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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在遵义大剧院观看了新创大型
黔剧 《无字丰碑》 的首演。遵义大剧院地处
新蒲新区，相对偏僻，还以为观众不多。进
了剧场，与想象中的情景大相径庭，上千个
座位已经满满当当。更为欣喜的是，从大幕
拉开直到谢幕完毕，观众一直随着剧情的发
展，或为人物的悲喜、或为演员的精彩表演
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现场观众有一个
共同的评价是“好看”。其实，“好看”是对
一部戏剧最基本的要求，但同时也是最难达
到的要求。

《无字丰碑》 是国家艺术基金 2022年大
型舞台剧和作品资助项目，该剧以贵州省工
委第一任书记林青为创作原型，塑造为中国
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共产党人群像。

充满悬念的剧情

悬念的设置是剧作家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无字丰碑》 的悬念设
置，被剧作家曹海玲巧妙地安排在两个互为
因果的情节上。一是林青接受了中央下达给
贵州工委的任务，要获取敌人的密码、军用
地图和情报。林青能否完成任务？怎样完成
任务？这是整出戏的大悬念。在完成任务的
过程中遭遇了一波三折：首先是敌人派了熟
悉地下党情况的叛徒陈惕庐到贵阳担任特务
室主任，大肆搜捕地下党，林青面临着被抓
的危险；与此同时，林青还要打通送情报的
交通要道，而这个交通要道的关键人物就是
东门的守军营长范大胆，说服范大胆的过程
中，林青两次与陈惕庐面对面虚与委蛇，稍
有不慎，就会暴露身份，这是小悬念；另一
个情节是林青从上海返回贵州后，敌人利用
他的母亲作为诱饵，母子不能相认，这对于
一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残酷的考验。几次母
子相遇，林青都差点自控不住，险象丛生。这
两个情节交替出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把
观众之“念”，牢牢地系在“悬”上。

真情实感的人物形象

《无字丰碑》的成功，还在于该剧塑造了
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剧中人，各有各的个
性，各有各的特点，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映衬。

主人公林青，机敏、睿智、沉着、冷
静，具备了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者的素质。林青又是一个具有个性
的共产党员。他是艺术家，书画、音乐、唱文琴是他的特长，也是
他对敌斗争的武器。他以文琴茶馆为舞台，宣传、组织群众，在他
周围，聚集了一批革命力量 （一枝花、范大胆等等）。林青还是一
个孝顺的儿子，当他还是孩子时，宁肯自己被打死也不愿母亲受
辱；重返家园后，母子不能相认，其境其情，考验着林青。扮演林
青的演员也较好地把握了林青在复杂斗争中的性格特征，唱腔时而
高亢激烈、时而婉转轻柔，表演有张有弛。塑造了一个有真情实感
的林青。

陈惕庐是剧中主要角色之一，他狡诈、凶狠，内心阴暗而又脆
弱。他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党员，被捕后叛变，一心想立功来保全被
软禁在南京的家人。饰演这个角色的是国家一级演员、黔剧国家级
非遗传承人朱宏。他准确地抓住了陈惕庐这个人物的复杂个性：在
人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独处时则虚弱不堪，一封电报就足以叫
他“浑身冷汗”。从头饰到步态，从念白到唱腔，朱宏都作了认真
揣摩，找到了属于“这一个”人物的形象特征。

剧中其他人物形象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圆滑世故，胆小怕事
的大碗茶，最终完成了从普通百姓到革命者的升华。快人快语、豪
爽仗义的范大胆，果断选择了率部起义，加入革命队伍。还有能干
泼辣又不乏柔情的一枝花，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林青母亲等等。
总之，这台戏中的人物真实可感，扮演者们功不可没。

创新的呈现方式

中国戏曲走过了几百年的成长之路，形成了歌舞并重、行当齐
全、时空变换自由等一系列程式化创造方法，在世界戏剧舞台上独
树一帜。随着时代的发展，戏曲固有的表现程式已不能适应观众（特
别是年轻观众）的审美需求，任何传统，只有融入现代生活才会具有
生命力。于是创新成为增强戏曲生命力的关键。《无字丰碑》的主创团
队，策划之初，就把艺术创新定位为该剧追求的目标之一。

首先是交响乐和传统文琴伴奏乐队的融合。交响乐的运用是剧
本的宏大叙事所决定的，无论是增强角色唱腔的感染力、还是情景
气氛的渲染烘托，交响乐的作用都是传统乐队所不及的。导演依据
剧本提供的戏中戏情节，巧妙地把文琴乐队搬到舞台，使文琴传统
乐队成为了剧中的一个角色，在剧情的推进中与交响音乐相互呼
应。观众听到的，既有传统乐队的文琴雅韵，也有交响乐气势磅礴
的黄钟大吕。作为黔剧的探索，无疑是成功的。

其次是时空的自由运用。自由时空处理本来就是中国戏曲的传
统，一个圆场百十里，一句慢板五更天。一般来说，传统戏曲的时
空基本上还是沿着人物的行动脉络在一个空间进行转换。该剧的时
空处理，则更加自由：或在一个舞台空间同时表现几个时空，如林
青、范大胆、陈惕庐的对唱，表现了两个不同时空的人物纠葛和矛盾
冲突；或让时空凝固，角色的心理情绪却在继续流动。如前所述林青
母子在茶馆相遇那场戏。我以为该剧最具有探索意味的，是苍涯子这
个人物的设置。苍涯子既是剧情的叙述者，又是茶馆文琴戏班主唱。
他既在戏中，又在戏外，成了推动和交代戏剧情节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是剧中歌和舞的运用。中国戏曲特点是“以歌舞演故事”，
传统的戏曲表演是程式化的，而 《无字丰碑》 里的舞蹈，既有传统
的“开打”，也有进入时代审美的“新歌舞”。国民党特务搜捕中共
地下党一场戏，就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武打戏，只见演员翻跃腾挪，
一个个功夫了得，观众掌声不断。“新歌舞”则有以国标舞为元素
的酒吧舞和表现谍报工作的谍报舞。酒吧里，国民党军人正在联
欢，女演员们一袭旗袍，光彩照人。地下党谍报人员，就在这看似
妙曼的舞蹈里传递情报；谍报舞所表现的，则是地下党谍报员获取
情报的过程。这两个舞蹈，成功地避免了写实化弊端，而且非常好
看。既让观众能轻松地观赏，又舒缓了紧张剧情的节奏。

《无字丰碑》 的创新之处还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需要剧组
和戏曲界专家归纳总结：哪些创新是可以肯定的？哪些戏的处理还
有问题？总之，我以为这部戏已经具备了向精品剧目冲击的条件，
希望这部戏在进一步的打磨提升中，有更为精彩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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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地处西南，优美的自然风光、
浓郁的民族风情、宜人的气候条件、多
元的文化基因，赋予了贵州多彩的特
质、独特的魅力，“多彩贵州”也是书
法艺术表达的一个重要内容。

2023 年初，经过近一年的筹备，
贵州美术馆举办了“纸上烟云”全国中
青年书法名家写贵州邀请展，这是贵州
美术馆第一次主办全国高水平的书法
展。这次展览受邀作者都是在全国大展
中多次获奖、1970 年后出生的书法名
家，其中，有省书法专业团体负责人，
有书法媒体创作专家，有全国大展评委
及各专业委员会专家，可谓是群星荟
萃，名家云集。为了突出贵州题材，留
下一批文质兼美的书法作品，所有受邀
参展书家书写内容均为贵州历代文人雅
士书写贵州、歌颂贵州的诗词文赋，以
及贵州民间歌谣歌词，通过当代书法中
青年名家创作和展览，以当代书法为载
体，艺术再现贵州独特的历史文化的精
神气质，弘扬具有当代价值的贵州文化
精神，为贵州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一次难
得的现场观摩学习的绝佳机会。

此次展览作品中，从书体来看，行
书和草书作品最多，约占三分之二，隶
书较少，楷书和篆书作品最少，只有
10 件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
代各种书体作者群体大小情况，也就是
写行草书的群体最大，写篆书的群体
最小。

行书作品中，以二王系列风格为
主，明清调及碑帖融合的也有部分，或
清新婉丽、飘逸典雅，或节奏鲜明、点
画相映，或巧拙相接、意趣盎然，或笔
势雄强、姿态横生……体现了创作者深

厚的传统功力，又有独特的个人风貌。
如李明的行书作品 《清严谨贵州省旅店
题壁》，用笔干净利落，恪守中锋，笔
圆墨饱，结字灵动、雅正，力道遒劲，
线条质感厚重浑然又不失飘洒，拙中见
雅，碑帖相融，是一件难得的优秀作
品。又如杨科云行书 《明邵元善红崖
诗》 作品，整幅作品典雅秀丽，结体雅
正，章法浑融，法度谨严，气宇轩昂，
用笔灵动而又清爽，线条对比平和，流
畅，韵味浓郁，尽显二王及宋人之风。
当然还有很多行书作品都很精彩，各具
特色。

草 书 作 品 共 25 件 ， 约 占 四 分 之
一，其中二王系统风格为主，小草 11
件，大草略少，章草 4 件，明清调 8
件，宋人黄庭坚风格的大草 1件。小草
写得灵动飘逸，秉承二王之风，兼蓄魏
晋古韵。大草写得笔墨酣畅，笔走龙
蛇，迅疾处有“飞鸟出林”“惊蛇入
草”之势，继承中又加新意。章草古朴
端庄、轻松率意，和而不同。如刘宗阳
的大草作品 《莫友芝影山词醉花阴》，
取法二王一脉，兼涉明清，整篇大气磅
礴，用笔圆熟，提按顿挫间把墨色的浓
淡枯湿及奇正大小表现得淋漓尽致，每
蘸一次墨就是一个节奏，从湿到枯，从
枯到湿，大小错落，有收有放，具有很
强的段落感。又如李锐草书作品 《刘知
白忆洗马诗》，以宋人为基调，间涉明
清，用笔丰富多变，纵横酣畅，疏密浓
淡对比，使得作品具有很强节奏感，狂
放中又略具婉约，雄浑中不失飘逸，刚
劲中充满灵动，富有很强的视觉效果。
又如胡紫桂大草作品 《莫友芝影山词百
字令》，写得笔墨酣畅淋漓，点画枯湿

得当，帖意碑风融为一体，大起大落，
线条的粗细枯湿及字的大小疏密都对比
强烈，对笔墨具有很强的驾驭能力，让
人观之如波涛涌至、峻岭连绵，精神为
之一振。

隶书作品一共 15 件，基本以汉隶
风格为主，其他或取清人，或取简意。
汉隶大多端庄大气，雍雅朴茂，瑰异凝
重，有正大气象。以清人和简帛书为法
源，写得很有发挥，取舍与借鉴，融古
为我，相得益彰，也很是精彩。李劲松
隶书作品 《邓恩铭七绝二首》，融汉碑
和简牍于一体，去燕尾波磔，线条朴
拙，结字多变而富有情趣，线条丰富的
质感和字形的取势造势都用心经营，书
写时的轻松自在、闲适之情又跃然纸
上。王墉隶书作品 《郑珍茅台村诗》，
书宗汉隶朴拙一路，依托汉碑又有新
意，用笔含蓄厚重，起收隐于笔端，线
条迟涩，粗细匀称，结体古拙，以字的
大小变化来调节节奏，纵横间极富圆厚
稚拙、朴茂劲健之感，别有一番天真自
然之趣。

楷书作品较少，或许很多人觉得楷
书是入门的书体，也可能觉得楷书太安
静，无法体现自己的情绪变化。虽说楷
书是很基础，要写好也是很难的。此次
楷书作品，纯以唐楷法创作的作品就一
两件，绝大部分作品都是以魏碑或是碑
意来创作的，而且此次展览，竟然无一
件贵州作者创作的楷书作品，这是很值
得我们思考的。此次楷书作品，创作者
都有很强的创作能力，以传统经典为法
源，掺入自己的理解和书写的艺术表
达，有的意趣横生，有的平正大气，有
的雍容端庄，有的秀雅灵动。朱志刚楷

书作品 《莫友芝访溪上故人已出遂过禹
门山》，就取法北魏墓志，写得雍容大
度，静穆俊朗，结体精准，点画舒张，
通过结构和笔画的改良，把极小的墓志
放大创作，既显得大气开张，又在法
度之内，延续着书者美轮美奂的视觉
追求。林玉梅中楷作品 《严寅亮题贵
州印江护国寺联》，以唐人为宗，写
得萧散自然，不急不厉，用笔方圆兼
备，曲直相发，粗细有致，结构因字赋
形，自然生发，从容不迫，在有意无意
之间。

篆书作品最少，一共只有 10 件，
其中 8件是贵州作者创作的。贵州的篆
书传承由来已久，从莫友芝到陈恒安，
再到包俊宜，都是以篆书闻名于世。此
次展览作品篆书风格主要有大篆、小篆
及汉篆，作品书写各具特色，字形、笔
法、章法等书法本体要素的运用都深合
经典，自由书写中不失规矩。倪和军篆
书作品 《赤松和尚黔灵山题壁二首》，
取法秦汉及清诸家，吸取秦汉篆书风神
气韵，融合清篆意趣，以清篆的用笔方
式参入秦汉篆的创作中，用笔干练，流
畅优美，字距紧密、行距疏朗、两边辅
以小字行书释文，整体感觉端正大度，
章法疏衡，可见视觉之独特，别开生
面 。 秦 良 静 篆 书 《吴 国 伦 观 圣 泉 二
首》，颇具形式感，正文辅以朱色小
楷，既有装饰性，又显得自然和谐，其
篆书风格独特，既有大篆的元素，又有
小篆的影子，还有汉简的面目，笔画强
健有力，方圆相济，结体恣肆纵横，独
出机杼，具有很强的抒情性和视觉冲
击力。

作品太多，每幅作品皆有可品之
处，因篇幅有限就不一一赘言。

书法展览是一场“纸上聚会”的活
动，通过不同的创作内容，不同的书
体，不同的风格，汇聚一堂，是文化艺
术的交流，也是梳理地方历史文化脉络
的契机。展览期间，来贵州美术馆现场
感受书法艺术氛围、现场学习的书法家
及爱好者络绎不绝，这是贵州难得的一
次高水平的书法展示。欣赏书法艺术，
探索书法之美，品读经典诗文，了解贵
州历史文化，这是举办这次展览的初衷
和心愿。

（作者系中国书协会员、贵州省书
协理事、行书委员会副主任）

包俊宜展览题词 《落纸烟云》。

贵 州 绘 画 从 1413 年 贵 州 建 省 至
今，走过了曲折而辉煌的发展历程，
由一脉涓涓细流成长为波澜壮阔、气
象万千的长河。其间涌现了数以千计
的画家，诞生了众多在中国绘画史上
有影响的作品。在中国绘画的百花园
中，贵州绘画虽然不算是最鲜艳夺目
的花朵，但它却以独特的风韵绽放在
黔岭深处，清新质朴，芳香四溢，引
得人们驻足观赏，由衷赞美。

相 较于贵州绘画取得的成就，贵
州学者对贵州绘画的研究比较薄弱。
2010 年 前 后 ， 贵 州 民 族 大 学 的 顾 朴
光、顾雪涛父子，开始系统地对贵州绘
画史进行梳理，经过十年辛勤的耕耘，
于今年2月出版了 《贵州绘画史》。

《贵州绘画史》 论述 1413 年贵州
建省至 2014 年，六百年来贵州绘画
发展的历史。全书 53 万字，论述画
种以中国画、油画、版画为主，兼及
水 彩 （粉） 画 、 漫 画 、 年 画 、 连 环
画、宣传画、插图、漆画、壁画等小

画种。书中以时代为经线，以画家及
其作品为纬线，编织出明初至当代贵
州绘画恢宏壮丽的历史图卷。列入该
绘画史的画家约 800 余人，重点论述
的画家近百人，贵州绘画史上的大家
和名家，如明代的杨龙友、马士英，
清代的郑珍、何威凤，民国的姚华、
黄干夫、桂百铸、张寒杉、邱石冥、
杨秀涛，新中国初期的宋吟可、王渔
父、孟光涛、王树艺，以及新时期的
方小石、刘知白、杨长槐、王振中、
董克俊等，书中都有详细的论述。以
上所列画家仅限已经去世者，如加上
当 今 仍 在 勤 奋 创 作 的 绘 画 大 家 和 名
家，在贵州绘画的天空中，可谓星汉
灿烂，美不胜收。

《贵州绘画史》 分为五章，第一
章为明清时期的贵州绘画，第二章为
民国时期的贵州绘画，第三章为新中国
成立前 27 年的贵州绘画，第四、五两
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贵州绘画。每章首
先论述影响这一时期绘画发展的重大历
史事件和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重要
举措，然后再论述这一时期代表性的画
家及其作品，并从中总结出贵州绘画
的艺术特色和发展规律。

入史画家根据其艺术水平和社会
影响，分为若干档次，论述他们的文
字多的上千字，少的几百字，也有的
画家书中只点了一下他们的姓名。全
书史论结合，图文并茂，集学术性、
资料性、观赏性于一体，是第一部全
面、系统地论述贵州绘画的史著，具
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价值和意义。

一部绘画史，必须用图片支撑，做
到图文并茂，互相补充，如果只有文字
而无图片，便难免显得单调枯燥，使读
者对各个画家的绘画艺术缺乏形象、直
观的感受。为此 《贵州绘画史》 选刊了
从明代到新时期各个重要画家的 300幅
画作，它们大多为各个画家的代表作，
其中不少作品或入载各种权威的文献性
画集，或曾经入选高层次的美术展览，
或获得过重要画展的奖项，或被中国
美术馆等学术机构收藏。

以中国画为例：杨龙友的 《仿倪
瓒 山 水 图 轴》 和 《枯 木 竹 石 图 轴》，
同时入编权威的 《中国美术全集·明
代绘画卷》；姚华的 《寒林平远图》，
由故宫博物院收藏，先后入编 《中国
现 代 美 术 全 集 · 中 国 画 山 水 卷》 和
《翰墨流芳：近现代中国画精选·山
水卷》；王渔父的 《月夜飞凫》，是中
国美术馆的第一号藏品，曾入编 《百
年 中 国 画 集》 和 《中 国 现 代 美 术 全
集·中国画花鸟卷》；刘知白的 《玉
岭飞雪》，曾入编 《改革开放·中国
美术三十年》；钱文观的 《马寅初的
忧 虑》， 曾 获 第 七 届 全 国 美 展 铜 奖 ，
并入编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中国画
人物卷》 ……

再以油画为例：李自由的 《新来
的老师》 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被中
国美术馆收藏；李昂的 《苗女》 入选
第一届中国油画展获“中国油画奖优
等奖”，入编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
油画卷》《改革开放·中国美术三十
年》；孔阳的 《大山之祭》 入选第三

届中国西部大地情中国画·油画作品
展获金奖；任小林的 《五色天地》 入
选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铜奖。

版画则更加引人注目：吴家华的
《侗 乡 三 月》 入 选 第 六 届 全 国 版 展 ，
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入编 《新中国美
术六十年》；蒲国昌的 《节日》 入编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卷》《新中
国美术五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美
术三十年》，被中国美术馆收藏；董
克俊的 《太阳雨》 入选第十届全国版
展，获首届全国风俗画大奖赛获二等
奖，入编 《中国现代美术全集·版画
卷》《新 中 国 美 术 五 十 年》《改 革 开
放·中国美术三十年》，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曹琼德的 《屯堡记忆》 获第
十七届全国版画展览金奖，被中国美
术馆收藏；钱筑生的 《圣经组画》 入
选第七届全国美展获铜奖；王建山的
《璀璨的阳光》 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
获铜奖……

以上所列虽然只是书中刊载作品
的一小部分，但管中窥豹，贵州绘画
的成就于此可见一斑。读者阅读 《贵
州绘画史》，不仅可深入、系统地了
解六百年来贵州绘画曲折而辉煌的发
展历程，而且能在视觉上享受到一次
美的盛宴。

（作者系贵州人民出版社历史文
献策划部主任、编审、博士）

详实的画史 视觉的盛宴
——《贵州绘画史》简评

刘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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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雅韵书多彩
——写在“纸上烟云”全国中青年书法名家写贵州邀请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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