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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视线

ZHEJIANG DAILYZHEJIANG DAILY

通讯员 黄松光 记者 童桦

本报讯 温籍著名作家琦君的
小说《橘子红了》曾改编成电视剧而
红极一时，根据《橘子红了》改编的
现代瓯剧《秀芬》近日在温州首次成
功公演。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物
和一幕幕写真写意融合的场景，无

不生动地展示着上个世纪二三十年
代温州的地域风情。

《秀芬》是省文化精品工程第九
批扶持项目，特邀著名剧作家罗怀臻
担纲编剧，上海戏剧学院博导熊源伟
担任导演，灯光、舞美、服装等都由国
家级团队打造，瓯剧当家花旦蔡晓秋
和当家小生方汝将领衔主演。

瓯剧舞台演《橘子红了》

本报杭州9月22日讯
通讯员 冯益飞

今晚，浙江省首届“最美教师”
颁奖晚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
举行。浙江大学苏德矿等 10 位教
师被评为第一届浙江省“最美教
师”，龙泉市道太乡供村中心小学杨
树长等 10 位教师被评为“最美教
师”提名奖。同时，为表彰衢州职业
技术学院李永刚老师忠于职守、心
系学生、爱生如子的事迹，组委会决
定授予李永刚特别奖荣誉称号。

今年 3 月，我省开展了“最美教
师”评选活动，全省 350 万一线教师
参与了评选。经基层推荐、组委会
初评、网络投票、专家投票、网络公
示、组委会审定等环节，最终评选出
了首批 10 位“最美教师”，其中有敬
业爱岗、潜心教学，在教书育人方面
表现突出的典型；有扎根山区海岛，
献身特殊教育事业的典型；有投身
边疆教育近十载，在艰苦岗位上无
私奉献的典型。他们热爱教育事
业，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
的业绩。

我省评出十位“最美教师”

通讯员 黄松光 记者 童桦

本报讯“凡有意在瓯海塘河沿
河建民办专题博物馆的单位或个人
均可报名招建 。”连日来，这消息引
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悉，温州瓯海
区决定温瑞塘河瓯海大道至南白象
段沿河东侧，拟建若干个专题民办
博物馆，若干年后将形成沿河民办
博物馆群。

温瑞塘河是温州的母亲河，作
为温瑞塘河的重要核心区段，瓯海

大道－南白象段拥有历史悠久的南
白象塔、观音阁、白云道观等一批人
文景观。瓯海区规划在此路段建若
干个专题民办博物馆，并推出招建
优惠政策，如规定对个人和民营企
业出资建馆舍的民办博物馆，由市
财政按陈列展览面积一次性给予
每平方米 500 元的补助，最高不超
过 100 万元；对全年免费开放的民
办博物馆，由市财政按陈列展览面
积每年给予每平方米 50 元的奖励，
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

温州瓯海区招建博物馆

通讯员 周炜 记者 曾福泉

本报讯 在今年进入浙江大学
的新生中，有四成认为自己未来将
从事学术研究或技术开发工作，而
选择“担任政府官员”或“只要是领
导和管理岗位都可以考虑”的学生
为 7%左右——这是近日浙大对大
一新生的调查报告披露的数据。

浙大对今年入校的 5000 余名
新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收回有效问
卷 4604 份。浙大本科生院负责人
介绍，这项调查旨在了解学生知识、
素质、能力的发展状况，引导新生了
解自己、准确定位，做好大学生涯规
划，进一步探索当代青年身心发展
的影响机制，推动学校更有前瞻性
地开展教学改革。

非智力因素的测量是本次调查
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职业理想的调
查中，学校发现，有超过12%的学生
对今后自己的发展方向缺乏思考；
关 注 职 业 稳 定 性 的 学 生 占 比 超

43%。在对自信心的调查中，选择
“经常担心自己不如其他同学”的学
生比例达 31%；即便已经进入中国
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仍有 15%
的学生认为自己目前最缺乏的是

“自信”。
问卷还对学生的抗挫折能力进

行了简单调查，有超30%的学生“遇
到自己正确的意见不被接受时会很
生气”，有约 22%的学生“宁可做回
报不高但风险小的事，对高风险高
回报的事没有太大兴趣”。统计还
显示，对于实际困难所造成的挫折，
学生的抵抗力相对较强，对于人为
因素造成的挫折学生的抵抗力相对
较弱。

专家认为，大一是衔接大学教
育与高中教育的关键转折期，大学
生学情状态各项指标随年级的变化
而变化，但受大一的影响最大。培
养起自信心和坚定的意志，掌握调
适等心理活动能力，将为新生实现
理想抱负提供重要保障。

浙大新生调查结果出炉

通讯员 钦佩 石淏楠

本报讯 石刻佛经是佛教艺术
中的一大瑰宝。德国海德堡科学
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中外
学术机构经过8年合力研究，近日在
杭发布了首批成果——《中国佛教
石经》山东卷和四川卷，向世界展示
了中国石刻佛经的艺术面貌和文化

内涵。该书总主编、德国汉学家雷
德侯在发布会上说：“由于所处的时
空不同，中国的石刻佛经各有不同
的特点，为了更直观、清晰地了解石
刻艺术，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佛教石经》是中国美术学
院视觉中国研究院的重点出版项
目，全套16册，预计2020年完成，并
同步在德国发行。

石刻佛经艺术再现魅力

本报记者 王婷 通讯员 金晓依

东方葵，是许江多年艺术生
涯的集中展现，是一曲深沉奇崛
凝固的哀歌，也是一首葵园大地
上的精神史诗，这哀歌或史诗所
呈现的，是革命与后革命纠结着
的历史境域中，“向阳花开”的一
代人集体命运的曲折与展开。

9 月 28 日至 11 月 8 日，“东方
葵”许江艺术展将亮相中国国家
博物馆，展出“葵园”主题的大型
油画作品近 50 幅、系列水彩作品
百余件，以及首次在国内展出的
大型雕塑《共生》，80%的作品为
首次展出的许江新作。本报记
者独家专访许江，带你一起聆听
那一阕“葵”的长歌。

1968年秋，13岁的许江跟着
家人从福州下放到沙县。临走，
美术老师摸出一把崭新的铅笔
塞进许江的手里：“你将来可能
就是要学画了，这是一门手艺，
学会了就能生存。”

带着老师的赠言和那捆铅
笔，许江开始了他与众不同的学
画之路。

18岁的时候，许江自己也成
了老师——同时教3个山乡小学
的民办教师，他要给一年级到五
年级的所有学生上课。每次跋
涉 2 小时去教书的路上，许江都
会带着水彩在半路上画云⋯⋯

现在的许江，已是中国美院
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浙江省文联主席、省美协主席，
誉满画坛。

不管身份如何变化，生于上
世纪50年代，“向阳花开”的特殊
一代，许江，始终是其中一分子。

这是怎样的一代人？那种
生命的况味沉淀了这么多年，一
点没有淡去，反而愈来愈浓。他
们历经的断层和磨难，他们一路
走来的价值观，还有其他许多，
慢慢地，在许江笔下凝聚成一种
意象——葵。

10 年前，许江开始画葵。8
年前，许江在中国美术馆第一次
举办了有关“葵”的展览。打那
以后，几乎每一年，许江都会办
一场与“葵”有关的展。

“画葵，就是画向阳花开的
我们这一代人”，他要通过“葵”，
一个曾经浸泡着青春记忆的意
象，来记录，来发问，来抒怀。

【壹】 秋葵
葵的生命，有“一万”的苦味，有
命运的喟叹，更有传奇的色彩

就是这个时节，秋季。在许
江眼里，秋是属于葵的季节。

许江不画夏葵，画秋葵，不
画嫩葵，画老葵。

因为秋葵，略带着苦味，面
对苍茫大地傲然挺立，才是他心
中的葵园。

清代周颐说过：“吾观风雨，
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之外有
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者，
即词心也⋯⋯”许江对此心有戚
戚，一边是一往情深，一边是万
不得已，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
生命经验。

“我们对生命对自然有着
一种一往情深，是为‘一’；又有
对四季轮替对人生苦短万般无
奈 万 不 得 已 的 感 叹 ，是 为

‘万’。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种
‘一’和‘万’的交叠和感动，我
把这叫做‘一万精神’。”许江的

秋葵里有种苦味，“一万”的苦
味。苦一旦呈现出来，迅即超
越了苦，有了自省，有了自强，
便成了一种甜。

“我们这一代人是被三趟火
车裹挟的一代人。”4 个月前，许
江在中国美院毕业典礼上感慨，
这一代的青春十年浓缩在三次
远行中，这是三次共同的命运迁
徙，也是他笔下秋葵的底色。

“第一次是 1966 年的大串
联，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拥向北
京。那一年我 11 岁，也乘着这
股浪潮，北上上海，绕道南京和
扬州，那是我人生的第一次远
游。”

“第二次是 1967 年开始的
‘上山下乡’，数以千万计的知识
青年到农村、到边疆，接受贫下
中农再教育。这是影响一代人
的迁徙，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
的青春磨炼。那段生活充满辛
酸，也充满传奇。”

“第三次是 1978 年，恢复高
考招生，百万大学生乘着火车奔
赴学校。那一年的火车同样拥
挤，却又格外欢快，因为一个新
的人生、新的时代从车厢里开
始。”

在许江的葵园，人们看到了
秋葵面对命运迁徙的喟叹。评
论家孙歌说：“许江画的葵杆是
最生动的。不管在什么地方，他
的葵杆始终是直的。在寒风中
竖立的葵杆，千万万朵，交错着，
扶持着，那是真正的葵的生命。”
孙歌看到了深厚的记忆，因为，
他也是同样经历过三次命运迁
徙的那一代人。

【贰】 葵峦
葵的生命，是一代人的生命塑造

8 年前的许江画葵园，略带
伤感的秋葵园里，流淌着对岁月
流逝的感伤。看那时“葵园十二
景”的命名就能感受到：“西风
瘦”、“花田错”、“水云间”、“安公
子”⋯⋯那好像是传统的词牌，
忧郁唯美，仔细琢磨，又不是那
词牌，就在这种似是而非间，传
达出传统的滋味。

而这一次，“东方葵”带着
“强”劲而来。

“我在葵中塑造着我们这一
代人持续的生命况味。画葵就
是画我自己，画葵就是在画我们
这一代人的生命成长。葵的生
命成长中，有我们这一代人自己
的生命塑造。”

与 8 年前不同，这一次许江
带来的“东方葵”蔓延在骨架上，
100 多个葵被绑在一起，共同成
长。那种带着生命内涵的表情，
那种内在的“强”，是前所未有
的。

“我们这一代人再也不是当
年在无望的田野里被放牧的葵，
我们正在主动追求生命的意义，
正在营造这个国家。”许江的“东
方葵”仿佛获得了某种涅槃后的
力量，“我们生命的成长和这个
国家的成长交叠在一起，我们在
这个国家的每一次成长中都看
到了自己生命的力量。这种主
动性的力量，我一定要把它呈现
在葵里。”

骨架上的群葵，无论重峦

叠 嶂 般 的 葵 峰 ，还 是 层 层 叠
叠 的 葵 峦 ，都 有 一 种 群 体 性
的 独 特 力 量 和 生 命 的 况 貌 ，
迸 发 出 生 命 的 追 求 ，激 荡 出
生命的品格。

在“东方葵”即将呈现的几
张大画里，葵本身宛如一座山
峦，蔓生、交错、叠压、生长——
从曾经生长的大地上拔起，葵置
身于一个巨大的挺立空间，那姿
势，是完完全全直立的。

在这里，悬置与逃脱，挤压
与生长，压抑与解放，自乐与孤
独，形成了某种可见的真实的挣
扎，这是生命真正的痕迹。“我们
可以看到像金塔一样矗起的葵
塔，像波涛一样涌动的葵峰，像
飞瀑一样交错的葵屏，像山壑一
样叠压交叠的葵峦，像壮士一样
列队的葵阵⋯⋯这些群葵仿佛
在出演某个剧目，压抑和解放，
不断形成错峰，生命的挣扎，就
在其中。”许江描摹着。

这样的葵，不仅那代人能
懂，葵的表情里蕴含着生命的
呼喊，很多人都听见了。生于
70 年代的高士明就这样解语葵
花：“向阳花开，这是中国历史
上独特的一代，是当代人中独
特的一群。从画面上，从歌声
里，我们都可以明确地分辨出
这一代人的气息。葵花承载着
他们共同的生命经历和精神气
质，葵是他们体内最难以消化
的部分，是情意结，是集体性自
我，它承载着共同的历史、人间
岁月和命运。”

【叁】 群葵
葵的生命，是沧桑，是继承，是振
兴，是真实的成长

去年是中国美院建校 85 周
年，在西湖涌金门，许江的 128
盏葵灯绽放于西湖之上，“从涌
金门对望过去就是我们当年学
校的校址，128 盏葵灯带着我们
对先驱的敬仰立在那里，形成一
个方阵祭奠先贤。”许江手指着
远方，“在这里，我们依稀可见
黄宾虹、潘天寿等先生登上中
国历史天幕上的背影，我被这
代人的悲情感动，我内心的诗
性被他们点亮，这才有了这 128
盏葵灯，也才有了说不完的葵
的故事⋯⋯”

许江找到了历史性的东西，
那就是“葵园大地”。“如果我不
画葵，我并不可能确知我们这一
代人的生命况味，我们的群体性
和沧桑和担当和断层和继承，我
们所经历的社会的大起大落，我
们的成长和整个中国的振兴叠
合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通过
葵的绘画，许江看到了这样的真
实成长。

于是，有了这样的作品——
140 多个葵头，努力挤压着要探
出头，像铁一样，像血一样涌动，
形成一个整体的大势，绘画的千
百次挥洒，将生命深层的信息，
那些最难消化的东西，最纠结的
东西，传扬出来了，形成了群葵
的大势。

大势当中有一种长歌，有一
种呐喊传递出来，使观者都成为
同群，那就是一代人的精神图像。

那种图画里的喧嚣，那种生
命的呼喊，激荡而成一种古老的
悠长的音调，恍若一曲深层凝固
的长歌，既让我们荡气回肠，又
让我们沉吟默望，这就是——来
自东方的葵。

许江“东方葵”艺术展国庆亮相国家博物馆

葵园：大地的精神史诗
许江“东方葵”艺术展国庆亮相国家博物馆

葵园：大地的精神史诗

湖州电力教育博物馆近日在国家电网湖州培训基地开馆，展出煤油灯、留声机、
新世纪发电机组模型等近千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湖州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

楼欣建 摄

东方葵－金塔

东方葵－错峰

葵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