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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蔡佳倩 通讯员薛冬凌）作为中国
（海南）第二届东坡文化旅游大会
重要活动之一，“尽携书画到天涯
——苏轼主题藏品捐赠仪式”近日
在海南省博物馆举行。《东坡笠屐
行》雕塑像和33件/套苏轼主题书
法作品，以捐赠的形式入藏海南省
博物馆。

苏东坡在海南，不仅传播文
教，开化民风，还留下了许多宝贵
的历史文化遗产。近年来，海南致
力于弘扬东坡文化，成功举办了系
列东坡文化活动。其中，今年在海
南省博物馆举办的“千古风流 不
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及

“庆祝苏轼诞辰987周年暨全国名

家苏轼主题书法作品展”就是其中
两场重点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热
烈反响。

今年9月，海南省博物馆面向
社会发布“尽携书画到天涯——海
南省博物馆藏品征集公告”，陆续
收到各界热心捐赠的苏轼主题藏
品，此次获赠的藏品《东坡笠屐行》
雕塑像，就是苏轼主题文物展的重
要展品之一，33件/套书法作品则
来自“庆祝苏轼诞辰987周年暨全
国名家苏轼主题书法作品展”。

本次捐赠的33件/套书法作
品，汇聚了中国书协主席团成员、
理事、会员等知名书法家，书法家
们以苏东坡系列诗文作品为创作
内容，形式多样、格调高雅。

家门口遇见艺术

展厅入口，年轻姑娘仰着头，端详
着眼前的雕塑作品。作品名称为《雷
锋》，总高约2米，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
为山于2012年创作，塑造了雷锋面含
微笑走在春风里的一瞬——昂首挺胸，
面含微笑，神情欢快而温暖，令人动容，
让人怀念。

市民杨敏在雕塑前拍照留念，她
说：“雕塑虽然是静止的，但也是有磁场
的。站在雕塑前，会不自觉地想起雷锋
的先进事迹，内心很受激励，有一种莫
名的感动和力量。”

展览现场，是观众与艺术的共鸣。
铜、木、玻璃、不锈钢、陶瓷、树脂

……各种材料在雕塑家的双手下，开出
充满创造与想象的花朵；文化传承、九
天逐梦、乡村振兴、美丽中国、幸福生活
……当大美无言的雕塑作品注入时代
的气韵，观众感受到的不仅是视觉冲
击，更有深邃的社会与人文思考。

作品《望乡——索我理想之中华》
塑造了三位背井离乡远渡重洋的爱国
青年，青年面朝东方，遥望祖国，这份浓
郁的乡愁深埋每位海外游子心中；《共
舞》凝固了两位黎家小姑娘和小坡鹿一
起翩翩起舞的画面，具有浓厚的海南地
域性少数民族特色；《山·行》表现了一
头枯瘦的、如正受难般的大象，怀着对
土地的依恋，漂浮在空中，灵魂正舍躯
体而去，唤起公众对象群生存困境的关
注。

“雕塑作品形式丰富，超出了想
象。”观众丁春秀高兴地说，展览不仅有
本土优秀雕塑家作品，还展出了中国城
市雕塑家协会吴文山、马文甲、刘松等
雕塑家的作品，非常难得。

琼剧“清官戏”：
传统底蕴与当代新变
■ 姚文英

在海南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
琼剧作为独特的艺术瑰宝，其“清官戏”传
统源远流长且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从历史的长河溯源，清官戏在中国传统
戏曲的星空中始终闪耀着独特光芒。自元
杂剧起，如《窦娥冤》等经典之作，以深刻的
社会洞察和鲜活的人物塑造为清官戏奠定
基石。明清传奇时期，《珍珠记》等剧目进一
步丰富其艺术形式与文化内涵。至清代地
方戏，《铡美案》更是将清官戏推向高峰并广
泛流传。海南琼剧的清官戏传统与之相伴
而生，海公戏等剧目在地方戏曲的画卷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传承至今。在当代，新
编琼剧《丘濬》与《海刚峰》恰似两颗璀璨明
珠，既承继传统清官戏的精髓，又在创作理
念与表现手法上大胆创新，成为探究琼剧

“清官戏”传统在当代转型的生动范例。
新编琼剧《丘濬》与《海刚峰》在文本创

作上精准把握戏曲“传奇性”特质。它们在
遵循现实逻辑的根基上巧妙运用虚构手法
编织故事。《海刚峰》聚焦海瑞暮年出山整
治贪腐这一独特叙事视角，令人耳目一
新。《丘濬》则采用“长跨度，宽叙事”策略，
精心选取丘濬人生中的代表性场次，通过
巧妙设置特定戏剧情境，细腻展现人物的
多面性与复杂性，成功融合传奇清官形象
与凡人形象，有效规避传统塑造的弊端。

《海刚峰》沿袭古代戏曲叙事传统，赋予人
物超常品质的同时，在人物关系构建上别
出心裁，例如“茶斗”情节，生动展现海刚峰
坚守廉洁底线，深刻体现官民关系，尽显传
奇叙事的美学魅力。

在舞台呈现方面，琼剧《丘濬》与《海刚
峰》彰显出强烈的“剧场性”。舞台布景以
国风画山水为基调，巧妙融入中式美学元
素。《海刚峰》以白色为主色调，成功营造出
清正廉洁的浓厚氛围，装饰元素巧妙映射
人物性格与剧情走向。《丘濬》在服装设计
上大胆创新，借墨竹、青山意象精妙体现人
物的精神境界。道具运用上，《海刚峰》的
道具符号饱含象征意义。演员表演更是注
重情感的细腻表达与角色的深度刻画，吴
叙勇跨行当饰演老生塑造海刚峰形象丝丝
入扣，刘玮玮以精湛演技生动展现丘濬不
同人生阶段的鲜明特征。舞台空间与演员
表演高度融合互动，如《丘濬》中的梦境场
景，运用独特舞台手法极大增强观众的沉
浸体验。演出终了场景设计寓意深远，谢
幕环节有力强化观众与演员的情感互动。

琼剧《海刚峰》与《丘濬》中的“互文性”
在多层面得以体现。文本层面，大量引用
历史文献与民间传说，创新借鉴传统范式
并融入当代价值观念与审美趣味。文化层
面，与海南本土文化、民族精神以及当代社
会文化紧密相连，如重教兴学理念的传承
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戏曲运用“片段互
文”巧妙将民间传说审美与现实诉求相融
合，精准把握古今贯通的特质。在观演关
系构建中，实现移情与间离的精妙平衡。
移情通过演员的精彩表演与情节的巧妙设
置激发观众强烈的情感共鸣，《海刚峰》适
时插入现代语境台词打破沉浸促人深思，
喜剧表演手法有效拉近与观众的心理距
离，反派角色情节在提供娱乐性的同时推
动观众对作品深度理解。

琼剧《丘濬》与《海刚峰》的成功实践为
琼剧“清官戏”的发展提供诸多启示。其发
展需各创作环节协同共进，一度创作中编
剧用心挖掘历史素材构建故事框架；二度
创作里导演与演员专注剧场性营造与角色
精彩塑造；三度创作重视观众接受反馈。
展望未来，琼剧“清官戏”应深深扎根本土
文化，大力挖掘地域特色资源并积极借鉴
他长实现创新突破。剧本创作进一步拓宽
题材领域，舞台呈现巧妙结合现代科技手
段，宣传推广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积极开
展跨界合作拓展形式与渠道，从而有力推
动琼剧艺术持续繁荣昌盛，在中华戏曲文
化的浩瀚星空中绽放耀眼光芒。

不管你是否承认，雕塑是
有审美门槛的。

12 月 10 日，“雕塑新格
局·第十一届南北雕塑联展”
在海口开幕，穿梭在错落有致
的雕塑间，记者耳中不时传入
这样的交谈：“我好像看懂了，
也好像没懂”“内心很受触动，
但说不出个所以然”……

大美无言，谁在定义雕塑
的美？普通人又应当如何欣
赏一尊雕像？

在中国古代，雕塑仿佛就
是立体的人物画，最重要的是
表现传神的特点。而在近几
十年，观念性雕塑蓬勃兴起，
雕塑作品更加多元化、个性
化。

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
长陈学博认为，欣赏雕塑作品
当然有章法。比如在欣赏传
统雕塑时，要看比例是否协调
匀称，给人以美的享受。在欣
赏观念性雕塑时，又有着不同
的逻辑。但他强调，“归根结
底，观众能从雕塑中寻找到情
感共鸣，那就是好的作品”。

人是万物的尺度，审美趣
味不同，艺术作品的欣赏因人
而异。

在雕塑家张睿看来，并不
是所有观众都要“看懂”艺术，
只要生出“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内心便是受到触动，产生
共鸣与感动，如此，观赏的目
的便达到了。

特别是，雕塑是
在三维空间的立体形式
中再现生活，具有强烈现场
感。在不同的空间环境中，可
能具有并不相同的美感。

“雕塑是立体的艺术，最
好的观赏方式可能是 360 度
绕着圈看。”张睿说，从正面观
看，雕塑像一幅画，当绕到侧
面时，雕塑的立体存在展露无
遗。置于不同灯光下，雕塑又
会引起观众不同的丰富联想，

“这种雕塑与观者的互动，可
能也是雕塑作品的一部分”。

既然，美是一种自由的情
感，没有统一标准。那么，一
起来看展吧，在艺术作品中遇
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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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始，雕塑为先，我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了雕塑。从商代青铜器、汉代陶
俑、唐代石窟造像到现代雕塑艺术中的金属雕塑、纤维雕塑等，雕塑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在
不断变革和创新。

在新时代，雕塑有着怎样的可能性？
12月10日至20日，“雕塑新格局·第十一届南北雕塑联展”在海口开展，汇聚来自我国

陕西、广东、广西、海南，以及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的雕塑艺术名家及
新锐创作者的优秀雕塑作品105件，通过形式多样的艺术表达，呈现
雕塑艺术创作的时代精神
与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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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碰上现代

苏东坡谪居海南三年，开办学堂授
学，曾经的“蛮荒之地”开始“书声琅琅，
弦声四起”。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杨睿
以此为灵感，探索和应用新型材料进行
综合材料创作，作品《破天荒》一经亮相
便获得观众的喜爱。他表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是艺术创作的宝库，创作者可
以从中提炼主旨、凝练形象，将传统元
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

正如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长陈
学博在本次展览的前言中所写，对传统
雕塑艺术的传承和创新，不是复古和摹
仿，而是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进行认知、
解读、重构。具有深邃中国传统文化内
涵的雕塑艺术重意境、意象、神采、气
韵，当代雕塑艺术家们应该充分感悟和
解读这种艺术的精髓，并把它运用到自
身的创作当中。

古老的崖柏遇上现代的心率传感
器，会有怎样的火花？《拨动你的心弦》
运用崖柏、心率传感器、琴弦，将琴弦装
在原木上，并与心率感应器和电机连
接，让观众可以通过手指触摸心率感应
器与作品互动，心脏跳动一下琴弦拨动
一下，十几根琴弦在不同人的心跳中奏
响，这不仅是人之间的交流，还是人与
自然的交流。

在传统文化中获取灵感，在创作技
法上进行创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和融
合，在展厅内随处可见。对此，陈学博
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有幸迎来这个多元
文化和发展的时代，这个时代力求兼顾
对传统与当代艺术审美认知的深度与
广度，力求扩展雕塑艺术传承与创新的
多元框架。经这一时代的托举，必然同
时在“物质”和“非物质”这两个向度上
散发“传承”和“创新”的光芒。

艺术与时代共鸣

水稻田中，袁隆平院士手持稻穗，
正在神情专注地观察稻穗的生长情况，
眼中充满和善慈祥，水稻围拢在他的身
边，好似温顺的孩子们一般。作品《袁
隆平》采用写实与写意相融合、圆雕与
浮雕相结合的手法，生动展现了袁隆平
院士生前的工作场景。

为各个领域的劳动者、建设者、奉
献者塑像造型，也刻画日常生活中的平
凡人物。作品《返乡逐梦》以黄绿色调
为基础，画面中一辆绿色的农用车满载
着丰收的稻谷，村民坐在高高的稻谷
上，喜悦洋溢在每个人的脸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是艺术家的使命。雕塑创作应来自人
民，服务人民，走向大众视野。”海南省
雕塑艺术学会杨志刚说，在古代中国，
人们通常为佛塑像、为圣贤塑像，如今，
艺术家们为普通人塑像，这种转变回答
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艺术为谁服
务。他表示，作为一名80后，自己见证
了乡村振兴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希
望通过作品《返乡逐梦》，鼓励更多有志
青年来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大展拳脚。

展览现场，艺术与大时代共鸣。雕
塑家把自己的艺术融入时代发展，创作
出动人心弦的作品：

《九天逐梦》用神舟一号到十二号
的时间轴围成一个直径一米的圆圈，恰
似一轮明月，象征梦圆航天。上方一架
载人飞船和两名航天员，正是太空出舱
瞬间的真实记录。通体的银色不锈钢
材质，其中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非常引
人注目，使整个作品充满时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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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笠屐行》雕塑像。海南省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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