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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髻高耸的舞者眼波流
转，形态曼妙，举手投足皆是
情，再现了传世名画《千里江
山图》画面上峰峦起伏绵延，
江河烟波浩渺的山水景象，惊
艳了众人，停滞了时间，只余
观众对美的深深震撼。

近日，舞蹈诗剧《只此青
绿》在第二届珠海艺术节上

“开卷”，通过“展卷、问篆、唱
丝、寻石、习笔、淬墨、入画”七
个篇章，讲述了一位故宫青年
研究员“穿越”回北宋，以“展
卷人”视角“窥”见画家王希孟
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

天才少年留下不
朽杰作

《千里江山图》是“近千年
来青绿山水画第一神品”，是
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是地
地道道的国宝级画卷，一曲锦
绣山河的诵唱。

它纵 51.5 厘米、横 1191.5
厘米，全卷画面层峦叠嶂，山
水之间是野渡渔村、水榭楼
台。它磅礴轻盈、绚烂又自
然。其用笔敷彩之精细，轻重
浓淡之生动活脱，当世罕有。
画作灿烂艳灼，美不胜收，展

现出千里江山秀丽多姿，雄伟
壮观，代表了青绿山水画的极
高水平。

艺术家陈丹青曾盛赞《千
里江山图》是中国山水画史
的一场意外，一份孤立的文
献。“说它意外，因为此前此
后的山水画长卷，没一件拼
得过它，真真是空前绝后；说
它孤立，因为同样规模的卷
子或许还有，流传下来的，就
这么一件。”

“这幅画像个巨人，孤零
零站在历史上。往前看，《千
里江山图》可说是隋唐五代山
水画百科全书式的总归结，往
后看，是元明清三代文人山水
画百科全书式的大辞典。”

挥笔绘就《千里江山图》
的王希孟，是中国绘画史上名
垂千古的天才少年。他 18岁
入宫，20多岁去世，留下了绝
笔之作《千里江山图》。除了
画作本身杰出的艺术价值之
外，王希孟的身世也为此画增
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书
画鉴定家杨新在其《关于千里
江山图》一文中讲述，《千里江
山图》并无作者款印，仅从卷
后隔水黄绫上蔡京的题跋中

才知道这一巨制的作者叫希
孟。从宋荦的 《论画绝句》中
才提出希孟姓“王”。宋荦说：

“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
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
教肠断太师京。”

文化跨越千年迎
面而来

《只此青绿》是将《千里江
山图》悠远绵长的传统文化意
象，赋予了无限的生命力和想
象力，呈现了伟大的历史。

作为“古代希孟”与“当
代 人 们 ”的“ 联 结 ”，“ 展 卷
人”与王希孟“穿越时空”相
知相惜。没有“希孟”就没有
《千里江山图》；没有一代代
研究员的辛勤付出，这幅伟
大画作也无法传世，这是一
场跨越千年的文脉传承、惺
惺相惜。

据说，“展卷人”的饰演者
谢素豪今年 28岁。他从去年
开始饰演该角色，这是他参与
表演的首部舞剧作品。登台
之初，他对角色的演绎、感悟
较为青涩、单薄，但随着每次
演出后导演的悉心指导，加上
自己的努力、同伴的帮助，他

对展卷人的理解日益深入，也
从舞者逐渐转变成演员，在台
上的演绎比之前更加成熟丰
满、游刃有余。

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
绿千载，江山无垠。青绿是色
彩，更是意境。“展卷人”的原
型、担任《只此青绿》文博顾问
的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
员王中旭曾分享过给《千里江
山图》拍照的往事：当光线渐
暗，画上的青绿色就会散发出
宝石般的光芒。因此，主创们
从画作中使用的矿物质颜料
石青、石绿中提炼出“青绿”的
意象，就有了“青绿”这个符号
性角色，并且认为，“青绿”，或
许正是那把开启画家精神世
界的钥匙。

在舞蹈诗剧《只此青绿》
中，孟庆旸饰演“青绿”，这不
是某个具体的人物，而是一个
写意角色，一个从青绿山水中
凝练出来的物化形象，犹如

“画魂”。画中，青峰叠嶂，绿
水隐现；剧中，孟庆旸绛唇高
髻，利落甩袖，隐入画中……
贯穿全剧的“青绿腰”更是让
人们赞不绝口。长袖一甩，上
半身后仰，缓缓下行至与地面
近乎平行，柔和中透出力量，

刚柔并济，美到极致……这个
仿佛飘在半空中的高难动作，
既需要舞者有稳如磐石的脚
力，更需有韧如蒲苇的腰功。
而在整个舞蹈中，“青绿腰”
实际代表“险峰”，表现群山
巍峨耸立的棱角感。孟庆旸
坦言：“青绿腰不同于舞蹈中
的‘下腰’，而是如同山石，历
经千年依然屹立，宛若我们的
文化。它也带有古代文化的
傲骨气质，体现东方美学的一
种状态。”

二十余载舞蹈路，一抹青
绿见山河。孟庆旸说：“当你
看到《千里江山图》的时候，你
能感受到它凝聚着古代不同
领域的匠心精魂，而这部剧就
是对传统文化的发现、传承、
沉淀。”

《只此青绿》在珠海的演
出场场爆满，这也充分体现了
珠海人对艺术的追求，对美的
向往。演员是“展卷人”，观
众也是“展卷人”。跨越千
年，谜一样的天才少年王希孟
终于被后人发现，如同旷世杰
作《千里江山图》跨过时间的
长河来到我们面前，让我们了
解和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魅力。

羊城晚报讯 记者钱
瑜报道：10月 30 日上午，

“青春之城、活力之都”中
国画、油画作品展览开幕
式在珠海规划展览馆、珠
海博物馆举行。珠海市
委副书记、市长黄志豪出
席活动并致辞，中国美术
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
副主席马锋辉以视频形
式致辞，广东省文联党组
书记、专职副主席王晓，
珠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谈静等出席活动。

黄志豪指出，本次展
览名家荟萃、佳作云集，
对丰富市民文化生活、提
升城市文化内涵具有重
要意义。珠海将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
化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文化、艺术之美涵
养城市气质，创新推出更
多高品质的文化作品，建
设 更 高 水 平 的 文 化 强
市。希望更多美术家到
珠海交流、创作，推出更
多优秀文艺作品，珠海也
将搭建更多元化的学习、
交流、展示舞台。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
中国美术家协会、珠海市
委宣传部主办，中国文联
美术艺术中心、珠海市文
联、珠海市美术家协会承
办，是第二届珠海艺术节
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从
来自全国各地的 4377 件
作品中评选出 160 件入
选作品（中国画 80 件、油
画 80 件），展出时间将持
续至 11 月 30 日（逢周一
闭馆）。此外，全国美术
名家邀请展也将在珠海
规划展览馆、珠海博物馆
同期展出。（以上作品图
片由珠海市美术家协会
拍摄提供）

《只此青绿》：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的舞台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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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29 日，珠海民族管弦乐团——
《江月琴声》王惠然经典作品音乐会在珠海上
演。在演出现场，观众们把雷鸣般的掌声热情
地送给了 86岁的王惠然——一位为中国民乐
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民乐老人。

通过第二届珠海艺术节，我对“柳琴之
父”——著名民乐艺术家王惠然有了更多认
识。半个世纪以来，他集作曲、指挥、演奏、教
育、乐改于一身，全方位地在民族音乐的传承、
发展、创新上作出很大贡献，在海内外享有盛
誉，是颇具影响的大师级艺术家之一。

王惠然自幼喜爱民
族音乐，13 岁起自学琵
琶、月琴等民族乐器，参
加过评弹、越剧、江南丝
竹、山东柳琴戏、京剧等
的演出，打下了深厚的民
族民间音乐根基。

1956 年 ，抗 战 电 影
《铁道游击队》播出，电影
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
琶》蜚声海内外。战士们
弹奏的“土琵琶”就是柳
琴的前身。1957年，一次
偶然的机会，王惠然到临
沂看了一场“柳琴戏”，被
舞台侧面伴奏乐队中传
出的声音所吸引，这是什
么 乐 器 ？ 琵 琶 ？ 扬 琴 ？
中 阮 ？ 三 弦 ？ 又 都 不
是！终于等到演出结束，
他赶紧跑上后台寻找，原
来是个“土琵琶”，当地人
都叫它“柳琴”。

“土琵琶”形似琵琶，但
整体要小一些，造型拙朴，
两根弦，高粱秆做的品，共
七品，音域较窄，约有一个
半八度，音色声大势壮，风
格别致。于是一个想法在
王惠然的脑海中形成：能否
保留柳琴的独特音色与穿
透力，把它改造成民族乐队
中的高音弹拨乐器呢？在
取得了文工团领导的支持
后，王惠然开始了对“土琵
琶”的改造。

1958 年，王惠然与徐
州民族乐器厂的工人师
傅 一 起 ，参 考 琵 琶 的 构
造，在保持“土琵琶”原有
形 制 特 色 基 础 上 ，从 琴
身、琴弦、品味等部位的
材质和制作工艺方面进
行了全面改革，成功研制
三 弦 二 十 四 品 高 音 柳
琴。从此，柳琴以全新的
面貌，从民间步入厅堂，

成为民族乐队弹拨乐组
的“女高音”。同年年底，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成为他第一首柳琴改编
曲，彼时的人们通过这首
耳熟能详的乐曲感知了
柳琴清脆的音色。

1960 年，王惠然跟随
前卫文工团去山东即墨
县进行集中训练，准备参
加国庆节的演出。有感
于当地水库开闸放水的
热闹场面，王惠然写下了
《银湖金波》，成为中国第
一首独立创作的柳琴独
奏曲。他根据早年在柳
琴戏剧团学的曲牌改编
的《柳琴戏牌子曲》，又成
为这件新型乐器唯一的
传统曲目。这些作品全
面展示出三弦柳琴的音
色特征和技巧运用，从而
确立了其作为独奏乐器
的地位，结束了柳琴百年
来只用于民间戏曲伴奏
的历史，为它开拓了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

在无数次试验之后，
1970年，王惠然与徐州乐
器厂合作，又研制成功了
新式的“四弦高音柳琴”，
使柳琴进入了一个崭新
的阶段。四弦柳琴在形
制上更为规范、美观，拓
宽了柳琴的低音区，将音
域扩展到四个八度，并能
够从视觉与声音上融入
民族乐队。

1988 年，四弦高音柳
琴以“在乐器史上是难能
可贵的，是一项突破性科
研成果”而获得文化部科
技进步一等奖。翌年，又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
奖。时至今日，这些奖项
仍为乐器改革方面的最
高奖。

创新研制四弦高音柳琴

来到珠海开启新事业

钟情于探索与创新
的王惠然拥有无数个“第
一”：少年时的琵琶“四指
轮”技法、柳琴的革新、第
一首柳琴协奏曲、第一本
柳琴教材……他的生活
总 是 与 音 乐 密 不 可 分 。
即便是退休后，他仍坚持

“折腾”，开始了在珠海的
“创业”。

1996年，刚过完60岁
生日的第 5 天，王惠然就
踏上了珠海这座充满活
力的新兴城市。刚安顿
下来，他就以极大的热情
着手组建珠海市女子室
内中乐团。这是我国改
革开放后成立的首支专
业的、全部由女性演奏员
组 成 的 国 有 民 族 乐 团 。
创业初期，王惠然身兼数
职，承担着艺术总监、外
联、行政、导演等多项工
作，异常辛苦。他的女儿
王红艺当时已是著名青
年柳琴演奏家，有着令人
羡慕的职业乐团的职位，
但为了父亲的理想，为了
民乐事业在南方的普及与
发展，她跟随父亲来到珠
海，共同肩负起创建乐团
的重任。

几年间，珠海市女子
室内中乐团代表珠海到
全国各地和国外演出近

百场，成为中华民族音乐
普及的使者，促进了各地
音乐文化交流，成为了珠
海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来到珠海的二十余
年里，王惠然除了讲学与
传授柳琴文化，培养与提
携青年一代音乐家，普及
民族音乐知识以外，还继
续坚持创作、指挥，亲自
举办多场大型音乐会，为
民乐事业的繁荣发挥了
更大作用。

退休后，他仍坚持创
作，民族管弦乐《珠海之
春》《四季花开》，中阮独
奏曲《大漠魂》等作品，都
是他来到珠海之后的作
品。 1999 年，为庆祝澳
门回归祖国，王惠然创作
了民族管弦乐曲《濠江归
燕》，乐曲在珠海市体育
中心举办的“珠海庆祝澳
门回归祖国晚会”上首演
并获得好评。王惠然说，
他热爱音乐，愿将民族音
乐传播到每一个他走过
的角落。

王惠然说，近年来，
珠海民族音乐发展得不
错，“让中国人听中国音
乐，希望通过我们的演出
推动民乐的发展，把老祖
宗的音乐发扬光大，这是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柳琴之父”王惠然 （资料图）受访者供图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剧照 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供图 王徐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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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璐《逐梦苍穹——看航展》
150×130cm 油画

▶林 凯《湾区日记——建
设中的横琴海洋科学馆》
220×190cm 中国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