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为山：国际著名雕塑

家。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美术馆馆长，中国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中国城市雕塑

家协会主席，全国城市雕塑

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国雕塑

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 年获英国皇家“攀

格林奖”、2009年获新中国城

市雕塑建设成就奖、2011 年

获首届中华艺文奖、2012 年

获法国美术家协会颁发的

国际美术金奖、2014 年获美

国 洛 克 菲 勒“RRC 首 届 中

国艺术年度人物”、2015年获

得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

工作者称号，香港中文大学

荣誉院士、文学博士，韩国仁

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英国皇

家雕塑家协会院士（FRBS）。

2016 年获中宣部、国务院新

闻办颁授的“讲好中国故事

文化交流使者”称号。

吴 为 山 一 直 以 挖 掘 和

精研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生命

题，弘扬和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他长期致力于中国文化

精神在中国雕塑创作中的融

渗和表现，创作了大量具有

影响力的雕塑，在世界多国

展 览 ，并 被 重 要 博 物 馆 收

藏。他所创作的近 500 件中

国文化名人系列雕塑被季

羡 林 等 大 师 誉 为“ 时 代 造

像”，被国际评论界认为是

“ 中 国 艺 术 新 精 神 的 代

表”。韩国建有他的雕塑公

园，南京博物院等建立“吴

为 山雕塑馆”，罗马意大利

国家博物馆、英国剑桥菲茨

威廉博物馆等世界著名博物

馆永久安放其作品《齐白石

与 达·芬 奇 对 话》、《孔 子》

等。他的代表作《孔子》、《孔

子问道于老子》立于世界多

个国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

文称赞吴为山作品表现了全

人类的灵魂。长期以来吴为

山积极推动当代中国艺术在

世界的传播，为中外文化交

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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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学批评家利维斯在其名著《伟大的传

统》中曾经指出：以简·奥斯汀、约瑟夫·康拉德和

D.H.劳伦斯等为代表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是

“小说家的难处就在于要勾勒出一部条理分明的

作品，同时却也是一幅令人信服的生活画面”，意即

“他们不仅是形式、手法和技巧上的创造性天才，更

对道德关系和人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蓝

石的中短篇小说集《朋友一场》或可被看作是对这

一论断的一种诠释。

无论是展示底层社会众生相的《露天小饭

馆》，还是以下岗女工被生活所迫去充当伴舞女

郎为题材的《穷鬼乐园》，抑或是《公园》里难以启

齿的老年人的忧伤，蓝石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带领

我们走入一个容易被大多数人忽略的世界。由此

带来的阅读感受，就像是在观看一部纪录片，镜头

中的人物进进出出，奔走忙碌，演绎着大千世界的

浮世悲欢，而作者的笔法却总是像摄像机镜头一

样，超然记录着眼前的一切。透过那些看似波澜

不惊的视听面和声色现场，尤其是那些别有韵味

的眼角余光和细枝末节，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人生

况味以及创痛和沉思。

从《露天小饭馆》和《穷鬼乐园》的主题、题

材，到视角、结构，蓝石都在尝试进行某些自我更

新和挑战，蓄意跳出之前几部长篇作品以及类似

《朋友一场》、《亲爱的小熊》和《好日子》这些短篇

作品的经验化叙述，力图将笔端延伸至更广阔的

边缘群像世界。让小说成为时代的听诊器和秘

密心脏。这不仅仅是人道主义同情的叙事伦理，

也不仅仅是批判介入的现实主义锋芒，更有着人

性洞察和超越社会历史维度的恒久眼光。

《露天小饭馆》和《穷鬼乐园》都是以特定的

空间来进行命名，这里表现出蓝石对当下中国社

会百态抽样采撷的某种方法和意图。饭馆、舞厅

和公园，既是封闭的舞台，又是敞开的某种中国

社会的缩影隐喻，人物在这里共同构筑起一个隆

起的现实肌体上的肿块，成为某种症候，可堪读

者去查验和诊断。首先是公共空间的异己存在

和个体疏离。田韶山和王彩霞们苟活于这热闹

的人间，却是被遗忘的存在。他们置身闹市却一

如置身荒原，所谓“原子化的个人”，在这里并非

意指人性的局限，而是某种社会机能的溃散和真

空使然。当他们从某种庞然大物的架构中被抛

出和甩脱，就只能完全依赖于自身和似乎存在的

某种凌驾于其上的无形的支配力量。

与此同时，在这样一种人与世界的关系图谱

中，人并未因其绝望而获得某种自觉的反叛意志

和力量，而是更加沉溺于这一与舞台背景相撕裂

隔离的无助无望，从而生发出某种类似“斯德哥

尔摩综合症”式的自我奴役和捆绑。这方面最为

典型地表现在《好日子》中的高健和老婆赵燕之间

的关系，他被家暴却依然忍气吞声，老婆给他戴绿

帽子并且被他抓了现行，他仍拒不离婚，理由是为

孩子考虑，他心存幻想，幻想破灭以后居然又可以

按照惯有的行为逻辑去继续自己“窝囊废”的人

生。“他天生一副孔武有力的臂膀，究竟为何如此执

念于被奴役的人生，难道这么快就忘了那段不堪

回首的生活了么？”蓝石在小说结尾处的发问，已经

不仅仅关乎剧中人物自身，而是指向现实中“沉默

的大多数”。

所谓“性格决定命运”，于这篇小说而言不仅是

指个体的天赋机能，而是一种更为内在的历史文

化基因，也即鲁迅一直所致力于的“国民性批判”问

题。这样一种社会意识和价值拷问，是我们在《朋

友一场》这本小说集当中能够看到那种与伟大小

说传统之间的一种深层呼应，即“对道德关系和人

性意识有着严肃的兴味关怀”。

另一方面，蓝石的创作与伟大小说传统之间

的对话还表现在对于讲故事这门古老手艺的尊重

和匠心。在讲故事的技艺方面，小说集中最为抢

眼的作品我以为是《露天小饭馆》和《朋友一场》。

前者以一种类似散点透视的笔法，在不疾不徐的

展开和铺陈中娓娓道来，一切看似漫不经心，却颇

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妙趣。而

《朋友一场》在一则日常生活的小概率事件中呈现

出罕见的叙事张力，虽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和惊

险刺激的情节，却有强劲的悬念效果和想象空间。

今年 4 月，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被中宣部、

国务院新闻办授予了“讲好中国故事文化交流使

者”的聘任证书，与莫言、姚明、郎朗等 50 多位学

术大家、文化名家、社会名流一起受聘担任首批

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交流使者。对于一个立志要

与世界对话、把本民族的艺术精神发扬光大的艺

术家来说，吴为山有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自信与崇

尚、对自身事业的执着与坚守以及对全人类文明

价值的认同，这也是为何有如此之多世界关切的

目光投射在他身上的原因。

前不久，在中国美术馆吴为山参加完沈尧伊作

品展览的开幕式，他兴致勃勃地向记者介绍即将在

中国美术馆开幕的法兰西艺术院院士作品邀请展。

该展是中国美术馆 2016 年国际交流系列展中的重

要一项，作为总策划的吴为山倾注了很多心力，对每

一位院士以及他们的展览作品了然于心，他笑着对

记者说：“心中有，记性就好。”

《问道》中的中国之魂

吴为山心中始终坚定着一个信念：文化彰显

着一个国家、民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因此，推动

中国文化和当代艺术的创造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是

中国艺术家的责任。近 30 年来，他在内地及港澳

台举办艺术展，继而在日本、韩国、美国、法国、英

国、联合国总部、意大利巡回办展。他的信念引领

着他的艺术创作和追求。

2010 年，吴为山赴美国参加“中美文化高层

论坛”，在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

学作关于中国文化的演讲，以自己的雕塑作品阐

释了人与天、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文化价值观，

2012 年 9 月，由文化部和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共

同于联合国总部大厦举办“文心铸魂——吴为山

雕塑艺术国际巡展·联合国特展”。这次展览共

展出吴为山的 39 件雕塑作品，其中有以老子、孔

子为代表的文化名人系列作品，以获得英国皇家

雕塑协会“攀格林”奖的作品《睡童》为代表的人

类普遍情怀系列作品，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系列作品。这些作品

汇成精神源流，并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形成内在

的张力，以其美的形成折射出艺术家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广阔的艺术视野，感染观众。展览以《孔

子问道于老子》为核心，两尊象征中国传统文化

支柱的雕像伫立在联合国，它告诉世界，老子、孔

子的微笑传递着一个伟大的民族的仁、义、礼、

智、信。

在有 100 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参加的展览开幕

式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赞：“吴为山作品表

现了全人类的灵魂。看到中国小女孩的塑像，我

立刻联想到那些期望联合国保护她们的尊严、平

等和机遇的女性。而孔子的雕塑则让我回忆起了

自己的童年。我在儒家传统中长大，儒家思想对

我一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修身，齐家，治

国，平天下。时至今日，这番话依然是真理。这些

作品反映的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更表现了全

人类的灵魂。感谢吴为山教授，你用智慧的双手

创造出如此美妙的作品与世界共享。”吴为山向联

合国赠送了其雕塑代表作《上善若水——老子》，

潘基文则以大方厚重的颜体书写了四尺整张的

“上善若水”送给吴为山，他用中国先哲的文辞、中

国的书法艺术表达了对这位中国艺术家、文化使

者的尊敬和赞赏。

吴为山的艺术，通过对母与子、文化圣贤和受

难生灵的塑造，反映了民族的沧桑，呈现了中国人

骨子里渗透着的文化基因，感受到中国人血脉中

的仁爱和不屈的反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

精神及对世界和平的追求。

“对话”中的文化老人

文化创造的原动力是相同的，但文化的表现

形式、呈现面貌却不尽相同，所以，文化要交流，通

过交流巩固和扩大不同文化的共存基础。因此，吴

为山总是在探寻着古代与现代、东方和西方艺术的

相近和相似，试图透过这些文化现象研究不同民族、

不同时代人们的心理结构，从而找到最佳的文化交

流方式：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流要靠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精神！

在世界雕塑之都举办雕塑展需要艺术的底气

和极大的文化自信。2012 年 11 月，继“联合国展”

之后，由中国和意大利两国文化部共同主办了吴

为山作品巡展。吴为山回忆道，他在威尼斯的一

次泛舟中突发奇想：意大利是达·芬奇的故乡，假

如中国的绘画大师齐白石在意大利遇上达·芬奇，

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对话”？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情境？于是，吴为山潜心“策划”了那场旷古绝伦

的中西艺术大家跨越时空的“对话”，当齐白石和

达·芬奇两位长髯的艺术大师塑像伫立在意大利

国家博物馆时，当地观众都对站在达·芬奇旁边

的中国老人产生浓厚兴趣，东方的、中国的、写意

的……中国，在齐白石那深邃而慈祥温厚的眼神

和长长的龙头手杖中得到诠释。

时任罗马文物局局长波洛如此评价吴为山：

“以超现实主义手法虚构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

达·芬奇和中国现代绘画大师齐白石的对话，寓

意中意两国跨越时空的文化艺术交流，富有深意，

作品本身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意大利国家博

物馆馆长德拉吉说：“吴为山在艺术上讲‘意大利

语’，他知道如何把当代中国文化艺术与意大利

的艺术联系起来。看着齐白石、达·芬奇两位艺

术大师的雕像，我想到了米开朗琪罗、马里诺·马

里尼、贾科梅蒂。吴为山是东方可以与意大利历

史上的大师并肩对话的艺术家。”时任罗马美术

学院院长季拉尔多·罗·鲁索认为，吴为山的雕塑

所 表 现 出 的 艺 术 性 有 着 不 可 取 代 的 价 值 与 魅

力。他的创造性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通过他的

作品，人们跨越了东西方的鸿沟，达到了艺术高

境界的汇通。

这次展览之后，吴为山的组雕《对话——达·
芬奇与齐白石》经意大利国会通过，永久收藏并陈

列于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在这座世界艺术的圣殿

中，吴为山在富有诗意的线条里构建了自然生命

的永恒，用富有动感的造型表现了民族同胞的面

貌，用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传播着中国文化和中

国精神。他的作品《在一条船上——达·芬奇与齐

白石的神遇》完美地表现了这次“对话”的神韵：你

在船的那头，我在船的这头，我们同在人类文明的

漫漫长河里泛舟。人们通过这些作品，关注到了

作为东方艺术符号的齐白石和中国当代雕塑的新

创造，更关注到了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的

历史价值。

满面春风走世界

吴为山带着自己的艺术作品“走出去”展示了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更展示了当代中国的新形

象。通过艺术故事的描述，不仅使世界更多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也使中国的雕塑艺术进一

步受到全世界的礼遇。

改革开放以后，中华文化越来越多地“走出

去”，开展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

流，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环境的激励下，吴为山开

始了他与世界的“对话”，他的作品逐步“落户”世

界不少国家。

上世纪 90 年代，吴为山作为欧洲陶艺工作中

心的高级访问学者到荷兰学习。在向当时的来自

世界各地的艺术大师、艺术评论家以及荷兰文化

官员进行工作汇报时，吴为山的作品——鲁迅、费

孝通、齐白石等极具代表性的“中国人”肖像一经

出现，在场不少熟悉这些中国人的艺术大师们就都

纷纷赞叹这些雕塑的“传神”。正是由于这一系列

中国文化人物雕塑作品，荷兰王室盛邀他为当时的

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塑像。1996 年 12 月 6 日，

荷兰举行了隆重的雕像交接仪式，吴为山在交接仪

式上说：“女王的微笑里饱含着对中国人民的友好，

她是郁金香国度美的象征。”各大媒体纷纷赞誉道：

“中国的贝娅特丽克丝来到了荷兰！”1999 年 4 月

16 日，女王访华，参观了吴为山大量的作品后，握

着他的手说：“你的‘老人’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中

走出来的。”2006 年吴为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大型

作品展时，女王发来贺信。2015 年，荷兰国王访

华，亲自向吴为山带来他母亲贝娅特丽克丝的问

候。女王和一位中国艺术家的故事成就了一段文

化佳话。

从那以后的近 20 年间，吴为山塑造了很多古

今中外杰出的文化名人雕像，并积极推向世界。

2005 年韩国建立了“吴为山雕塑公园”，将老子、

孔子等永久立于韩国，2007 年英国剑桥菲茨威廉

博物馆收藏并永立吴为山《孔子像》，美国霍普金

斯大学、巴黎大学等国外很多高校收藏并陈列了

吴为山的中国人物系列雕像。以老子、孔子为代

表的中国圣贤立于世界许多国家，他们以温润和

悦的微笑向世界问候，向世界传道。

吴为山通过雕塑彰显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对

西方艺术的借鉴，表达中华民族与时俱进的审美

理想。2012 年，法国美术家协会在巴黎卢浮宫举

行了盛大的“国际美术展”颁奖典礼，吴为山的作

品《天人合一——老子》获得唯一的雕塑金奖，吴

为山成为该国际艺术展览开办 120 多年来首次获

得该雕塑奖项的中国人。《天人合一——老子》是

一座高 90 厘米、宽 60 厘米、厚 52 厘米的青铜雕塑，

人物身体呈中空造型，内壁用篆书刻满《道德经》，

虚空的穹窿寓有“虚怀若谷”意蕴；《道德经》则寓

有“满腹经纶”之意。吴为山说：“当代中国艺术只

有将传统和生活融渗，才能进入世界艺术的语境，

才能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反

复锤炼艺术语言，融老子思想和形式于一体，具有

视觉震撼和文化穿透力。吴为山对记者说：“获得

这样的荣誉，不仅是我个人的努力与成就，还在于

中国哲圣老子的感召力量，更在于中国在国际社

会地位的日益提高！”

2015 年 11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新加坡

中国文化中心揭幕仪式，中国美术馆和新加坡国

家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美术作品展在新加坡中国文

化 中 心 展 出 ，此 次 展 览 的 主 题 是“ 梦 笔 新 境 ”。

“梦”，不仅仅是中新两国几代艺术家所追寻的艺

术梦，也是“中国梦”“新加坡梦”，连接着人与人、

国与国；“新”，是“新的境界”“新的时代”“新的未

来”。当习总书记询问吴为山在塑造孔子时参照

了哪些资料时，吴为山回答说：“在塑造孔子雕像

前我做了大量的研究，参照了吴道子的孔子像，

古代典章中对孔子的有关描述，特别是《左传》中

对孔子的评述，以及我本人对孔子思想的领悟。

孔子的整体形象象征着一座文化泰山，从后面看

是一座文化丰碑，从他的面部表情看，孔子面对

四海宾朋，满面春风，可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

取得如此成就的背后是吴为山异于常人的付

出，他的作品无不体现着他对中国文化孜孜不倦

的探求和领悟。访谈过程中，他说的最多的就是

感恩传统文化的滋养，感谢这个时代的培养，这个

时代赋予了中国文化艺术新的生机，让艺术家们

拥有了更加广阔的创作空间，因此，他要坚持不

断地将中国人的形象、中国文化的形象屹立在世

界的空间。不仅如此，他还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委

派，在德国马克思的故乡塑造马克思像，以中国

艺术家的智慧之手塑造出中国人民所理解的马克

思。当德国总理默克尔问吴为山：“你既塑孔子，

又塑卡尔·马克思，他们有什么相同点？”吴为山

回答：“他们同是人类史上伟大的人物。”

“中国文化是世界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雕塑

艺术的成就将丰富人类文化的宝库，只有对话于

世界，才能屹立于世界。作为一个有一定影响力

的中国艺术家，要用自己的艺术语言讲好中国的

故事、中国人的故事，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对世界

的贡献，中国文化对人类发展的历史价值，展示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展示蓬勃发展的中国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任重而道远，吴为山却乐此不疲。

人性洞察和恒久眼光
———评蓝石小说集—评蓝石小说集《《朋友一场朋友一场》》

刘 兵

9 月 24 日，一位南方小朋友在央视一档节

目中说，他们班目前仅有 4 位同学会说当地的

方言。在场的相声演员李伟健接着披露，过去

到上海演出时，用上海话和台下观众互动，会得

到热烈回应。而现在去上海演出时用上海话交

流，台下的观众反应却很平淡。因为现在的观众

已经不是过去的“老上海”了，这些观众大多生活

在普通话环境里，日常生活中不再说老上海话

了。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方言，这一含蕴着乡

土情怀的语言载体，这一文化乡愁最自然朴素

的呈现方式，目前却正处在逐渐消失和异化的

尴尬境地。

普通话是中国人使用最为普遍的语言。

这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方言彻底抛弃。当前一

些地方，尤其是某些乡村地区对传统方言的轻

视，是一种令人忧虑的社会现实。比如，很多农

村小学改用普通话进行教学，老师本身所说的普

通话却不标准，教出来的学生所说的“普通话”更

是五花八门，怪腔怪调。这种“羊肉串味的普通

话”被当成时髦，纯正乡音则被认作土气过时的

象征，成为嘲笑的对象。甚至有的地区的孩子说

起英语来非常流利，让他们说几句家乡话却觉得

土得掉渣而羞于开口。目前，据说某些地方色彩

浓郁的方言在当地的青少年中，已经成为了“只

会听不会说”的“文化遗存”。

贺知章留下令人难忘的深情诗句：“少小

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们的乡音里

满蕴着乡情和亲情，那些“羊肉串味的普通话”

里，怎记得住原汁原味的美丽乡愁？试想，如果

豫剧、秦腔、越剧等地方戏曲，都改用普通话来

演唱，还会有动听的乡音所带来的那种独特传

统韵味和地方风采吗？

前些天，笔者参加了中华诵读大赛的评委

工作。大赛总监审项建新谈到专门设立“方言

诵读”环节时表示：“‘方言诵读’不仅可以有效

地拓宽诵读对象，有效地推动全民诵读，而且还

能以乡音的方式回味乡愁，留住乡愁。‘方言诵

读’是一种有趣、有效、有意义的‘记住乡愁’的

文化传承模式。”确实，乡愁其实就是对故乡的

一种温暖怀想：心中牵挂着故乡的亲人，梦中回

想着故乡的山水，耳边萦绕着淳朴的乡音。如

果乡音都变异成“羊肉串味的普通话”，也就相

应地淡化了乡愁所特有的那种魂牵梦绕的地

道和朴实。

多年前，笔者曾经在一首诗中感叹：“床下

边趴着的那鞋，每天顺着普通话走路；床上边折

叠的那梦，也在用普通话打呼噜。很想写一首怀

乡的诗，但是写不出那份土。”在全球化浪潮汹

涌澎湃、城镇化进程迅猛推进的当下，乡音所

承传的地域文化血脉也显得越来越珍贵，越来

越重要。保护乡音，一方面需要加强系统性研

究和学术性梳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让

乡音继续在合适的地区人群中尤其是青少年

中真正运用和传承下来。

乡音好听，乡音情重，乡音无改何其难。

只有在动态的日常生活中，只有在人间烟火氛

围里，乡音才能获得鲜活的生机，才能拥有滚

烫的体温和真实的呼吸。

乡音无改何其难
高 昌

潮音阁

近日，湘潭市艺术剧院携湖南花鼓戏《齐

白石》进京演出并召开了剧目专家研讨会。来

自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剧协、《中国戏剧》杂

志社、中国戏曲学院的十多位专家学者与会，

对该剧创作得失、艺术风格等展开深入探讨。

齐白石曾云：“不慕名利，方可从事于画”。

剧目清晰勾勒齐白石从一名乡村木匠成长为

一代艺术巨匠的过程，并重点体现了齐白石质

朴、执着的精神风采。与以往讨论剧目先从主

题思想、演员表演谈起不同，甫一听到剧名，很

多专家和观众先发问的是“花鼓小戏，能诠释好

世界名人吗？”好在，主创者在创作伊始就曾对

此进行仔细掂量。编剧周国兴，导演何艺光的

共识是：齐白石一生传奇，故事说不尽。但是用

花鼓戏演绎齐白石是适合的，不仅因为他是故

乡人，更因为两者都源于乡野，带有浓郁的泥土

气息。剧目找到了齐白石的为人为艺的几个关

键词“质朴”“不甘心”“执着”，选取齐白石一生

中有代表性的几个故事：有投身金石书画之学，

经受老师各种考验。有朋友推荐他去做官，他

坚决不受。有抗战时期的民族气节，还有他晚

年画和平鸽，荣获国际和平奖……此剧剧本语

言风格也建立在花鼓戏这个喜剧性较强的剧种

风格上，富有湖南人的喜乐情趣。

与会专家对《齐白石》采用平民视角、通俗

的风格纷纷表示认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薛若琳说，该剧突出了齐白石的民间性，很接

地气。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龚和德认为，该

剧做到民间艺术传统和文人艺术传统的结合。

剧作家盛和煜概括《齐白石》的特色是雅俗共赏，

大雅大俗。《中国戏剧》原副主编安志强认为：

“这部戏反映了生活的真实，生活气息特别浓，

语言特别生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

长王馗说，花鼓戏中以二小戏、三小戏为代表，

在戏曲剧种中有独特的美感，具有乡土视角、平

民风格、幽默色彩等特点，而将近代大艺术家齐

白石搬上舞台是对剧目的创新与丰富，是改革

剧种的努力，让人感觉不拘一格、耳目一新。

对于该剧舞美、音乐、表演等多方面的呈

现，与会专家也认为可圈可点。为了体现白石

老人的质朴本色，整台戏在舞美上追求简洁、

质朴，音乐上融入了湘潭特色民谣、山歌、号子

以及现代时尚音乐等艺术元素，此外主演周回

生对齐白石的人物外形塑造上也较贴切。中国

剧协分党组原副书记王蕴明表示，编、导、演、音

都值得赞赏。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黄在敏认

为，该戏剧节奏流畅，把孤立的事件通过节奏形

成了一个整体，有着编导演的匠心独运。

专家们对剧目完善提出了建议：为更好表

现齐白石在文化和艺术上的献身与追求，绘画

风格和艺术道路要充分展示，艺术主张与艺术

变革应明确表现，例如徐悲鸿拜访齐白石、

“衰年变法”等部分应再加工。

笔 墨 见 真 淳
———专家点评花鼓戏—专家点评花鼓戏《《齐白石齐白石》》

本报记者 刘 茜

大家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