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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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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2月29日讯
记者 刘慧

今天是我国美术史学泰斗、当
代文人画大师王伯敏先生辞世一
周年的纪念日。中国国际茶文化
书画院和王伯敏先生的子女将王
老著作及相关书籍40多种、王老手
书“读书是福”匾额捐献给浙江图
书馆。作为珍贵的地方文献资料，
浙江图书馆设立了“王伯敏著作”
专柜。

王伯敏先生曾任中国美术学
院教授、博导、中国国家画院院士、
中国国际茶文化书画院名誉院长
等。王伯敏先生抱着一颗真心，守
着一颗文心，坚守中华文化的民族
性道路。他的修身、养志、治学、创
作之路，对中国文化的修学者具有
示范作用。“画史南山、丹青北斗”，
王老的美术史学成就和绘画成就，
足以证明伯敏先生修学的见地、功
夫和方法。

作为积学大儒的王伯敏先生
学问之余，勤于绘画实践。纵观他
的绘画实践，妙法自然，积健而行，
发于心，合于道，印合了中国文人
画的精神特征。王先生在 1959 年
著《谈“文人画”的特点》一文，对

“文人画”提出了宏观论述，并用一

生的研究和实践来加以印证。王
先生曾说过：“我是为理想而作画，
为自己的追求而绘写。”这分明是
以写江山之真而寄托本心。“挥毫
重磊落，山水有清音。”这是王伯敏
先生绘画的写照，深邃的思想、广
博的学识、长期的修养，加之炉火
纯青的笔墨表现手法，使书卷之
气、优雅之韵纵贯其作品，以中正、
磊落之笔出万里江山清妙之音，开
创了当代文人画的至美新境。

中 国 传 统 文 化 精 神 可 以 用
“正、清、和、雅”四字来表达，这是
人文正脉、是中华文化民族性的核
心价值观所在，而王伯敏的学问、
绘画艺术和一生修为正是这四个
字的写照。繁华落尽后的画面，平
平淡淡。没骨画山，云水渺渺。“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笔下流淌
的无声诗，是大美之境。

通过一本本著作、一篇篇手
稿、一笔笔字迹，大家看到的是王
伯敏先生肩上所负的历史使命感
和学术智慧。中国国际茶文化书
画院秘书长陆一飞说，王老的一
生，是人文精神贯注的一生，是人
文正脉传承的一生。他身上承载
了太多重要的文化元素和信息，因
此，研究王伯敏、解读王伯敏意义
重大。

修史见高峰 作画闻清音

王伯敏著作捐浙图

本报杭州12月29日讯
记者 吴孟婕

一张糖纸，一枚硬币，两个陌生
人——今天下午的 2014 中国梦（浙
江）微电影大赛颁奖仪式上，一等奖
暨最佳导演奖作品《硬币》用以上关
键字，讲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短短
9 分钟，却令人泪光闪闪。“小体积”
的微电影，成就电影“大梦想”——
由省新闻出版广电局、东海电影集

团等主办的比赛自4月启动以来，共
收到来自国内外高校、电视台、影视
公司及个人的报名作品 1100 余部，
主题紧扣“中国梦”，类型包括剧情、
动画、公益、纪录片等，短小精悍，传
播力强，总点击率超过千万。新媒
体，新玩法——本次颁奖典礼通过
新蓝网等平台进行互动直播，34 件
获奖作品、5 个单项奖一一揭晓，现
场观众也客串了一把颁奖嘉宾，用
手机微信“摇”出了最佳男女主角。

微电影成就大梦想

本报台州12月29日电
记者 斯信忠 通讯员 朱小敏

今天上午，总投资 11 亿元的台
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恩泽医院，在
路桥开始试运行，这标志着台州又
有了一所综合性大型医院。该医院
按卫生部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标准
建设，一期建成的集医疗、科研、康复

为一体的智能化医院，开设病床
1200张，日可容纳3000名患者就诊。

据介绍，台州恩泽医疗中心共
有 5 个院区，包括 4 家综合性医院
——台州医院、台州市中心医院、
路桥医院、恩泽医院，一家专科医
院恩泽妇产医院。这些医院已实
现各院区之间学科、专家相互打通
使用，医疗技术等资源共享。

台州新添大型医院

记者 李光敏

本报讯 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
等联合主办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
研讨会暨“第四届地方教育制度创
新奖”公益颁奖盛典近日在京举
行。安吉“村镇一体化”管理保障
学前内涵发展获优胜奖，宁波市北
仑区设企业性质编制，实行“辖区
中心幼儿园”管理模式及丽水探索

农村自然小班教学改革获优胜奖。
主办方认为，安吉县实施“一镇

（乡）一中心、辐射管理行政村”的学
前教育办学格局，“村镇一体化”的
学前教育管理模式，县财政扶持、乡
镇政府建好中心幼儿园、村建好村
教学点的办园投入机制，有效缓解
了财政投入压力，保障了农村幼教
事业的健康发展，对于发展农村幼
儿教育事业是一种积极借鉴。

农村幼教补上短板

记者 刘慧

本报讯 南浔学研究会近日在
湖州市南浔区成立。南浔学是将
南浔区域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

科，属于地域文化，不仅包涵史学
和文化，也广泛涉及民俗、艺术等
学科，分为南浔历史文化、建筑与
园林、经济与商帮文化、农耕文明
与蚕桑文化等研究方向。

南浔学研究会成立南浔学研究会成立

本报杭州12月29日讯
记者 刘慧

又是辞旧迎新时。今晚，浙
江 2015 新年音乐会在省人民大
会堂倾情上演，人们相约岁末，一
起来聆听一场由浙江交响乐团精
心准备的音乐会，迎接即将来到
的新年。

喜气洋洋的省人民大会堂
里，处处流动着音乐的旋律。晚
会在气势磅礴的《红旗颂》中拉开
帷幕，热情如火的快板，自由回旋
的曲调，在容纳 1000 余名观众的
大会堂久久回荡。舞台上，当红
色的光束投射在 77 位身着“中国
红”的浙江交响乐团演奏员身上
时，华丽的杭州丝绸犹如一抹鲜
艳的江南朝阳。

唢呐、笛子、锣鼓，一段段悠
扬的旋律在中西方音乐中交融；
圆号、贝司、长笛，一个个跳动的
音符在中西方名曲中碰撞。当乐
团奏出名曲《伦巴达》的音符时，
即点燃了台下观众的热情，火热
的桑巴舞曲混搭交响乐，让观众
沉浸在无比的兴奋之中。

著名小提琴家、乐团首席卢
闻强对 20 世纪奥地利作曲家克
莱斯勒创作的《中国花鼓》的完
美演绎，掀起今晚音乐会的第一
轮高潮——一位并不十分了解
中国的西方音乐家，怀着纯粹的
艺术激情，写出一首充满东方风
情的小提琴曲，而一位中国小提
琴演奏家又以华丽、细腻的旋
律，描绘出迎神大会上热闹的欢
乐气氛。

当著名笛子演奏家蒋国基用
世上最短最小的口笛吹起《云雀》
时，又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只
见他捏着只有小指般大小的笛子
吹出极妙的音符，那一连串清脆
的笛音，如同一群倾巢而出的云
雀渐行渐远⋯⋯

舞台上，不仅飘浮着细腻婉
约、江南韵味十足的《水乡船歌》，
而且还有昆曲《牡丹亭游园》素材
创作的民族管弦乐《春闺梦》——
著名小号演奏家刘琛吹奏的《大
俄罗斯幻想曲》那一连串高音，仿
佛一轮旭日从东方冉冉升起，映
出了新大陆的辽阔无比。

今晚，观众听到的《茉莉花》，
是德国作曲家专为浙江交响乐团
创作的爵士交响乐，委婉中带着
刚劲，细腻中含着激情，飘动中蕴

含坚定，似乎向世人诉说着《茉莉
花》的故乡——古老的中国正在
阔步向前。

西洋乐器混搭民族乐器，桑
巴舞曲混搭交响乐，更让广大观
众大开眼界。而这种混搭，对浙
江交响乐团来说并不陌生。乐团
从建团开始就一直坚持“中西两
条腿走路”，一方面对贝多芬、莫
扎特等人的乐曲驾轻就熟，另一
方面每年也会创排许多中国风的
作品，展现浙江的文化地域特征。

音乐会呈现的世界是丰富多
彩的，它的光亮总是延伸到人们
无法想象的地方——无限美好的
新年，无限美好的未来。虽然音
乐会只有短短一个多小时，但现
场意犹未尽的观众就好像进行了
一次音乐世界的漫游。

浙江2015新年音乐会倾情上演

琴弦声中一岁除

手工领结、自制明信片、学习资料⋯⋯宁波镇海中学近50个社团近日举办了一
场校园年终义卖，筹集善款6000元，将全部用于慈善项目。 通讯员 赵多加 摄

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黄曙林 摄演出现场。 本报记者 黄曙林 摄

吴孟婕

我有一个朋友，周末用近 7 小
时连看了《一步之遥》《智取威虎
山》《微爱》3 部贺岁片。走出影
院，他在微信群里发了 4 个字：“眼
前一黑”。大家纷纷调侃：“你是说
天黑呢还是哭得虚脱了？”“是好看
得哭了还是难看得哭了？”“比《太
平轮》还难看吗？”回答是两个字：

“够了。”
2014 年进入倒计时，你在电影

院哭过几次，笑过几次，吐槽过几
次？在你回忆和掂量“好电影”和

“坏电影”天平两端的分量同时，关
于中国电影票房，有两个最新消息
供参考。

好消息是，截至 12 月 26 日，全
年累计票房已超过 290 亿元，过亿
影片达 65 部，创历史新高；而坏消
息是，喊了一年的“年度票房破 300
亿元大关”似乎没戏了——虽然
2014 年前 11 个月总票房就已经达
到了 270 亿元，但近期单日票房已
很久没有碰到2亿元标杆。再简单
点儿说就是，刚才提到的那几部“备
受期待”的名导大片“触了礁”。比
如曾被赋予“超20亿、赢《变形金刚
4》”厚望的《一步之遥》，却好不容易
才“跌跌撞撞”地过了5亿元。

我的那位朋友，吃饱喝足恢复
体力之后，跟我探讨了一个严肃的
问题：“除了形式，电影的故事去哪
了？”

还是拿眼下热映的几部贺岁片
“开刀”——

吴宇森筹拍 5 年的《太平轮》，
129分钟的电影，却只有不到5分钟
的客船镜头，其中“正面照”不足 10
秒。剩下的时间，观众看到的是穿
不合脚高跟鞋的大小姐与跛脚将军

共舞华尔兹的童话；是慢到几乎停
滞的慢镜头下，流落街头的女子为
刚刚认识的普通士兵擦拭筷子的莫
名桥段；是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碍
于战事和家世，不得不分离的青春
日剧。这些“人造”的情结，变成了
扁平的人物、老套的剧情、浮夸的表
演，伴着声势浩大的战争场面，华丽
至极反而显出了笨拙。

无独有偶，上映前吊足观众胃
口的《一步之遥》在奇案、歌舞的缤
纷 糖 衣 里 ，也 显 露 出 一 份“ 孩 子
气”。或许放在更“任性”“狡猾”的
导演姜文身上，也可以说是“不想长
大”。

但即便我们没有全数领会影片
中充斥着的暗喻、反讽、意识流、超
现实，这一次，由姜文领衔的9位著
名编剧，的确跑“偏”了。想象中的
民国成为了冒险家的乐园，上演着
一幕幕生硬嫁接的滑稽戏，即便美
如舒淇和周韵，也只能在不知所往
的故事线里面露迷茫。

与片中那些天马行空但浅尝辄

止、向经典致敬的桥段拼接一样，
《一步之遥》的配乐也像一锅“大杂
烩”，虽有精巧的细节、神采飞扬的
挥洒，但合在一起却无法形成一个
有机、圆融的整体，更不能成为有效
辅助和推动叙事的工具——特立独
行，最终换来一声叹息。

如果说吴宇森的问题是“拍什
么”，姜文的问题是“为什么拍”，徐
克遇到的问题则是“怎么拍”。作为
经典翻拍，《智取威虎山》在宣传上
占有先天优势，同时也承载着更大
压力，影片最后呈现“双结局”或许
正因如此——既想能吸引作为票房
主体的80后、90后，又怕爱唱“今日
痛饮庆功酒”的父辈不满意。

这或许是徐老怪的光影江湖
里，最特殊的一场交锋：没有武林盛
会，没有大漠黄沙，茫茫七百里雪原
上，只有若隐若现的旱烟、貂皮、排
子枪以及结实的东北大汉、粗粝的
接头暗号。

好在，徐克始终把故事控制在
个人镜头语言和美学体系内，让浪

漫的武侠情结“横冲直撞”地印入
眼帘。尽管角色有脸谱化倾向，情
节也不乏硬伤，但就整体而言，这
依然算得上一部节奏感、娱乐性俱
佳的电影，至少“好看”——老故事
与新传奇，再次跨林海，穿雪原，气
冲霄汉。

回过头再看吴宇森、姜文、徐克
这些“老同志”遇到的“新问题”：时
代在变，观众对电影期待在变，那些
曾经辉煌的电影人不管是否情愿，
也必须改变——并且，还得努力留
住自己作品中那些好玩的、有力的、
真诚的东西。

基于上述考虑，那天关于“形
式”和“故事”的讨论，到了顾长卫的

《微爱》就戛然而止了。片中那些简
直可以用“狗血”形容的包袱和段子
确实能把观众逗笑，但笑完了，想想
曾经参与过《红高粱》《霸王别姬》，
拍过《立春》《孔雀》的导演，竟然拿
出这样的作品，还说“想把这个时代
都植入进去”，终究连自己都一块儿
湮没了。

300亿，岂止“一步之遥”
文艺评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