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描画美好家园建设者身影

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医生、教

师、科学家……一代代奋斗者的青春，在

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奉献乃至燃烧。

《霓虹灯下的哨兵》《鹰击长空》《青年

鲁班》《山乡巨变》《朝阳沟》《登上世

界最高峰》《雷锋的故事》《焦裕禄》

《雏鹰高飞》《未来在召唤》《夹金山上

的高原玫瑰》 及 20 余幅年画、 宣传画

等，刻画了 75 年来各行各业人物的奋进

面貌。 展厅里还设置了文献展示区，可

一睹部分展品的画家创作原稿。 比如，

创作于 1964 年的《霓虹灯下的哨兵》，

讲述了这支连队支部高举革命红旗，击

退敌人的进攻，最终抵制了“香风毒气”

侵蚀的故事。连环画《鹰击长空》展现了

我志愿军空军某大队在一场空战中痛歼

美国空军王牌“老秃鹰” 的故事。

农村题材作品《山乡巨变》和《朝

阳沟》分别呈现不同时期两个小山村里

发生的故事———无论是年轻的资江团县

委副书记邓秀梅带领大家开展农业合作

化， 还是城市姑娘银环落户农村， 从中

都可看到当时的年轻人投身建设美好家

园的身影。

1954 年新中国第一次技术革新运

动在全国各行各业迅速展开，1966 年出

版的连环画《青年鲁班》描绘了青年建

筑工人李三辈用计算方法革新手工操作

“放大样” 这一技术难题的故事。 在困

难面前，他不动摇，不退缩，终于改革成

功，破除了“不放大样，除非鲁班” 的迷

信。 此外，连环画《雏鹰高飞》勾勒出年

轻乒乓球国手在国际比赛中携手拼搏夺

冠、为国争光的故事。

焕发连环画重镇新活力

所谓“一百零八上苑” ，是原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旧址。 如果说上海是中国

现代连环画的发源地和摇篮， 那长乐路

的人美社可以说是发源地中的“源头” 。

这里先后涌现出赵宏本、 程十发、 顾炳

鑫、贺友直、钱笑呆、陈光镒、颜梅华等

百余画家，号称“一百零八将” ，这也是

“一百零八上苑” 名字的由来。如今院内

“中国连环画的摇篮” 石碑，正是连环画

家汪观清所题。

“一百零八将” 融汇白描、工笔重

彩、 水墨等中国传统绘画与西方写实绘

画经验， 形成了近代海派连环画鲜明的

艺术性， 也奠定了上海人美在连环画史

上的扛鼎地位。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作为与新中国共同成长起来的一家专业

美术出版社，创作出版的连环画、年画、

宣传画，占据全行业半壁江山。 ” 该社党

委副书记金国叶谈到， 艺术是时代的镜

子，要真实记录历史变迁，真切反映人民

心声，才能具有持续焕新的生命力。

与展览同期，“十四五” 国家重点

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强国图志” 系列

继《强国图志：从宣传画里看新中国发

展之路》《大地芳菲： 宣传画里的新中

国女性形象》后，推出第三本《人民至

上：年画、连环画、宣传画里的新中国百

姓生活》。

许旸

“海岛冰轮初转腾 ” ，10 月 22 日

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纪念日 ，

伴随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婉转

典雅的唱段在国家大剧院水下长廊响

起， 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袂推

出的 “梅韵霓裳 ” ———北京京剧院藏

梅兰芳、梅葆玖戏曲服饰展正式开幕。

各界嘉宾共聚一堂， 共同纪念梅兰芳

诞辰 130 周年、 梅派艺术传人梅葆玖

诞辰 90 周年。

精挑细选

29件套服饰公开展出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京剧院携手举

办本次展览，向梅兰芳、梅葆玖两位伟

大的京剧艺术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开

幕式上，北京京剧院院长秦艳从“鲜明

的时代属性”“丰富的艺术价值”“不可

推卸的传承重任” 三个方面，讲述了举

办此次“梅韵霓裳” 戏曲服饰展的初衷，

希望此次展览让戏曲服饰 “活起来”

“火起来” 。

梅葆玖弟子胡文阁代表梅派传人发

言， 他表示， 在梅兰芳大师诞辰纪念日

举办此次展览，意义重大。“梅兰芳大师

和梅葆玖先生作为美的创造者和美的化

身， 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创新精神将京

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他们创

造、 发展并逐渐形成规制的梅派戏装，

俱是艺术杰作。 作为梅派艺术第三代传

人， 不仅要把梅派艺术之美至真至纯地

展现在海内外观众面前， 更要传承他们

留传至今的宝贵艺术遗产， 让梅派艺术

绽放永恒的艺术魅力。 ” 当晚，胡文阁还

在国家大剧院主演了梅派经典名剧《穆

桂英挂帅》。

北京京剧院副院长、 本次展览策展

人朱甲介绍， 北京京剧院自 2023 年 5

月起就启动了梅兰芳、 梅葆玖两位先生

的戏服整理工作， 历时一年多时间，经

过专家顾问的考证、整理、评审、论证，

从 80 余件套戏服、头面中精选 29 件套

进行展出， 其中绝大多数为首次向公众

展示。

展览以 《游园惊梦》《霸王别姬》

《西施》《洛神》《贵妃醉酒》《太真外

传》《凤还巢》《抗金兵》《穆桂英挂

帅》九部梅派代表剧目为线索，展出两

位艺术家曾经穿过使用过的精美戏曲服

装、头面；同时配合舞台布景、道具、书

画作品、 黑胶唱片以及丰富的文献资

料， 立体化呈现剧目创作、 服装设计及

角色塑造背后的故事。

流连忘返

每件都代表一出经典

走进展厅，每一件展品都熠熠生辉，

吸引众人驻足欣赏。《霸王别姬》单元展

示的“虞姬剑舞衣”“粉缎绣牡丹绶带鸟

楚宴衣”“黄缎绣牡丹绶带鸟楚宴衣” ，

件件颜色搭配讲究，做工极其精美，充分

体现了中国戏曲服装色彩运用之美。

《西施》是梅兰芳创立承华社后的

第一部新戏，此单元展出的女帔、斗篷、

蓑衣等五件戏装， 都将当时流行的新材

料融入设计当中， 还选择芭蕉纹这样凸

显人物地域特色的纹样作为女帔主体纹

样，无疑是大胆的创新与突破。

《贵妃醉酒》单元中的“红缎绣团

凤女蟒” 和“红缎绣飞鸟花卉宫装” ，更

是光彩夺目、雍容华贵。

《穆桂英挂帅》是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献礼剧目， 这是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

后排演的第一出新戏， 也是他排演的最

后一出戏。 本单元展示的“紫缎绣团花

女帔” 和“红缎绣凤凰女靠” 从常服和

戎装两个不同角度， 体现了梅兰芳对穆

桂英人物性格的塑造。

一位老戏迷一边看展， 一边不由感

慨道：“这些戏服，每一件都代表着一出

梅派经典剧目， 每一件都体现了京剧大

师的风采。 看到它们， 就像是看到了当

年先生们唱戏的身影。 ” 还有不少青年

京剧演员在整套名贵华丽的点翠头面前

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在策展专家、展品等方面，此次展

览得到了梅兰芳纪念馆、中国戏曲学院

提供的极大帮助，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

亲自为展览题字。 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10日。

王润

太虚幻境、纱幕低垂，金陵十二钗从

景深处款款走到台前， 精致、 克制、唯

美。 近日，民族舞剧《红楼梦》在北京天

桥艺术中心上演， 随着演员一次次谢

幕，观众的掌声与欢呼声持续不断。

以开场售罄为始、掌声如潮收尾，江

苏大剧院出品的民族舞剧 《红楼梦》自

2021 年首演以来， 已走过 34 座国内城

市，演出 270 余场，与约 45 万名观众双

向奔赴。 今年 9 月首次出境在新加坡演

出， 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张力

和当代审美带出国门。

改编经典，自带光环，亦有束缚。 民

族舞剧《红楼梦》究竟有何魅力一再请

君入梦？

第一重美，青春视角新说红楼。将一

部有 120 回的章回体小说浓缩为约 2

个小时的舞台演出， 视角与叙事尤其重

要。 民族舞剧《红楼梦》为古典意蕴找

到了当代表达， 黎星、 李超两位青年导

演没有拘泥于常规路数， 演绎出年轻人

心中的红楼。

整部舞剧叙事上采取传统章回体小

说结构， 分为 “入府”“幻境”“含酸”

“省亲”“游园”“葬花”“元宵”“丢

玉”“冲喜”“团圆”“花葬”“归彼大

荒” 十二章目，既各自独立又可串联成

篇。 其中，不乏元妃省亲、刘姥姥进大观

园、 黛玉焚稿等名场面， 还创造性地加

入金陵十二钗合体等新场面， 构建具有

当代艺术青年观点的舞剧语汇。

“一条宝黛感情纠葛主线，一条贾

府家族兴衰辅线，用传统章回体形式对

经典进行解构，两线并进串联全剧十二

章目， 这是改编创排过程中最大的创

新。 ” 该舞剧导演、主演黎星说。

第二重美， 中式美学赋韵金钗。 文

学是语言的艺术，转化为舞剧则需要赋

形于视觉。“民族舞剧《红楼梦》的美学

是传统的，它的审美、气息，包括舞美、

服装细节等设计，我们都用了中国传统

的语汇去进行包装、解构、整合。 ” 在李

超看来，这部舞剧就像“转接口” ，一边

连着传统文化，一边连着现代审美。

看服装， 以清代古画和戏曲服饰为

灵感， 融入原著寓意人物性格的花语，

既赋予金陵十二钗强辨识度，也体现美

人如花摇曳；看舞美，巧用中国水墨画虚

实相生的创作理念，将帷幕、屏风、桌椅

和灯光巧妙搭配；看灯光，将层层帘幕作

为载体，光影设计上选取流光浮云、珠帘

金屏、落花滴雨等视觉元素，营造出大梦

一场、虚实之间的大观园气质。

第三重美， 翩鸿一舞引人入梦。 用

舞蹈动作表达出人物内心情绪， 颇具挑

战。 排练时，每位演员不仅要熟读原著，

还要为角色写人物小传，一个小眼神、小

动作的拿捏，都需要与人物严丝合缝。

精明强干的王熙凤在剧中有一个非

常符合她性格的设计———“指” ，有惩戒

下人的“指” ，有打小算盘的“指” ，有表

示赞许的“指” ……“舞剧相对抽象，主

要靠动作的编排以及演员对动作力度和

节奏的处理来凸显人物性格，更离不开对

人物的理解。 ” 王熙凤的扮演者李倩说。

文化生产是创造性劳动， 核心在人。

人才济济、新人辈出，文化才能繁荣兴盛。

“别的剧都是先有团再有剧，而我

们是先有剧后立团。 ” 江苏大剧院总经

理、民族舞剧《红楼梦》出品人廖屹说，

上级主管部门坚持对意识形态 “不撒

把” 、对艺术创作“不干预” 、对成果体

现“不苛责” ，最大程度把创演主导权交

给年轻导演、编剧、作曲和舞者，充分激发

出青年艺术家的创新创造活力，也让江苏

大剧院探索出一条联合多个制作方为主

创模式、以打造生产型表演艺术中心为主

要目标的原创剧目生产制作路径。

去年 8 月，民族舞剧《红楼梦》摘得

第十三届中国舞蹈 “荷花奖” 。 业内专

家评价， 该剧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予

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次有益

尝试， 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品与现代

顶级舞美的对话，彰显了“第二个结合”

的实践伟力。

新华 /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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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0 月 28 日，学术研究大展“百

年吞吐———刘海粟书法大展” 在上海

刘海粟美术馆举行，超 200 件展品背

后都有故事，它们构成了刘海粟百年

恢宏跌宕的人生。 此番是国内最大规

模的刘海粟书法展。

展陈空间以碑林为灵感，分为六

个篇章， 由六个不同的主题展开叙

事。展览的第一篇章《诗书传家 笔歌

百年》， 主要讲述刘海粟学习书法的

历程。 第二篇章《见字如晤 纸短情

长》， 着眼于刘海粟的信札手稿及家

书。第三篇章《吐故纳新 蝉蜕龙变》，

对刘海粟书法艺术进行了学术上的分

析。第四篇章《四海风云 百年沧桑》，

重点展示刘海粟的书法与人生。 第五

篇章《笔耕墨舞 纸上江山》，主题是

刘海粟绘画里的书法。 第六篇章为

《沧海一粟 壮丽一生》， 讲述刘海粟

的艺术人生， 这一展览同时将作为上

海刘海粟美术馆的长期陈列展。

六个篇章从不同的切面聚焦于

刘海粟的作品和故事，全面、立体、鲜

活地呈现刘海粟书法的文化价值、学

术价值和当代意义，展现中国书法的

独特文化魅力。 尤其特别的是第五篇

章，不仅仅展示了很少出现在公众面

前的刘海粟早年的临摹之作，还创新

性地将研究的眼光聚焦于绘画中的

书法，打开了研究刘海粟艺术历程的

更多角度。

刘海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拓

荒者， 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人。

他的一生可以称之为“传奇” ，其磅

礴的气象、旺盛的生命力、恢宏的气

韵、丰富的学养和高度的自信，有意

无意间实现了会通中西的精神。 刘海

粟对各个书法流派兼收并蓄，而至晚

年进入化境，自成一家风貌，在他大

气豪放的个性及审美取向影响下，其

书法总体上表现为一种拙朴浑厚的

阳刚之美，体现出古拙雄强、朴茂寸

劲的艺术个性，取自苏轼“当其下手

风雨快， 笔所未到气已吞” 诗句的

“百年吞吐” 因此成为展览的名称。

徐翌晟

200余件展品书写刘海粟传奇一生

� � � � 新 华 社 电 两 岸 山 河 情———

2024 海峡（闽台）艺术交流展日前在

台北开幕， 福建与台湾 47 位艺术家

共展出 81 件书画作品， 吸引岛内各

界嘉宾与艺术爱好者参观。

此次展览以两岸文化艺术交流

为核心，以书画艺术为主轴，呈现传

统水墨、粉彩 、书法 、篆刻及雅石艺

术，展现丰富多元的中华艺术风貌。

“两岸书画爱好者在风格取向上

不尽相同，但两岸年轻一代的艺术创

作愈发相近，都更加注重内心情感的

表达。 ” 展览学术指导、台湾艺术大

学书画艺术学系主任蔡介腾受访表

示，本次活动更为两岸艺术创作者提

供了个人作品展现、技巧互鉴的宝贵

平台。

开幕当日，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台

湾艺术大学教授吴恭瑞，以及新北市

新庄书画会会长林钦商现场挥毫，示

范水墨及书法技法，吸引众多参观者

驻足欣赏。

展览将在台湾中华科技大学艺

文中心展出至 11 月 15 日。

2024海峡（闽台）艺术交流展

亮相台北

近日，“延安九日———陈嘉庚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特展” 在北京中国华侨历

史博物馆开幕，将持续到 2025 年 3 月。 展览以陈嘉庚先生 1940 年访问延安的九天

为主题重点，展示陈嘉庚先生与中国共产党同声相应、同心相知、同向而行的历史往

事，再现广大华侨的爱国情怀。 该展览是中国侨联、国家文物局共同开展的“共和国

印记———侨心共筑中国梦” 主题活动中的重要一项，是中国侨联纪念陈嘉庚先生诞

辰 150 周年的主要活动之一。 新华 / 传真

“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今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邀请展” 日前在陕西

省美术博物馆开幕。 本届展览以“丝路共鸣·无界艺术” 为主题，展出作品 700 余件，

涵盖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画等多个艺术门类。 新华 / 传真

近日，2024 世界大河歌会在重庆市万州体育场举行， 这也是第十五届中国长江

三峡国际旅游节主题活动之一。本届世界大河歌会以“让世界听到长江的声音 ” 为

主题，以长江流域特色的代表性经典曲目及歌咏大江大河的曲目为基调，通过传统

与现代碰撞、国际与国内交融、经典名曲与新创作品的交流，形成集国际性、艺术性、

互鉴性、交融性、观赏性、参与性于一体的歌唱盛会。 图为在歌会上表演的舞蹈《轻

舟已过万重山》。 新华 / 传真

多幅作品描摹历史细节，定格一代代奋斗者的青春

海派连环画串起 75年时代足迹

在中国现代连环画的摇篮上海， 步入长乐路的弄堂深处，“一

百零八上苑草坪系列艺术展” 年度新展“青春献给祖国———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艺术展” 正在展出，精选了一批上海人

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珍藏的连环画、宣传画和年画，这些经典作品串

起 75 年来的中国故事、中国足迹，生动呈现了中国人民在不同历史

时期的奋斗历程和精神风貌。

宣传画勾勒时代背景，连环画描摹历史

细节，年画展现人民生活图景，市民读者从

这些作品中能真切触摸历史，体味时代大潮

中国家和人民的同呼吸、共命运。 该展免费

向公众开放，将持续至 11 月 30 日。

多幅作品描摹历史细节，定格一代代奋斗者的青春

海派连环画串起 75年时代足迹

北京京剧院藏梅兰芳、梅葆玖戏曲服饰展开幕

欣赏梅派戏装感受大师风采

以舞“入梦” ，美在何处？

———民族舞剧《红楼梦》火爆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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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舞剧《红楼梦》剧照。

观众在参观展览。 新华 / 传真

连环画《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连环画《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

“海岛冰轮初转腾 ” ，10 月 22 日

是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纪念日 ，

伴随梅派经典剧目《贵妃醉酒》婉转

典雅的唱段在国家大剧院水下长廊响

起， 北京京剧院与国家大剧院联袂推

出的 “梅韵霓裳 ” ———北京京剧院藏

梅兰芳、梅葆玖戏曲服饰展正式开幕。

各界嘉宾共聚一堂， 共同纪念梅兰芳

诞辰 130 周年、 梅派艺术传人梅葆玖

诞辰 90 周年。

精挑细选

29件套服饰公开展出

国家大剧院与北京京剧院携手举

办本次展览，向梅兰芳、梅葆玖两位伟

大的京剧艺术家致以崇高的敬意。 开

幕式上，北京京剧院院长秦艳从“鲜明

的时代属性”“丰富的艺术价值”“不可

推卸的传承重任” 三个方面，讲述了举

办此次“梅韵霓裳” 戏曲服饰展的初衷，

希望此次展览让戏曲服饰 “活起来”

“火起来” 。

梅葆玖弟子胡文阁代表梅派传人发

言， 他表示， 在梅兰芳大师诞辰纪念日

举办此次展览，意义重大。“梅兰芳大师

和梅葆玖先生作为美的创造者和美的化

身， 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和创新精神将京

剧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由他们创

造、 发展并逐渐形成规制的梅派戏装，

俱是艺术杰作。 作为梅派艺术第三代传

人， 不仅要把梅派艺术之美至真至纯地

展现在海内外观众面前， 更要传承他们

留传至今的宝贵艺术遗产， 让梅派艺术

绽放永恒的艺术魅力。 ” 当晚，胡文阁还

在国家大剧院主演了梅派经典名剧《穆

桂英挂帅》。

北京京剧院副院长、 本次展览策展

人朱甲介绍， 北京京剧院自 2023 年 5

月起就启动了梅兰芳、 梅葆玖两位先生

的戏服整理工作， 历时一年多时间，经

过专家顾问的考证、整理、评审、论证，

从 80 余件套戏服、头面中精选 29 件套

进行展出， 其中绝大多数为首次向公众

展示。

展览以 《游园惊梦》《霸王别姬》

《西施》《洛神》《贵妃醉酒》《太真外

传》《凤还巢》《抗金兵》《穆桂英挂

帅》九部梅派代表剧目为线索，展出两

位艺术家曾经穿过使用过的精美戏曲服

装、头面；同时配合舞台布景、道具、书

画作品、 黑胶唱片以及丰富的文献资

料， 立体化呈现剧目创作、 服装设计及

角色塑造背后的故事。

流连忘返

每件都代表一出经典

走进展厅，每一件展品都熠熠生辉，

吸引众人驻足欣赏。《霸王别姬》单元展

示的“虞姬剑舞衣”“粉缎绣牡丹绶带鸟

楚宴衣”“黄缎绣牡丹绶带鸟楚宴衣” ，

件件颜色搭配讲究，做工极其精美，充分

体现了中国戏曲服装色彩运用之美。

《西施》是梅兰芳创立承华社后的

第一部新戏，此单元展出的女帔、斗篷、

蓑衣等五件戏装， 都将当时流行的新材

料融入设计当中， 还选择芭蕉纹这样凸

显人物地域特色的纹样作为女帔主体纹

样，无疑是大胆的创新与突破。

《贵妃醉酒》单元中的“红缎绣团

凤女蟒” 和“红缎绣飞鸟花卉宫装” ，更

是光彩夺目、雍容华贵。

《穆桂英挂帅》是新中国成立十周

年献礼剧目， 这是梅兰芳在新中国成立

后排演的第一出新戏， 也是他排演的最

后一出戏。 本单元展示的“紫缎绣团花

女帔” 和“红缎绣凤凰女靠” 从常服和

戎装两个不同角度， 体现了梅兰芳对穆

桂英人物性格的塑造。

一位老戏迷一边看展， 一边不由感

慨道：“这些戏服，每一件都代表着一出

梅派经典剧目， 每一件都体现了京剧大

师的风采。 看到它们， 就像是看到了当

年先生们唱戏的身影。 ” 还有不少青年

京剧演员在整套名贵华丽的点翠头面前

流连忘返，赞不绝口。

在策展专家、展品等方面，此次展

览得到了梅兰芳纪念馆、中国戏曲学院

提供的极大帮助，北京画院院长吴洪亮

亲自为展览题字。 展览将持续至 11 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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