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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群亮丽问世，新颖

的形式感及对性灵的讴歌震撼美术界，也在社

会学维度宣告新时代的开启。尤以肖惠祥的

《科学的春天》为代表。有评论如是说，该壁画

描绘了生命起源、物质结构、天体运行等科学

形象，表现科学世界的无穷神秘，抒发了刚从

“文革”浩劫走出的民族高歌奔向现代化，对

科学未来无限憧憬。显然，现实主义评论更多

关注《科学的春天》与时代主流的图解性，多

少忽略了肖惠祥已经超越这一主题，朝着人类

终极关怀性质的至真大美境地奋力求索。肖惠

祥回忆说，她在构图中以《周易》神秘的太极圆

为标志，表达了人类对幸福和自由的憧憬、追

求，隐喻人类终将摆脱物欲世界拘束而升华于

至真大美之境。

不久，肖惠祥一批在写生语境中创作的线

描作品推出，这些作品一反苏式写实画风，以简

练、清新而自然的细线塑造出人物肖像和形体，

生动传神，富有难以言说的神性美感，令人久久

回味。肖惠祥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以往的造型观

念，也改变了人们通常把写生作为习作，创作准

备和前奏的传统观念，其创作走出了画室，类似

印象派画家，直接面对自然，在摹写自然对象的

同时，也完成了对自然对象的艺术超越，实际是

展现自己心象中的自然，或说是另一种世界形

体的创造。诸多美术青年包括学院教师以临摹

她的线描作为艺术修习的一种捷径，肖惠祥被

誉为“中国的马蒂斯”、“中国的嘉山又造”，更有

评论家则认为，“肖惠祥就是肖惠祥，不是嘉山

又造或者马蒂斯，更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她自

己。她以独特的艺术才华，走着独特的艺术道

路。不左顾右盼，不傍人门户，不矫揉造作，不

刻意求工，一切自然而然，有一种不可言传的天

趣”（高尔泰）。有趣的是，肖惠祥也被笔下仿佛

是如水流淌而出的形体打动，似乎很不经意，毫

无刻意，怎么就如此别致生动传神呢？其实，这

是对美的疑问，此后，这个问题如影随形缠绕着

这位艺术家。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肖惠祥又推出了一

批色彩作品和抽象水墨作品，再次引发关注。

人们发现，传统观念中作为表现内容之手段的

形式成为肖惠祥的聚焦中心，色彩关系及时空

关系是作品玄奥所在，而现实主义传统推崇的

题材、主题、情节等等图解现实的表达悄然退

隐。肖惠祥再次显示出卓越的艺术创造力以

及不断超越的旺盛创新力。富有意味的是，她

还在壁画创作中，突破了将中国传统工艺唐三

彩平面应用于壁画制作的难题，获得“唐三彩立

线平面壁画及其立线新工艺”发明大奖，并将发

明捐给企业，使唐三彩工艺进入壁画创作。肯

尼亚国家体育馆的壁画《啊！肯尼亚》就是其唐

三彩壁画创作的代表作，不仅使中国壁画的艺

术表现力令世界耳目一新，其经济效益也难以

估量。

那个年代，肖惠祥以不断创新的姿态成为

引领中国美术潮头的人物。人们对肖惠祥有目

不暇接之感，甚至有些手足无措。的确，肖惠祥

孤傲且喜新厌旧的个性，不仅构成了其艺术求

索中的行色匆匆——其创新之作往往只有几幅

代表作品便被放弃而转向新的创造，换言之，肖

惠祥似乎得天独厚，频频与美相遇也呈现于笔

下，却没有认真地思考过美之真谛何在。后来

她移居美国，一个偶然发生的小故事，才使她产

生了叩问美之谜的强烈冲动。

这个小故事前后延续了10年。一次，她在

美国的芝加哥与画家赵渭凉、聂莉娜夫妇小聚，

前一天才与他们相识的肖惠祥给聂莉娜画了一

张线描肖像。此后别去10年，聂莉娜又和肖惠

祥相遇，兴奋地提起了当年那张线描肖像，并撰

文如此评价：“肖像意境如诗，自由舒展的坐姿，

引颈昂首如一尊雕像，无眸却憧憬的眼，在似有

似无的光与影间闪烁着，灵与梦。特别令我惊

讶的是，气质神韵的表现竟然是我理想中的

美。”有趣的是，聂莉娜的丈夫赵渭凉不太服气，

认为自己更了解妻子，更能画出妻子的神韵，却

三次动笔失败，最后说了一句：“肖惠祥，我服你

了。”这个故事令肖惠祥格外心动，她回忆当时

的感受，其实画像时并没感觉到异样发现，相识

仅一天的对象也谈不上了解，十几分钟行云流

水般地完成了作品，事后也没有眷念。怎么就

在无意中完成了聂莉娜一直想表现却未尽愿的

理想之美呢？难道美就在极为自由舒展、极为

忘我自在之间才会神奇浮现么？许多同行曾问

肖惠祥，你的线描变形很美，奥妙何在？肖惠祥

却茫然反问，我变形了吗？我觉得一点都没变

呀！我很诚实地在表现对象，很自然很真实地

就出来了。难道有某种神性在控制自己的手？

她又想起高尔泰对自己线描如是解读：看似不

经意，如行云流水，但却意过留痕，掷地作金石

声。那寥寥几根如锥画铁，强劲颤动的细线，不

受事物外形的束缚，不似真实而胜似真实……

肖惠祥拿起了放大镜，仔细端详自己画下的线

条，果然发现一直没意识到的颤抖，仿佛生命的

呐喊。她暗暗佩服高尔泰的眼力，也怦然心动，

她作画时，仿佛意识中止，任由画笔游走，难道

此时，最本真的生命便翩然起舞么？

2006年，古稀之年的肖惠祥回到祖国。深

圳画院最早关注到肖惠祥的归来，立即举办了

《肖惠祥作品展》，随后国内数家美术期刊也对

肖惠祥进行了专访和评介。中央电视台亦在总

纪录60位优秀画家的专题片《岁月丹青》中对

她进行了介绍。人们感觉到，肖惠祥更加富有

自我个性，具纯美气质，更富形式感，更自由率

真，天然浑成，人们尤其惊讶，一生颠沛坎坷，包

括在美国近20年的生活也可用漂泊来概括，这

些常人感受中的苦涩痕迹，丝毫没有在肖惠祥

的作品中留下印迹。她的作品洋溢着一片纯

真、一片明亮、一片生机，显出作者超然脱俗的

心境。采访中笔者也提出此问，肖惠祥微笑作

答，她表现的不是现实世界，也很难说是自己心

中的世界，乃是超越客体对象和主体自我的某

种更神秘的力量——她称之为“混沌”之力在借

助她的画笔，构造出的纯美世界。她在创作中

忘却了对象和自我，也屏蔽了理性，脑际一片空

无，如顺水行舟自然漂流，便有了笔下的色

彩、线条和形象，也升华到了物我全忘，自由

自在的至真大美之境。她告诉笔者，这段时间

一直在读一部美国学者写的哲学著述《混沌七

鉴》，发现其中许多论断与她的艺术体验不谋

而合，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令人困扰的美之

谜，她要好好消化后再推出自己的新作，以企

达自己艺术的峰巅。她天马行空，娓娓而谈，

笔者突然发现了一个相识半个世纪，却未认知

因而有些陌生的肖惠祥——哲人意味的艺术

家。而肖惠祥却说，她不是哲人，只是一个终生

与美厮守的画人。她对哲学的吸纳，只是为了

启迪自己对美之谜的领悟，而美是在语言、理性

之外的混沌存在，不确定而又真实……囿于学

识，笔者难以全部领会，也有待消化，只好留待

另文再述。在此祝愿这位83岁依然精神矍铄、

活力四射的艺术家在晚年能够以自己的艺术，

呈现她孜孜以求、绚烂博奥的美之真谛。于是，

眼前又浮现《科学的春天》画面中那几位腾跃奔

向太极圆的精灵形象，那种满怀憧憬和执著坚

韧的索求姿态……

肖惠祥的艺术与美之谜肖惠祥的艺术与美之谜
□罗 宏

由北京剧盒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的儿童剧《航天

奇妙夜》日前在国家图书馆艺术中心首演。

《航天奇妙夜》以小观众参观舞台上模拟的航天博物馆

为开端，来参观的小朋友腾腾却找不到自己的妈妈了，寻找

母亲的过程中她认识了机器人小天、人造卫星“东方红一

号”、“神舟”飞船、返回舱、运载火箭、宇航服等。这些航天

设备在实物还原的基础上，以拟人化的方式被赋予不同性

格在舞台上呈现，该剧用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普及了航

天知识。首演现场，家长和孩子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演出

从他们进入剧场后由导游姐姐带领大家参观博物馆开始，

全场每一个观众都参与其中，台上台下多方互动。该剧还

专门创作了《妈妈给我力量》《我的妈妈到底是谁》《飞天的

梦想》等多首动听歌曲。

（许 莹）

《航天奇妙夜》给孩子普及航天知识

目前，弘扬传统戏曲文化的电视节

目还比较少，代表性的节目有央视播出

的《叮咯咙咚呛》，还有山西卫视的《走

进大戏台》、河南卫视的《梨园春》两档

老牌戏曲栏目较为典型。前不久，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京召开传统戏曲

节目创新研讨会，专家们依托优秀戏曲

栏目共同探究戏曲文化的青春之路。

坚守戏曲文化即是守望民族的精

神家园。众所周知，戏曲文化是中华民

族优秀文化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家国叙

事艺术的集大成者，也是洞悉民族社会

史和伦理史的艺术宝库。可以说，绕过

戏曲文化，很难真正读懂中国传统文

化，也很难真正走进民族文化的百花深

处，戏曲文化的当代传播具有把根留

住，以及延续文化根脉的重要意义和价

值。为此，戏剧节目创作者应具有文化定力，需要一种紧盯

山巅、耐住寂寞，且执著守望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的文化定

力。这种定力源自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责任和文化传承的担

当，源自中国梦征程中对民族文化资源的时代需要，同时

也源自一种难得的文化信仰。如果没有文化定力和文化信

仰，山西卫视的《走进大戏台》不可能走这么远。15年的坚

持即是守望民族文化的一种长途跋涉。此外，戏剧节目创

作者需有打通中华美学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的视野和情怀。

戏曲艺术内蕴着中华传统文化中最为优秀的文化基因，惩

恶扬善、仁义礼智信、清正廉洁、知恩图报等思想内涵，以

及鞭挞丑恶、明断是非、匡正时弊、致中和等中华美学精神

千古传唱不衰。可以说，这些中华美学精神，与我们今天倡

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就此而言，传统戏曲

文化节目的未来之路正是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之路，也是中

华优秀文化基因和美学精神的延续之路，只有涌现出更多

的基于传统文化现代传播的节目，我们的文艺天空才会更

加清朗，我们的文艺作品才会扫除是非不分、善恶不辨和

以丑为美的创作雾霾。

传承创新方可实现戏剧艺术的文化自觉。传统戏曲文

化不仅需要坚守，更需要传承创新，而文化自觉是其创新

超越的必由之路。包括央视的《叮咯咙咚呛》、山西卫视的

《走进大戏台》、河南卫视的《梨园春》，以及央视戏曲频道

的艺术实践，均是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有

益探索，为戏曲艺术的文化自觉提供了诸多启示。其一、应

将传统戏曲艺术和现代影视媒介妥善结合。借助现代视听

艺术的肩膀，让传统戏曲艺术走向腾飞，是实现文化自觉

的一条近路。既可以利用镜头冲击力激发观众的欣赏欲

望，也可以让戏曲欣赏的时间和空间获得彻底解放，扬弃

了剧场的优点和不足，无限放大了戏曲艺术的覆盖面和影

响力，荧屏一场戏抵得上剧场千百场的传播效应，让戏曲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的客厅。其二、应将高端戏曲课堂搬上

荧屏。知名专家的现场评点是一大创新，注重现炒现卖的

现场教学、注重趁热打铁的画龙点睛、注重面对面的言传

身教，这是传统戏剧教学的一种新突破，参赛者不仅有机

会展示自己的优缺点，而且有机会领教名家的悉心指导，

同时对于观众审美水准的提升大有裨益。例如，《走进大戏

台》中晋剧名家栗桂莲、黄梅戏名家吴琼、戏曲主持人白燕

升的精准评点，让参赛选手均获得了醍醐灌顶般的启发，

既培养了新秀，发现了优秀的戏曲传承人，又提升了观众

的审美修养，可谓在创新中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惊喜。其三、

应在百花争艳中实现戏曲文化自觉。电视戏剧节目不仅应

着重弘扬地域戏曲文化，同时应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邀

请全国不同剧种百花齐放，在百花争艳中碰撞交融并取长

补短，可以从传承发展中相互借鉴、可以在唱念做打上如

琢如磨、可以从审美范式上相互学习，只有相互借鉴并为

我所用，戏曲文化才能呈现出更加蓬勃发展的生机，譬如，

央视戏曲频道将各大戏曲流派和地方戏汇聚一堂，各自在

互相切磋中不断完善发展。总之，从“地域概念”提升到“全

国概念”，从地域性向民族性乃至世界性出发，应是戏曲节

目的使命和责任，只有这样，传统戏曲的青春之路才会越

走越远。

戏曲文化的大众化和化大众可兼而有之。大众化和化

大众应是一切艺术的终极使命，艺术作品没有大众化的传

播，没有完成化大众的任务，就很难真正实现艺术的审美

理想，戏曲艺术也不例外。随着影视艺术的强势崛起，传统

戏曲的大众化再次遭遇了生存危机，而电视戏剧节目的探

索发展，让我们再次看到了戏曲大众化的曙光。荧屏和剧

场两个平台相结合是传统戏曲大众化的有效探索。例如，

央视的《叮咯咙咚呛》将戏曲和娱乐相结合，年轻人的加入

让传统戏曲文化变得生龙活虎。山西卫视《走进大戏台》不

仅荧屏传唱15年，而且多年来走遍了三晋大地的千村百

县，为千百座戏台送去了悲欢离合的故事，一方面为戏曲

文化的基层普及出人出力，另一方面为戏剧的大众化和化

大众不遗余力。再如，河南卫视的《梨园春》依托戏迷打擂，

21年间不仅培养和造就了一批草根名角，而且为戏曲文

化的广泛传播、戏曲艺术的启蒙教育作出了卓越贡献。戏

曲节目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文艺作品把人民放在了心

里，人民才会把作品捧在手上并高高举起，文艺只有真正

为人民，才能赢得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同时也警醒我们，文

艺创作要赢得人民的认可，任何的沽名钓誉和自我炒作都

无用，惟有脚踏实地方可取信于民。如此看来，戏曲节目的

发展，为一切传统文化的大众化作出了宝贵尝试，值得我

们认真总结和推广。

由北京纵横新天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天桥艺术中心

联合出品的多媒体儿童剧《孙大圣之神秘伙伴》将于6月1

日至6月5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首演。该剧改编自《西游

记》“西天取经”的故事，剧中的孙悟空不仅能七十二变样样

精通，一如既往地机智勇敢、顽皮淘气，还有一个可以一起

出生入死的神秘伙伴。正是有这个“朋友”的陪伴，他去西天

求经的路上不再孤单寂寞，面对路途中九九八十一难的艰

难险阻也更添几分勇气。该剧重在呈现一段“有温度”的友

谊，让到场的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感受到孩子间童真的、简单

的、真实的、质朴的情感，留给观众一份温暖与趣味。

该剧导演李珊表示，儿童剧的创作者应该用孩子的视角

看待世界，与孩子们一起分享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情感以及

一切美好的事物，用有趣的呈现传递真善美的主题。此次演

出将在3D立体空间中运用多媒体与真人表演相结合，营造

出一个天马行空、充满想象力与童真的“陌生”世界。

《新剧本》杂志一直以来注重对新创剧本的发现与推

动，2015年成立了“新剧本互惠联盟”，意在联动线上线下

创作者和制作方，为戏剧创作助力。此次《新剧本》杂志从

《孙大圣之神秘伙伴》剧本创作开始 ，积极与制作方沟通联

络，为优秀剧本的演出制作保驾护航，并作为该剧的宣传策

划方，紧跟整部戏的制作、排演和演出过程。

（余 非）

儿童剧《孙大圣之神秘伙伴》“六·一”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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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俄媒体友好年”框架下，为促进中俄青少年之

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推动青少年教育交流健康发展，由斯

巴达国际文化交流（北京）有限公司策划的“2016中俄青

少年艺术嘉年华”专场文艺演出于近日在北京市丰台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演。来自俄罗斯的“小纸片”艺术团、

“列维吉诺”马戏团的小演员和中国的小演员们在丰台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大剧场欢聚一堂，大家表演了《渔舟唱

晚》《蝶恋春语》《水兵舞》《柔术》《彩带操》等不同民族风

情的艺术节目，欢度属于孩子们的节日。在这里，孩子们

同台演绎精彩绝伦的“艺术嘉年华”盛宴，尽情展示艺术

无国界的美好情怀。此次艺术嘉年华巡回演出活动，充分

展示了中俄两国青少年艺术交流的融合、创新和发展，通

过活动的开展，为推动中俄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作出积

极的努力和贡献。 （郭 文）

中俄青少年同台演绎“艺术嘉年华”

为振兴传统工艺，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当代社会，在我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到来之

际，由“中国手艺网”特别策划，联合新戎集团主办，国家大

剧院协办的全国性赛事——“中国手艺”创意设计比赛启动

仪式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举行。

“中国手艺”创意设计比赛以“手传承，艺风尚”为宗旨，

充分发挥中国手艺网“非遗＋互联网”的平台功能，高度关

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和“手工艺创业者”的人才培

养与产品转化。此次活动特别针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群”及“45周岁以下海内外各界人士”设置“专题赛”

与“单项赛”两个竞赛单元：专题赛倡导“传统工艺融入现代

生活”，主要征集与现代生活、当代审美紧密结合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统技艺”类作品；单项赛倡导“现代设计走进传

统文化”，下设文博、艺术衍生品组、表演艺术衍生品组、创

新手工艺品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创意品组、地域特色

纪念品组共五个作品征集组别。本次比赛将密切结合“中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在中国

手艺网及其合作平台上为参赛传承人打造品牌推广专题；

并推选优秀参赛者参加“文化管理人才国际交流与合作计

划——手工艺设计国际研修班”。

据“中国手艺”创意设计比赛负责人介绍，本次比赛评

选将由网络初选、现场评选及专家评审三个阶段组成。比

赛作品征集将于7月24日结束，参赛者可在“中国手艺网”

比赛专题页面上进行报名。 （艺 文）

“手传承，艺风尚”——
“中国手艺”创意设计比赛在京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