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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讯

评弹评弹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甘肃省文物

局主办的“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

术珍品展”免费向公众开放。来自黄

河之滨的丝路艺术珍品走进中国美术

最高殿堂。

此次展览延续“墨韵文脉”系列展

览主旨，汇聚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

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及中国美术馆藏

品 240 余件（套），涉及彩陶、简牍、帛

书、画像砖、花砖、陶俑、木俑、写经、

彩塑、临摹壁画等多个类别。展览分

为“书刻同辉”“绘塑同光”两个部分，

溯源中华艺术的文化根脉，彰显丝路

精神的壮美气象。多件文物与艺术珍

品，包括刻“フ ”宽带纹彩陶钵、天水

放马滩木板地图、《仪礼》简、相利善

弊剑册、元致子方书、“白马作”毛笔、

彩绘六博俑、《大般涅槃经卷第六如来

性品第四之三》、肃府本《淳化阁帖》

刻石、潘絜兹的《石窟艺术的创造者》

等悉数亮相。

“书刻同辉”展览部分以汉字与

书 法 的 源 流 与 演 进 为 线 索 ，通 过 史

前陶器、青铜铭文、汉简帛书、隋唐

写经等与“书写”相关的展品，诉说

汉 字 书 写 从 萌 芽 到 成 熟 的 转 变 、从

实用到审美的转向。距今 4000 多年

的“フ ”宽带纹彩陶钵，是此次展览

中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展 品 ，陶 钵 口 上 刻

下的“フ ”符号可能是汉字的前身，

为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提供重要

线索。

位于展览入口处“C 位”的 15 块刻

石，选自明代肃王本《淳化阁帖》刻

石，全套共 142 块，是现存时代最早、

质量最好、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淳化阁

帖》刻石。这套展品宛如一座碑林，将

张芝的龙蛇飞动、索靖的银钩虿尾、王

羲之的中和遒逸、王献之的豪迈纵横，

串联成刀锋、笔锋交融的中国书法名

家图谱。

展览中还有不少书写工具。“白马

作”毛笔作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是

目前考古发现的最精良的汉笔。这

支“国宝级”毛笔长度约为汉代一尺

的长度，刻在笔杆上的“白马作”三

个 字 表 明 制 作 工 匠 的 名 字 ，反 映 当

时 刻 勒 工 名 的 制 度 ，削 尖 的 笔 杆 顶

端反映当时人们把毛笔横插在发冠

上的“簪带”习俗。

“绘塑同光”展览部分主要陈列画

像砖、陶俑、木俑、彩塑、临摹壁画等

与绘画、雕塑相关的展品。马家窑彩

陶的纹饰，律动着原始美学的生命力，

是先民对自然万物的感悟和想象；秦

木板地图的点线，勾勒出山川的标记，

蕴含着先民对家国天下的认知与守

望：汉代木俑的古拙造型舞动着鲜活

的张力，凝结着质朴的诗意；河西魏晋

画像砖以简笔描绘，定格着市井的烟

火与生活的温度……

展览还精选多幅吴作人、靳尚谊、

常沙娜等前辈大师的敦煌壁画临摹作

品，体现敦煌艺术的现代转化与千年

文脉的薪火相传。

该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三层、五层

展厅举行。其中，“绘塑同光”部分呈

现在三层 13—17 号厅，持续至 6 月 3

日；“书刻同辉”部分呈现在五层 19—

21 号厅，持续至 8 月 17 日（周一闭馆，

法定节假日除外）。

袁云儿

近段时间，一部名为《家里家外》

的四川话短剧火了。

没有霸总，没有狗血剧情，这部

以上世纪 80 年代川渝地区为故事背

景的短剧，靠讲述家庭亲情，成功俘

获了观众的心，网友评价其“堪比正

剧”、川话版《小巷人家》。这部短剧

为何让人眼前一亮，它之于短剧而言

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四川方言的使用，是《家里家

外》获得关注的关键因素之一。在网

友评论当中，该剧的台词语言、演员发

音、川话特色等，成为被提及最多的话

题。有网友评论“从《哪吒》那儿学会

的四川话还在练习，升级版就来了”。

正如剧中女主角的经典台词：“那

你晓不晓得，我是高坪区第一歪婆娘

（性格强势的女性）？”男主轻松回应：

“我晓得，但我就喜欢歪的。”四川话的

直接与浪漫、幽默与风趣以及背后的生

活与情感态度，统统和盘而出，这也决

定了该剧的方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四川方言出现在影视剧中不是第

一次。《傻儿师长》《山城棒棒军》《幸

福耙耳朵》等川渝方言剧，都曾获得成

功，但由于时间久远，以及传播平台、

观众审美等发生变化，曾经的方言剧

已经停留在了记忆中。这一次，《家里

家外》不但成功唤醒了观众对四川话

影视剧的回忆，也大大激活了体会方

言、享受方言的文化冲动，因而很容易

把方言带来的妥帖感与亲近感转化为

对剧作的兴趣。

受短剧的强情节、快节奏、浓情绪

等影响，《家里家外》对四川方言的使

用也与短剧特征高度绑定。方言在剧

中使用量之大，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之

准，在情绪传递方面之浓，都将四川话

剧作水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堪比正剧”是《家里家外》走红后

观众的主要评价之一。在此之前，短

剧经常被树立在长剧与正剧的对立

面。在野蛮生长时期，短剧的优缺点

均十分鲜明，而“堪比正剧”的说法表

明短剧在精品化之路上，已经开始注

重吸收正剧的特质，以“时代的短剧”

拥抱“经典的正剧”，或许成为短剧下

一步的发展主流。

在正剧中，家庭剧一向是很受欢

迎的题材，从《家里家外》很容易想到

《我爱我家》《父母爱情》《小巷人家》

《人世间》等正剧，这些正剧曾在不同

年份给观众带来过感动与启迪，对于

表达中国人的家庭观起到了良好的凝

聚作用。从《家里家外》的剧情聚焦于

“爱与平等”这个主题来看，它不仅继

承了此前家庭类正剧的传统价值观，

也在因势利导，将年轻一代认可的理

想亲情关系融入短剧中。

更重要的还在于，《家里家外》是

短剧另辟风格赛道的产物，对于产业

而言，它的内容贡献与转型影响并重，

它的诞生是对短剧创作内容的一次有

力弥补，也将短剧发展引领到了一个

新的层面。在微短剧处在收费与免费

之争、面临独家播出与排他协议等发

展议题的背景下，《家里家外》作为一

个例子，或能贡献出一些解决方案与

经验，让从业者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

路径。

在古老苗族村寨岜沙原生态的舞

蹈中，徐明油画艺术展在贵州美术馆

开幕。作为当代中国写实主义绘画的

前沿探索者，油画家徐明将自己首次

在家乡举行的个展命名为“缘点”。

苗族文化，是徐明探索“创作主

体”与“艺术本体”的缘点：展览上展出

的五十余幅作品以苗族人物为主题，

苗族汉子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是

他思考的重点；苗族女子的纯粹和自

然之美，是他着迷的所在。

“《仰阿莎的婚嫁》《芦笙回荡》等

作品，将欧洲古典油画的静谧光影与

苗族银饰的流光溢彩相互交织，用化

实为虚的东方写意手法，将苗女凝望

的双眼、麻衣的肌理，用诗意的民族符

号进行诠释。笔触中既有古典油画厚

重的戏剧光效，又有水墨空灵的留白

想象；从《银凤》的璀璨到《斗木牛》的

雄浑，艺术家在创作的沉思中，将苗乡

山川、芦笙婚俗等场景升华为自己对

生命与文明传承的哲学叩问，在虚实

相生的幻境中触摸到了一个民族的血

脉温度。”贵州省政协常委、贵州画院

院长、贵州美术馆馆长潘闻丞说，徐明

的艺术始终贯穿着“高贵的单纯”和

“虚静的精神”，是对传统苗族文化的

当代诠释。“他以独特的文化洞察力，

刻画出苗族的精神肖像，诠释了苗族

自信、自足的宇宙观、伦理观和生命智

慧。”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

京如是评价。

此次展出的作品为徐明近二十年

间的创作。这些作品是连接深山与都

市 、传 统 与 现 代 、国 内 与 海 外 的“ 缘

点”。徐明先生生长于苗岭山水的贵

州凯里，2005 年起在广东生活。“在当

下的广东地区，研习欧洲古典主义油

画传统的画家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

群体，促进了中国油画转向挖掘造型

的本体审美特征；他们试图在弥补中

国油画单纯与高贵审美品格的同时，

也因描绘的是当下中国的人文形象而

获得了文化与审美的再度创造。徐明

作为典型个案，其创作是中国油画向

欧洲油画传统伸展的一种文化跨越。”

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美术

评论家尚辉说。

正如潘闻丞所说，“徐明是置身

于中西古今艺术交融之区，却始终执

着于用画笔回望故土的画家，以苗族

题材为精神原乡，用油彩构建了一座

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在贵州的展

出结束后，作品将装箱远赴法国，参

加今年 6 月至 7 月在巴黎中国文化艺

术中心举行的“大山的守望——苗族

文化艺术节暨知名艺术家苗族文化主

题艺术展”。

在“精神原乡”诗意栖居
贵州岜沙苗族被冠以“中国最后

一个枪手部落”之名，频频借由绘画、

影像、文字为外界所熟知。至今，岜沙

苗族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俗：住

吊脚楼、实行树葬、镰刀剃头、佩带火

枪……岜沙对徐明而言，是一段注定

的情缘。徐明儿时在外公外婆家长

大，徐明说，当时是西南交通大建设时

期，外公是公路建设者中的一员。于

1956 年通车的 321 国道，从江县是途经

点之一，距县城 7.5 公里的岜沙苗寨，

是国道沿途的一个村子，记忆里岜沙

苗寨神秘的轮廓，总在泥土飞扬中若

隐若现。和村寨一样神秘的是寨中

人，印象中那些身着黑衣服的人群，也

许是因语言不通，没见长辈们过多与

他们交流，即使偶遇也只是相互好奇

地观察对方。偶尔会听到外公谈起岜

沙汉子醉倒在公路旁的趣事，因为他

们十分好酒，所以常带上一些农产品

到县城赶集换酒喝，往往还没回到寨

子里就已醉倒在途中，等什么时候酒

醒了再爬起来回家。

徐明后来回城里上学，这段充满神

秘色彩的记忆一直封存在他的记忆深

处，直至爱上绘画。教绘画的老师说，

画家应该描绘最朴实、最具特色的事

物。徐明重新拾起了儿时的岜沙记忆，

并在走进岜沙与苗族同胞一起游戏和

喝酒中，逐渐理解岜沙的精神图像——

岜沙的树：“岜沙”在苗语里的意

思是“树木茂盛的山坡”，岜沙人信奉

“生死一棵树”，相信一棵树就是一个

灵魂，树木越古老越有神性。每个岜

沙人出生后，家人就会为其种下一棵

“生命树”，当生命终结时，这棵树就会

被砍伐制作成棺木施行最原始的树

葬。埋葬棺木的地方，又会被种上一

棵新的树苗；岜沙的装束：岜沙人的装

束颇有特点，特别是头顶盘起的标志

性的发髻，鬓髻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男

性发式，不论曾经历了什么，能被传承

至今应该有它的精神之道；岜沙的芦

笙：作为苗族人的主要乐器，芦笙似乎

吹起了他们的生活节奏，回应着天地

之间的和谐景象。

“在共处的过程中，你会感受到他

们那份朴实而单纯的快乐，以及他们

对大自然的虔诚与敬畏。他们坚守着

前人的训导，在与自然共处的法则下，

也会友善地包容和接纳现代文化。”徐

明说，他的岜沙题材作品力争表现岜

沙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布面油画《斗

木牛》，取材自岜沙人农闲时期玩的一

种古老的游戏“斗木牛”，我在画面中

刻意加强一种戏剧化效果，让和谐的

暖光普照大地，同时也洒落在苗族人

的脸庞上”；布面油画《汉子之一》描绘

的是拿着枪的父亲和吹着芦笙的儿

子。父亲是一位苗族退伍军人，儿子

则 子 承 父 业 ，用 芦 笙 传 承 信 念 与 精

神。徐明说，“这件作品力争去刻画人

物的内心状态，父子脸上露出的泰然

神情源于内心的充实与满足，强大则

源于内心坚定的信仰。他们以坦荡的

胸怀接纳着万物，他们在自给自足的

生活中溢出幸福感。”

“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是通过

服饰、刺绣、银饰、古歌等艺术形式来

表达思想情感和文化历史的。”贵州省

文化和旅游厅原副厅长谢彬如说，徐

明的画作中，流淌着苗族历史深处的

情感与文化。

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贵州油

画学会会长赵竹教授从“技术革命对

绘画艺术的影响”出发，来理解徐明的

岜沙题材画作。他引用著名哲学家海

德格尔的观点，认为人的存在不仅仅

是存在于世界中，而是通过与世界的

关系和交互中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

值。艺术家将个体的存在与创造力、

灵感和表达结合在一起的瞬间，能够

超越日常生活的局限，以一种独特的

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即以艺

术的形式回归到精神的故乡，诗意的

栖居。”在他看来，徐明的岜沙题材创

作，正是在“精神原乡”里诗意栖居。

用“油彩桥梁”跨越文化
徐明先生被视为当代中国写实主

义绘画的前沿探索者。

“在中国自觉引进欧洲油画的百

余年历史中，输入中国的油画，几乎

和写实主义油画画等号。描绘眼见

形象的真实，也几乎成为我们对油画

艺术特征的唯一理解。”在尚辉先生

看来，徐明的油画显然跳开了一般描

绘所见形象的写实主义油画和光色

灿烂的印象主义油画的特性，其追求

的色彩，不是华丽漂亮的日常视觉经

验，而是以土褐色为基调，以深褐、象

牙黑、灰蓝、灰白和土红为基色，体现

了单纯古朴、儒雅凝重的历史质感，

“在当代艺术竭尽所能融会所有现代

图像的当下，徐明上溯欧洲古典油画

传统，以他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中国油

画增添静谧和高贵的审美品质，展现

古典油画在单纯的色彩里形成的隽

永而神秘的艺术魅力。”潘闻丞认为，

“徐明对古典美学的回溯，不仅是对

传统苗族文化的当代诠释，更是中国

油画在全球化语境下确立文化主体

性的重要实践。”

对此，徐明也有清醒的认知。“近

两年来，我一直在作品中探寻一种直

面社会人文变迁的精神触觉。这是我

过去沉潜于自己内心的某种延续，也

是一种全新的开拓。无论是在对故乡

少数民族传统的追寻上，还是在对社

会重大事件的关注与捕捉上，我都呈

现出了更加开阔的眼界与胸襟。”他

说，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西方油画

的古典精神与中国诗性传统的深度融

合，一种自我主体精神的重新确认，一

场寻回诗意的漫游苦旅，“我将外在的

事物沉到内心深处，在中西古典精神

中徜徉涵养，于虚静处觅得真趣，在单

纯中获得神性，为画前的人呈现出一

份隽永而神秘的视觉奇观，一个儒雅

而凝重的精神世界。”

徐明先生此次在贵州的展览，是

其参加“大山的守望——苗族文化艺

术节暨知名艺术家苗族文化主题艺术

展”的一次预热。“大山的守望”将于今

年 6 月至 7 月在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中

心举行，展览策展人、中法当代艺术中

心创始人樊哲介绍，该展览以徐明油

画作品出发，用油彩构建了一座跨越

时空的文化桥梁。展览由苗族题材大

型油画展，延伸为多种类型的现代艺

术展，涵盖苗族文化纪录片展映及论

坛、苗族服饰及手工艺藏品专题展、苗

族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等。“通过这次

活动，我们将展现苗族传统文化的创

新力，让多彩的贵州民族文化以崭新

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被世界看见，从

而推动贵州民族文化成为跨文化理解

的重要梁桥。”樊哲说。

240余件（套）藏品溯源文化根脉

“汉字前身”亮相中国美术馆

短剧《家里家外》何以好评不断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用绘画的形式“精神返乡”
——“缘点-徐明油画艺术展”侧记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关注 本土文化

■人物名片

徐明，1967 年生于贵州凯里，

现居广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现任中国

油 画 学 会 理 事 、南 方 油 画 院 院

长。曾于保利艺术博物馆、刘海

粟美术馆、武汉美术馆、古元美术

馆、德胜美术馆、巴黎中国文化中

心、日本东京泰明画廊等艺术机

构举办个展。作品入选第十一

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美展并获

进京作品奖。出版有《徐明：接纳

与延伸》等作品集。

油画作品《木木》。

油画作品《芦笙回荡》。

展览现场。

观众在“墨韵文脉——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上参观。 新华/传真

油画作品《仰阿莎的婚嫁》（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