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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素羽丹顶——鲁晓波绘画作
品回乡展》在株洲博美馆（博物馆、美术馆）一
楼开幕，展览时间将延续到至 2022 年 1 月 10
日，展示鲁晓波创作的鹤系列国画。

鲁晓波 1959 年 1 月生于湖南株洲，现任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12 月 10 日上午，在媒体
见面会上，鲁晓波围绕他与家乡，绘画，工业
设计，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与合作，创新审
美、传统与自然，艺术与科技等方面问题，与
大家进行了交流。

●离别四十年，回乡是夙愿
鲁晓波离别株洲已经 40 多年了，他是恢

复高考第一届大学生，走出株洲来到北京，回
到家乡做一个展览，是他的夙愿。“我每次回
株洲，我感到株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将此
次画展当成一个汇报，一个感谢，首先得要感
谢市委市政府的盛情邀请。另外也想借这个
机会跟湖南尤其是株洲美术界的同仁交流、
切磋艺术，也希望借这个契机跟湖南的文化
创意产业展开一些合作。”

鲁晓波说，绘画是他心目中的情怀。在株
洲生活了 19 年，这儿的文化、人文、历史是他
成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底色，与后来的经历
都是分不开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的冲动

越来越强烈，他在疫情期间创作了一批作品，
借此契机，正好回乡完成了这个夙愿。

●以鹤来表达科学、艺术、自然
的和谐关系

在鲁晓波回乡画展的展厅里站满了前来

赏画的市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出现

的吉祥鸟类，鹤的形象颇受人们喜爱，人们常

以“闲云野鹤”表达一种淡泊明志清心寡欲的

境界。

鲁晓波画的鹤，气质卓然，高雅大方，线

条流畅，简约优美，作为在工业艺术领域具有

重大成就的专业人士，他的画风精炼自由，运

笔行云流水，将鹤的那种遗世独立的脱俗感

炉火纯青地勾勒出来，画中有诗，画中有境。

仿佛那栩栩如生的鹤将从画纸中腾飞而出。

真是“鹤驭凌云入紫微，水畔山绕五云飞。”

如此大手笔地描绘同一种主题，表明了

鹤在鲁晓波心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他说当他

第一次看到鹤，心灵就被触动，那种自然的魅

力，让人震撼，很难用语言描述。古人诗中说

“丹顶宜承日，霜翎不染泥”，鲁晓波用国画来

描述这份美，因为它是中国的国粹，其次，用

中国传统写意的手法来表达一种高洁幽深的

意境，更好地表达鹤的优雅、舒展的姿态，以
及鹤的境界。

“ 鹤 对 环 境 要 求 很 严 的 ，我 画 鹤 其 实 也
有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大家关注生态环境的
建设。我感受到株洲在构建和谐社会，构建
美丽的宜居的城市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
鲁晓波说。

●看好株洲的发展
株洲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之一，也

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其特
有的资源与优势。随着人们文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审美意识的增强和审美水平的提升，人
们对精神需求越来越大。对于艺术与科技、工
业的融合创新，鲁晓波也有自己的见解。

“株洲过去拥有那么多国家重工业基地，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很多基地将成为工业
遗址，这是株洲的独特优势。应该把资源好好
发挥，推动一个新阶段的创新发展。”鲁晓波
说。

通过此次活动，株洲未来还将融合鲁晓
波教授在艺术方面的极高造诣，将现代设计
与株洲传统陶瓷、服饰、包装等产业相结合，
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艺术的融会贯通，
给更多人带来不一样的全新体验。

此中真趣最盎然
——观花鼓小戏《遇见》

张湘彦

作为一出新编的花鼓小戏，《遇见》风格独
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出戏中“黑衣人”的巧
妙使用，更是突出了戏曲虚实结合的审美特色，
突破了舞台的限制，使得舞台的时间和空间被
充分合理运用，充满了艺术的广阔性。其实在观
看演出过程中，舞台设计带给观众是最直观，也
是最容易感受到的。这群黑衣人贯穿始终，既辅
助了戏中人物的情感，又随着剧情的发展充当
了舞台背景。这种简约又不简单的设计，使得该
剧努力实现戏曲向传统“写意”特点的回归，更
有利于观众将注意力集中于舞台上人物的情感
变化。

这出戏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为题材，表达
了张扬正气的时代诉求。《遇见》的剧情涉及丈
夫和妻子、丈夫与小偷、妻子与小偷之间的矛盾
冲突，但主创团队并没有过分渲染和制造尖锐
紧张的现场冲突，反而将观众的视线牵引到人
物的内心世界。

在现实空间里，戏中夫妻二人遇见小偷的
这个事件本应匀速铺展，但是这出戏按照戏曲
艺术的时空观念突破了这种限制，而是根据人
物的情感和心理活动来建构和安排表演。正因
为如此，在程式化戏剧思维的统摄下，《遇见》主
要依靠演员的“唱念做打”等表演技巧作为外化
手段，来表现人物的内在。

试看，夫妻二人遇见小偷时，不同的内心世
界演绎出各不相同的故事：首先是丈夫想要勇
敢地与小偷进行搏斗。根据剧情发展，丈夫和小
偷化身成了武生和武丑。此剧这个时候放弃了
生活化的表演，完全用戏曲程式化来演出。

武生：今天遇着我，断你发财这邪路。
武丑：好汉请开恩，大人不记小人过。
武生：覆水难再收，我既出手不罢休。
武丑：好汉若放手，各走各路各逍遥。常言

道——
（唱）山在西来水在东，
人生何处不相逢，
好汉能知弯上转，
四面八方走得通。
武生：朗朗乾坤，岂容尔等作恶……

（唱）山中要是无老虎，
鼠辈招摇来称王，
行此不义还猖狂，
我来出手灭你嚣张。
几番较量过招后，武丑只能落荒而逃。武生

上前一脚踹倒，雄赳赳气昂昂。直到妻子的一句
“碰哒你的鬼嘞，白日做梦，快醒醒吧，莫打肿脸
充胖子了。”这时才将丈夫从想象中拉回到现
实。

其次是妻子面对小偷时恐惧的心理场面。
因为妻子的惧怕，所以武丑在她的想象中显得
更加猖狂，与之前丈夫的想象又形成了强烈对
比。

武丑：人来人往许多人，偏偏就你不知好歹
来逞能……

武生：朗朗乾坤岂容尔等猖狂。
武丑：碍了老子好事，定要给你放点血。
这个时候“黑衣人”作为武丑的同伙，大声

附和道：“放点血，放点血……”武丑和黑衣人一
并向武生步步逼近，武生慢慢后退。但是仅凭一
己之力，面对手持小刀的武丑，和一同围上来的
黑衣人，武生根本招架不住，最终摔倒在地。舞
台上光渐亮，闪回到了现实空间，胆小的妻子不
禁感到害怕。

这里，充分展现了戏曲作为一种表演艺术
的魅力。这里，夫妻二人的内心世界，其实也是
普通老百姓内心冲突最真实的写照。其实，对观
众而言，在生活中可能也会遇见小偷，但却很少
去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这出小戏恰恰使观
众联想到自己面临此类事件时的心境。

结尾处，丈夫想明白了对付小偷不能蛮干，
于是机智地选择报警。当警笛声响起，大家共同
喊出“抓小偷”的时候，“黑衣人”摇身一变，成为
捕捉小偷的正义化身，来了一段让人拍手叫绝
的警匪动作大片。

德国邵宾纳剧院的副院长托比亚斯·费特，
用“遇见”概括他对戏剧的理解。遇见什么？演员
遇见角色，观众遇见演员，观众遇见观众，每个
置身剧场的人则是遇见了自己……这不也是小
戏《遇见》带给观众的“遇见”吗？

“遇见不平事，拿出我们血性英雄气。良知
在心里，无愧天与地。”此处众人合唱质朴而深
情，而观众却由此产生了发自内心的自省与感
悟。这才是中国戏曲的传统，是善与美的维护，
是丑与恶的批判。

作为一出新创小戏，《遇见》特色鲜明，极具
创意，其实并非“大制作”才能让观众印象深刻，
那些洗去外在奢华，回归传统的戏曲作品更加
动人，而动人之处就在于为观众留下了值得不
断追问与玩味的盎然真趣。

抢“鲜”看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
让我们笑出声来

李子一

同事最近跟我安利了一部宝藏综艺：爱
奇艺的《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看了几集后，我震惊地发现自己完全停
不下来，因为这部综艺太好笑了！对于我这
种对笑极为挑剔的剧迷来说，这真是一部有
梗、搞笑、能击中内心、引发思考的好综艺。

很久都没有在屏幕前痛快地笑过一次
了！原来喜剧还能这么玩，原来还有这么多
年轻人在认真地玩喜剧……

直面生活 引发共鸣
《一年一度喜剧大赛》属于原创喜剧竞

演综艺。由马东担任组委会秘书长，黄渤、李
诞、徐峥、于和伟担任组委会会长。节目通过
一个一个主题作品展演，展示类型多样的原
创喜剧作品，直面生活，引发共鸣。

《互联网体检》，展现互联网用户使用产
品过程中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套路，直击用
户隐私泄露、广告过长、恶意弹窗、诱导购买
会员、强制下载软件、限速下载、“卖惨式”直
播带货等乱象。通过密集包袱，将人们的现
实遭遇展现得淋漓尽致。

《父亲的葬礼》，讲述父亲去世后，来吊
唁的人，儿子几乎一个都不认识。下属、黑帮
老 大 、科 学 家 、甚 至 荒 诞 不 经 的“ 半 人
马”……作品以超现实、超常理的荒诞情节，
让人笑后不禁思考：我是不是从来没真正了
解过父亲？

《这个杀手不大冷》说的是一个杀手迟
迟不能完成任务，竟然是因为放不下音乐梦
想。剧本虽然建立在荒诞的基础上，但对现
实的调侃却是扎实落地的。我们都曾怀揣理
想，最后却可能干着别的工作。

当 然 还 有《三 毛 保 卫 战》《水 煮“ 三 结
义”》《站台》《戏精导航》等等等等。

节目没有流量明星，在我看来，就是一
群认真玩喜剧的人，凭借对当下生活痛点和
流行话题的捕捉，引发观众共鸣。他们自嘲

“腰部演员”“脚腕子喜剧人”，但在《一年一
度喜剧大赛》的舞台上，我能感受到他们的
热爱和坚守。

形态多样 拓宽边界
也许你会跟我一样地切身感受到：好多

年了，连春晚的相声小品都不好笑了。
早 期 的 喜 剧 ，大 多 从 现 实 中 找 素 材 创

作。如赵本山、陈佩斯、赵丽蓉的小品。那个
时候，生活中有太多场景没有被搬上过舞
台，因此有大量的素材可以挖掘。然而，随着
各种现实素材被采用，“生活”变得越来越不
够用了，喜剧还要继续写继续演，怎么办呢？

于是，《脱口秀大会》《欢乐喜剧人》出现
了，这种新喜剧让观众慢慢地产生了热情。
如今，无论是抖音或者头条，各种平台上总
能刷到一两个，听完之后哈哈一笑。

我想，如果不是这种新喜剧氛围被营造
出来，《一年一度喜剧大赛》未必会有人做。
当然这些作品的出圈，也意味着我们对喜剧
的认知又丰富了一层，原来，卓别林、憨豆先
生并非只有西方“特产”，我们的喜剧也不是
只有二人转，让我们笑出声的内容除了搞怪
与通俗，也有揭示人性的可悲之处和一些社
会常规行为的荒唐之处，引人发笑，却也催
人深思。

现在，建议你和我一样，以一种全新的
心态去看，你不用去想这个故事是不是不符
合现实，是不是完全虚构，只要你在观看的
过程中被它的逻辑吸引，进入它的假定情
境，最终被它逗笑，那就是作品的成功。它们
并不是像一些春晚小品那样冒充生活，而是
索性直接告诉你，我这当然不是生活，但却
能让你乐。

最 近 的 一 集 我 已 经 追 完 了 ，美 好 的 周
末。为蒋龙、宗俊涛这样的演员而高兴，他
们因为热爱而坚持，一直默默无闻，打不过
鲜肉斗不过流量，摸爬滚打中练就一身好
本事，只要机会来了，就能发光。如果再有
更好的大环境——观众幸莫大焉 、演员幸
莫大焉。

电视剧《功勋》以影像的方式讲述了首批八位“共
和国勋章”获得者的真实故事，他们身上执着坚守、永
不言败、乐于奉献的崇高品格，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象，带来了无尽的感动和启迪。

他们身上有股执着坚守的“傻劲”。隐姓埋名为中
国国防事业献出青春的于敏，本来与妻子苦练英语准
备申请出国留学，但当接到研究氢弹理论的任务时，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即便要放弃出国、转换理论
研究方向、一辈子隐姓埋名也不怕，他坚定地回答：

“国家存亡的事，必须干”。而同他一样“傻”的，还有
“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和航天工程的总工程师孙家栋，
黄旭华婚后第一年，便离开了妻子，隐姓埋名 30年。

八 位 功 勋 获 得 者 中 唯 一 一 位 留 学 生 孙 家 栋 ，
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国参与卫星设计，即
便 不 给 他 发 一 分 钱 工 资 也 无 怨 无 悔 。在 有 些 人 眼
里，他们这样不计个人利益的行为或许有点“傻”，
可我们应该清楚，他们心中装的是星辰大海，装的
是祖国的未来。

他们身上有股永不言败的“韧劲”。面对武器精良
的敌人，李延年死死地“钉”在阵地上，带领连队勇猛
向前，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甚至在只剩几人的情况
下，依旧抗争到底；在袁隆平研究过程中，一次次与时
间赛跑，与大自然较量，要面对各种人为的被阻挠、被
打击，他从未放弃，突破重重困难，找到“天苗”，研究
出杂交水稻；而为了研制抗击疟疾的新药，屠呦呦和
她的团队尝试了无数的方法，经历了 190 次失败后，终
于发现用乙醚提炼出来的青蒿素对疟原虫抑制率达
到了 100%。正是有这股永不言败的韧劲，他们最终迎
来了成功的鲜花。

他们身上有股乐于奉献的“恒劲”。张富清深藏功
名 64 年，从部队转业后，扎根贫困县，带领村民吃饱
饭、修公路、建大坝，可老婆孩子却未沾过半点光，连
家人都不知道他是“特等功”获得者、“战斗英雄”的身
份；而在申纪兰老先生的一生中，她争取同工同酬，让
男女平等成为现实，完善联产承包、创新产业扶贫型
模式，推动当地经济发展。她竭诚奉献老区，终身关心
百姓生计，做出了一件又一件大事。他们用深入骨血
里的“恒劲”，尽心尽力付出，将平凡的事做得不平凡，
成为了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

《功 勋》里 的 英 雄 不 是 无 所 不 能 的 超 人 ，更 不
会 因 为 时 空 的 隔 阂 会 阻 断 与 当 代 人 的 相 会 。因 为
英 雄 的 故 事 永 不 落 幕 ，英 雄 的 传 承 留 存 在 我 们 的
血 脉 之 中 ，英 雄 的 品 格 是 中 华 民 族 取 之 不 竭 的 精
神财富。

鲁晓波“回乡”记
罗遇真

特写

剧评
英雄的故事永不落幕

——观电视剧《功勋》有感
李钊

综艺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