着父亲手掌心的温

度，感觉着父亲在我脑

后均匀平稳的呼吸。好

像我最初书法课最深的

记忆，并不只是写字，而

是与父亲如此亲近的身

体接触。”书法是有温度

的。那种温度在大手握

小手里，也在穿越千年

的心意相通时——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活化传承过程中，

如何激发兴趣、激发热

爱？如何以时代精神激

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我们一起来听听两位专

家的观点和思考。

青年琴家赵虹抚琴闲暇，书法也是日常之一 摄影 鲁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