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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与樵夫相识已逾20年。一
年之中，总有几次相逢，或品茗聚
餐，或叙旧清谈，但所涉皆是行政杂
务、社情民意。而得悉樵夫钟情书
法，却已是他退休之后，由此可见此
公的淡薄名利，善于藏拙。近日承蒙
惠赠浙江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汉墨
楚韵——樵夫书法作品选》，方知樵
夫书法已臻某种境界，颇受方家好
评。笔者乃在诧异之际，悉心品赏，
不禁肃然起敬，为之击节赞叹。

樵夫书法以佛道儒诗联名言为
主要内容，选录释子禅诗和佛寺名
家题咏，辑历代高僧大德开悟诗百
首，遂成一家之本。笔者陋见，中国
书家历来所题写的内容，实是繁花
杂树、诸子百家，樵夫为何独独以此
作自己书法作品主题？笔者曾就此
与樵夫进行过粗浅探讨，方知原委。
原来，樵夫幼年家道中落，姑父姑母
曾携其在庵庙生活过一段时日。彼
时，他每日随师父进入庵堂，聆听众
僧念佛诵经，颇受熏陶。更蒙方丈及
信众照拂，得以平安度日，由此一生
铭记感恩。当然，以此作为书写主
题，也蕴含着樵夫欲借助书法艺术弘扬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和佛宗清净无为理念、提升现
代人素质、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的初衷和宏
愿。古人曾云：字如其人。或曰：人品既高，
书品不得不高。樵夫不仅如此思考，而且身
体力行，足为世范。其书法作品，大多不署
真名，而以“樵夫”自称。有友人不解，问其
所以。答曰：应“以字识人”，非“因名悦字”。
可见其视名利为浮云的高远心境。窃以为，
只有书家（包括艺术百家）真正摆脱名缰利
锁，心无旁骛，才有可能遵循艺术大道，探寻
艺术真谛，达至艺术圣境，创作出精品力作。
这或许是樵夫书法作品给人们提供的一点
启迪。

欣赏樵夫的书法作品，恍若穿越时光隧
道，见到秦时明月汉时简牍，那种古风高意
给人以纯美的艺术享受。一些书法研究专家
评价其书法格局大气、构字严谨，张弛有章、

气脉相连。求汉风之古意，见楚韵之
深邃。“入古”能不拘泥于传统窠臼，

“入流”又不落世风习俗，具有中和
之美、自然之美、抒情之美、书技之
美、交融之美。在笔者看来，樵夫选
择汉简楚简碑拓创作书法，体现了
他的眼高和心高。因选学这种书法
的人，除了书法艺术的基本功外，还
需有历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知识。
简牍文字是中国传统书法发展中的
重要一环，它上承大篆、金文，下启
章草、楷书，特别在书体结构和偏旁
组合上富有变化，给人以一种古朴
大气之感。樵夫以楚汉竹简书体文
字作为效法的原形，又注意载体材
质竹简与宣纸的异同，糅合自己的
感悟，创作出字体稳健、拙中见巧、
厚古灵韵、错落有致的书法作品，给
人以气势弥漫的感觉。笔者深知，樵
夫的书法作品能如此“笃定”沉稳、
别具一格，究其实，与他丰富多彩的
社会阅历和坚毅、稳重、自信、散淡
的性格有关，其书法是其智、其心、
其脑、其手四者最佳融合的结晶，是
其人生各种优质要素的大汇合。所

谓“功夫在书法外”，即指此。这是樵夫书法
作品给人们提供的又一启迪。

对樵夫的家世，笔者所知不多。只听闻
其家族有深厚的书法渊源及文化底蕴。其外
祖父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尤精楷书。其母、其
姑父均为书家，且家教庭训严格，樵夫自幼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可谓“童子功”。但放眼
宇内，同样书法名家、文学大家之后，为何鲜
有传承者？盖在后辈自身缘故。樵夫本是从
政之人，政务不可谓不忙，但工作之暇、案牍
之余，摈弃杂念，静心敛意，以觥筹交错为
忧，以读碑临帖为乐。数十载，孜孜以求；集
百家，整合一体。尤为可贵者，樵夫书艺日见
精进之后，仍自始至终以一“业余”书家形象
责己、示人，从不以家族“遗传”自夸、以政务
繁忙自怠、以求宝者众自誉。窃以为，其志可
学，其趣可彰，其法可仿，其峰可攀。这是樵
夫书法作品给人们提供的另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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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运河

■艺 谭

由中央电视台、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
出品的大型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先后在央
视综合频道、科教频道及英语、法语、俄语、
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5个外语频道播出。该片
从国际视角客观理性审视历史，将1937年南京
大屠杀的记忆凝固成影像，成为民族的记忆、
国家的记忆、人类走向和平的共同记忆，凝聚
起“捍卫良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国际
共识，在首个纪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期间播出并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被誉为一部
战争反思录、一部精神觉醒片、一座记忆博物
馆，是震撼人心、引发思考、昂扬正气的历史
巨献。

潜心创作，为首个国家公祭日
打响正义舆论战

《1937 南京记忆》 共 5 集，以“南京大屠
杀”这一历史事件为载体，通过来自美国、中
国和日本的6个关联人物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真
相的探寻和思考，辐射包括“教科书”问题、

“慰安妇”问题、“靖国神社”问题在内的历史
问题，以及当今世界对二战、对发生在中国这
场大屠杀的历史认识，理性探索中日历史争端
的解决之道，最终达到反思历史、凝聚共识、
争取和平的目标。该片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
史实，层层递进到中国、日本、美国等世界各
国对这场惨剧的认知，以及当今世界关系，逻
辑清晰，由浅入深，以理服人。可以说，

《1937南京记忆》的适时播出，在首个国家公
祭日打响正义舆论战，也为明年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拉开了帷
幕。

用国际视角讲述中国故事，构
建起具有传播力的国际话语体系

《1937南京记忆》突破了传统模式，不再单
纯展现南京大屠杀的灾难片段，不再从自我视
角单纯把我方观点向外传达，而是采用第三方
视角，以中国、日本、西方世界对南京大屠杀
的时代记忆与反思为线索，通过不同的透视点

立体审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片中讲述了6
位惨痛记忆的挖掘者、记录者、研究者和传播
者，如何用生命控诉暴行、伸张正义，如何用
良知思考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如何身体力行维
护和平。其中包括首位将南京大屠杀历史史实
以英文著作的方式介绍给世界的华裔女作家张
纯如，纪录影片《南京》的美国获奥斯卡奖导
演比尔·古登塔格，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
所原所长、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步
平研究员，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主编张宪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认真反思日本的战争责
任、追问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的日本女教师松
冈环等。他们以当下勾连历史、反思历史。探
索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过程是现在进行时，他们
以当下的思维、语境、叙事方式将历史事实和
当代生活有机结合，使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上升
为人类共同的记忆和思考，既有纪实的力量又
充满了人文理解与温情。由于构建起具有传播
力的国际话语体系，《1937南京记忆》在国际市
场上未播先热。在第25届法国国际阳光纪录片
节的提案预售中赢得惟一的国际提案预售大
奖，2014年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中，作
为开幕影片赢得如潮好评。

史料翔实，首度披露，向世人昭
示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

《1937 南京记忆》 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外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和研究成果，当年大屠
杀的被害者、加害者、第三方共同还原了大屠
杀的历史真相，用铁的事实证实了南京大屠杀
是一次不容否认的历史惨案和人间悲剧。翔实
的资料、震慑人心的影像，让国外专家在为节
目的外语版本配音时，不禁动容。摄制组在历
时两年半的创作中，多次在美国、日本、德
国、韩国、波兰等地进行拍摄，采访了120多
位专家、学者、亲历者和幸存者及其后人，包
括美国著名作家罗斯·特里尔，历史学家、普
利策奖获得者理查德·罗德斯，美国公共电视
台著名主持人吉姆·莱赫，牛津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主任拉纳·米特，以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
夫、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日本前《朝日新闻》
记者本多胜一等，共拍摄了1.67万分钟高清素
材，搜集到的视频资料达3000多分钟，图片资
料2000多张。在《1937南京记忆》中，很多资
料都是首度披露：如当年在南京安全区营救难
民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长乔治·费奇先生的54
箱重要资料，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中保存
的张纯如当年的 5 盒采访录像带等。专家表
示，《1937南京记忆》中披露的一些史料正在
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对保护国家记忆并使
之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记忆，将发挥举足轻重的
作用。

对历史真相的探究，是以古鉴今的基础，
也是这场大灾难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西方世
界在回顾二战历史的时候，把它上升到一个人
类生存的困境，作为今天的中国应该用什么样
的方式追问南京大屠杀这个最残忍、最黑暗的
一幕？日本在侵华战争中的暴行，这些令人发
指的惨剧，我们怎么让后代记忆？怎么让人类
留存这段不该再去重复的历史记忆？中国纪录
片人就是用这种震撼人心的手段，用深层的视
角对人类战争与和平提出反思。《1937 南京记
忆》让国人充分了解了国家公祭日背后的历史
渊源，也让我们今天对南京大屠杀的暴行、乃
至对眼下日本政坛的严重右倾化有了更加深刻
的思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
就意味着重犯”。日本极右势力试图篡改和让
人遗忘历史，而《1937南京记忆》的问世恰恰
能够使历史记忆保持鲜活和永久。

专家学者评价称，央视在首个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国家公祭日推出这部纪录片，让1937年
南京的记忆成为民族记忆、国家记忆，人类走
向和平的共同记忆，维护了历史的公正，捍卫
了人类的良知，是一部直指人心、震撼心灵的
精品力作。网友反映，该片的音乐带有历史厚
重的节奏感；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南京的记
忆，更是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记忆，千
秋万代，终不能忘；一个国家只有正视历史，
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

还原历史真相 凝聚人类共识
——大型纪录片《1937南京记忆》观后 □刘效礼

前不久，在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空中剧院”看了《苏州弹
词流派演唱会》的播出，也许是平常看多与看惯了京剧、黄梅
戏、越剧的演出，对久闻其名却极少有机会能看到的苏州弹词
演唱会，感到耳目一新。虽过去了些时日，再回味起来仍觉得其
魅力无穷，品而有味。

这一台演唱会有14个曲目，多是传统的段子，后两个是现
当代题材的。它们浑然一体，曲曲动人，个个优美。其中的演唱
有的嗓音明亮、说表老到、富有激情，有的说表清新、运腔委婉、
弹奏细腻，可以说，每一个段子都精彩，每一个曲目的演唱都悦
耳动人。

苏州评弹的演奏和其他戏曲不同，在这里，有时演员单人
或双人抱着乐器演唱，有时三人伴奏或多人伴唱，他（她）们塑
造人物形象，叙述故事不用形体的舞动，而是靠弹唱表现出来
的。由于弹的美，说的形象传神，仍能强烈地感染与吸引住
观众。这一台演出，自始至终都得到了这样的艺术效果。15
位演员擅长各种曲调，有的真情委婉地倾诉，有的富于激情
慷慨地念白，韵情细腻，嗓音甜润，使观众充分领略了评弹
艺术中说唱和演奏的美。还要提到的是：评弹演员形体服装
与造型的美，也构成了一大看点。此次演出者，是该团的中
青年演员，男的个头颀长、女的苗条，他们体态均称，都着长袍，
男的有袖，是灰、米、蓝或黑色的，儒雅、庄重而有气质；女的则
是短袖，面料有红、绿等色，在不同地方绣花，显得艳丽，楚楚动
人，它与演唱配搭得体，形成了不同的演出风格，给观众留下了
美好的印象。

这台演唱会，以传统题材为主：如《莺莺拜月》《梁祝·送兄》
《王魁负桂英·情探》《林冲·踏雪》等，是中老年观众所喜爱的；
第13个曲调选曲《芦苇青青·望芦苇》，是描写抗日斗争的；末
了的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把演唱会推向了高潮。此
次对该曲的演唱与当年余红仙的独唱不同，加上了男女众演员
的复唱，突出表现了诗人对逝去战友的怀念之情。作为一首经
典名曲，当年赵开生谱曲由余红仙演唱后，瞬即红遍大江南北，
全国各地都在传唱。此次演唱会，再把这一经典名曲选来演唱，
甚合观众的期盼与心意。稍感不足的是，在艺术处理上，该曲的

澎湃激情与浪漫情愫展现的还不是太充分。
苏州评弹是我国曲坛中久负盛名、独有风姿的一朵奇葩，

可惜的是，能直接观赏的时机甚少，这就影响或削弱了它美的
传播。故而，笔者希望：

一、要打破区域的局限，让评弹有更深、更广的拓展延伸。
比较而言，戏曲的京剧开始并不姓京，它的发源地不是北

京，而在湖北、安徽；后来，约200年前徽班晋京演出大获成功，
从此安营扎寨在北京，不断巩固发展壮大，而后形成了京剧，是
各剧种之首。以黄梅戏来说，虽然发源地是安徽一带，但它优美
通俗的唱腔，也使它超越了地域界线，特别是上世纪 50 年代

《天仙配》《女驸马》电影拍摄上映后，大大扩大了黄梅戏的传
播，成为当今观众广泛喜爱的一个剧种。越剧虽然诞生在江
浙，过去许多年只在江浙演出，然而，由于唱腔华美，婉转
细腻，优秀演员频繁出现，使这个剧种飞跃到全国各地。从
上述剧种的艺术实践中可以看出，不固守在发源地，努力拓
展与延伸，寻求更大的市场，让各地观众所喜爱，使包括苏
州评弹在内的戏曲、曲艺有一个更深、更广的传播空间，是需要
我们共同探讨的课题。

二、在题材的提炼、口语的表现上要有创新。
苏州评弹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说噱弹唱，雅俗共赏，流派

纷呈，喜爱者甚多。60余年间，苏州评弹团为之呕心沥血，辛勤
创作与演出了众多的优秀剧目。而从当今文化市场来看，中老
年观众较喜爱这门曲艺，他们喜爱传统段子；相对而言，青少年
观众少一些，从长远看，评弹的欣赏与传承都离不开青年人的
关注和热情。目前，很多的青年人对评弹艺术接触不多，对评弹
中一些老段子的故事背景、内容不甚了解，还有些外地观众对
说唱听不懂，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评弹的影响力。苏州评弹用的
是吴语，它的音调包含一种特别的美，但这种美也带来了接受
上的隔阂，削弱了异地观众对美的领略与消化。因此在演唱中，
苏州评弹除坚持传统曲目外，也不妨有些小尝试，来点普通话，
以帮助异地观众了解消化它的美。此外，在题材的选取提炼中，
可以适当加入一些现当代、接地气的创作，让创作与表现路子
再宽一些。

苏州评弹传播的几点建议
——看《苏州弹词流派演唱会》 □栾俊林

王酩，原名王明发，1959 年考入上海音乐学
院作曲系，师从丁善德教授。当时，他在音乐学院
同班同学里有我的兄长。“文革”后，王酩首先在电
影领域大放异彩，《边疆的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
泪花流》《绒花》《青春啊青春》4首影视歌曲传播
到大江南北，家喻户晓，1980年被电台听众评为
优秀歌曲。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使王酩如鱼得水，
和约不断、杰作纷纭而至，大有目不暇接之感。有
时候一晚上就要写一部电影音乐，搞得他团团转，
忙得不亦乐乎。

1980 年，一次音乐创作讨论会上，王酩的流
行歌曲和李谷一的演唱方法都遭到严厉的批评，
一概归入“靡靡之音”、“格调低下”、“流氓小调”
之列，成为精神污染的毒素。王酩本来就不是一个
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想见，当时的思想压力有多
大。有人还把王酩的《青春啊青春》与解放前周璇
演唱的一首歌曲《真善美》拿来相比，当年《真善
美》非常流行，尤其在上海，马路上、里弄的房前屋
后都能够听到。于是，“靡靡之音”、“格调低下”的
帽子劈头而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展开，这种议论很
快就被改革之风驱散，而且开创出一个新天地，流
行音乐在我国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成立了轻音
乐学会，王酩出任第一任会长，还办了报刊，王酩出任社长。
他投入到这个领域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歌曲，创一代歌
风。他的歌曲风靡整个时代，成为时代的风标旗帜。

由于忙，王酩的生活十分简单，粗茶淡饭加老酒一壶（或
啤酒、或小二锅头），如此而已。有一段时间我们到街对面的
小饭馆用餐总能碰到他，他在这个小饭馆包餐，天天一荤一
素一汤。他的片约依然应接不暇、依然忙忙碌碌、依然不修边
幅，一脸的疲惫。比我大不了几岁的他，却过早地显露出未老
先衰之色，几乎可以令人疑为耄耋老人。问他血压如何？他也
不置可否，我劝他要去医院检查，血压高只要坚持吃药，能控
制住。或许还是因为忙，或者说他太不在意了，1997年11月
28日中午外出散步时突发脑溢血，在出租车上他还能说出
自己家的地址，不久便陷入昏迷，住在医院里7天之后溘然
长逝，其时是1997年12月5日中午11点07分，当日北京突
降大雪，一夜间，银装素裹，天地尽白。

王酩涉及的领域很广泛，尤以流行音乐领域成绩卓著。
他的作品成就了一代代优秀的歌唱家，比如李谷一、成方圆、
朱明瑛……她们就是唱着王酩的歌走上成名之路，成为一代

歌后的。王酩也是中国最早开办通俗音乐培训班的
作曲家之一。1987年他创办的通俗音乐培训班，由
中国音乐学院代培，培养出了年轻一代歌手孙浩、李
殊、胡晓晴等人。以他和谷建芬、王立平为代表的作
曲家，他们掌握专业的作曲技巧，占据了我国自流行
音乐以来的新高度；也在我国流行音乐领域里树立
了格调高雅的新风格；他们无疑是开辟了流行音乐
新局面的先锋，是当代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王酩则
是公认的领头人，他在流行音乐领域的功绩将永垂
史册，受到后人的尊敬。

如果以为王酩的贡献仅仅在于歌曲方面的成
就，那就太不了解他了。王酩在传统音乐概念上的作
品，也有长长的一大串名录：交响乐、交响诗、交响组
曲、协奏曲、大合唱、室内乐……王酩的主要作品除
了管弦乐组曲《海霞》外，还有琵琶协奏曲《霸王卸
甲》、交响诗《忆先烈》《长城》、交响曲以及长笛协奏
曲《与海的对话》等。琵琶协奏曲《霸王卸甲》是根据
李廷松的演奏版写作的协奏曲。李廷松是汪昱庭的
学生，《霸王卸甲》是汪派的代表作。1931年底世界
著名小提琴家亚沙·海菲茨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
李廷松操琵琶与之同台献艺而名躁上海滩。李光祖
是李廷松之子，深得汪派传承，他汲取了崇明派之艺

术真谛和精华。王酩正是与李光祖合作了这部协奏曲，他们
调动了交响乐的各种手段，丰富了《霸王卸甲》的内涵，为我
国交响乐留下了一部经典的传世之作。李光祖深得李廷松嫡
传，他的演奏苍劲稳健、颇具古朴神韵，又有长时间与交响乐
团合作的经验，得到琵琶界的广泛好评，深受音乐爱好者的
欢迎，这也是他们能够成功的又一个重要因素。他们的协奏
曲《霸王卸甲》已成为中央乐团的保留曲目。

李白从酒中吟颂出无数诗篇，成为诗仙；王酩却在酒里
品味到人生的酸甜苦辣，成为乐仙。有人说：在中国的现代电
影史上，《小花》以情感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新中国电影
音乐的创作面貌。《小花》导演张铮回忆道：“李谷一演唱的

《妹妹找哥泪花流》特别有感染力，还要感谢已经过世的作曲
王酩。那时他跟着我们摄制组一同体验生活，在创作这首歌
时真是煞费苦心，如他的名字‘酩’一样，他喜欢喝酒，喝得酩
酊大醉时偶然间灵感萌生想出这个旋律，他连续哼唱还找到
刘晓庆试唱，录在小录音机上反复听。”你看看，不是我一个
人说，王酩当有酒，有酒才有好歌曲，有酒才有好音乐。醍醐
灌顶时，才能无我、忘我，才能进入到音乐深邃的灵空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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