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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性花鸟画家
荟聚岭南

8月28日，《姹紫嫣红·时代
意象——中国国家画院花鸟画
主题创作学术邀请展》在广州画
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参展作品
以大尺幅及画家的代表作为主
体，汇聚全国代表性花鸟画家上
百人，其中分老、中、青三个版
块，每个版块各40余幅，共展出
140余幅作品，并首次采用数字
展厅形式呈现花鸟画大展。

画展由广州画院、中国国家
画院花鸟画所承办，将持续至9
月21日。

粤博创意
首次组团亮相“博博会”

广东省内20多家博物馆组
成广东馆“粤博创意”，首次组
团亮相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
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

广东省博物馆从展览陈列、
文物保护、流动博物馆等方面出
发，展示现阶段各领域的发展概
况。同时，粤博首款水下考古盲
盒对外展出，潮州木雕系列、百
花图系列等数十款文创产品也
悉数登场，呈现粤博文创的独特
魅力。

2022南国书香节
圆满落幕

2022 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
展圆满落幕。接连 10 天，活动
涉及 30 万余种图书，373 个分
会场，950位名家，1263场活动，
1400 万元文化惠民券，覆盖人
群超过5000万人。

“本土化”“多元化”“接地
气”是本届书香节的鲜明特色。

全国文化大数据交易中心
上线试运行

该交易中心由深圳文化产
权交易所承建，交易标的聚焦文
化数据，分为文化资源数据和文
化数字内容两类，按范围分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类。

平台面向全社会各类符合
进场的交易主体开放。8 月 31
日试运行当天，深圳国夏文化数
字科技有限公司作为首批进场
的中介服务机构，购买中国数字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委托的“中国
老画报数据库”部分数据包及国
家图书馆出版社“庆赏升平人物
图京剧脸谱数据包”，购买价格
约为20万元。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新馆开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
近日将面向公众开放。新馆开
放近 470 万件档案，设有《兰台
翰墨 家国春秋——明清历史档
案展》《守护国家记忆 传承民族
文脉——明清档案事业发展历
程》等展览。

该馆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祈
年大街9号，观众可通过该馆网
站、小程序及“皇史宬”微信公
众号预约查档、参观。

三星堆出土
最大动物造型青铜器

三星堆考古现场8号坑近日
提取出一件大型立人神兽，神兽
大嘴、细腰、四蹄带有纹饰、头顶
立人，从嘴到尾部的长度超过1
米，重量估计在300斤以上。这
是迄今为止三星堆出土动物造
型青铜器中最大的一件。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预计
2023年 10月完工，2023年年底
正式开放。

广州交响乐团成立 65
周年巡演也将于本月正式
启动，余隆将亲自带领乐
团，联袂中提琴演奏家梅第
扬、二胡演奏家陆轶文，于
今年9月期间在广州、武汉、
长沙、成都这四座历史文化
名城举行巡演。

在这次巡演中，作曲家
周天的管弦乐曲《都会》、陈
其钢的二胡协奏曲《悲喜同
源》将进行世界首演，它们
都是专门为广交成立 65 周
年而委约创作的新作品。
将这两部用交响乐讲述中
国故事、传递广东声音的全

新作品作为巡演的主要曲
目，同时选择西方交响乐名
作与之对应，广交意在以宽
广的艺术视野和充分的文
化自信去主动作为，推动中
国交响乐发展与世界对话。

著名的旅美华人作曲
家周天，曾获第60届格莱美
奖“最佳当代古典音乐作曲
奖”提名。他认为，委约创
作的魅力就是作曲家为乐
团“量身定做”属于他们自
己的作品。在周天眼中，一
部作品可以展示交响乐团
的文化属性，而一个乐团则
代表了一座城市的文化气

质。将这种生生不息的关
联透过音乐表达出来，是受
约创作新作品最有意思的
地方之一。

周天还进一步阐释了自
己这部新作品与广州的关
系：“《都会》力图用五音繁会
的交响音乐语言来展现一个
千年都会的调性：繁华与市
井并存，古旧与现代交织；它
既有热闹、喧嚣的一面，也有
轻盈、恬静的一面。当你在
乐曲中感受到中国民族音调
与现代和声、爵士节拍的结
合时，也许便听到了一个千
年都会的声音。”

关联：乐团代表城市的文化气质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著名美术史学者陈传席
到访广州，专程参观广东省
博物馆年度大展《绘冠南天
——粤藏宋元书画特展》。

步入展厅，首映眼帘的
是广东省博物馆重点宋元书
画藏品——南宋陈容《墨龙
图》。该作为陈容存世真迹
中的精品，1958 年由广东省
文管会移交广东省博物馆。

作品用两幅绢拼成，绢
质和色泽都保存较好，精彩
传神。画面描绘一条飞龙腾
跃云天之际，龙的姿态盘旋
矫健，云气缭绕全身，躯尾时
隐时现，有凌驾于九天外的
磅礴气势。画家用粗劲线条
勾画出龙的轮廓，以浓淡墨
色晕染其主要部位，使龙的
形象清晰突出。笼罩其身的
云雾施以淋漓的水墨，运笔
迅捷，不露笔痕，迷蒙弥漫的
景象逼真。几笔渴墨扫出的
漩涡，形象地表达了飞龙腾
起时的劲疾风势，有力地烘
托了龙行云布雨的神力。

判断真迹依据有三

陈容，字公储，号所翁，
福建长乐人，南宋端平二年
年进士，曾做过福建莆田太
守，是当时享有盛名的一位
画龙能手。

陈传席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中国绘画史上，专门画龙的
艺术家并不多见，陈容是其中
佼佼者，在绘画史上地位很
高。据画史记载，陈容画龙“深
得变化之意，泼墨成云，噀水成
雾，或全体，或一臂一首，隐约
而不可名状者，皆得妙似”。

有考究认为，水墨画龙
始于五代、风行于宋。今存
的“龙水”画，以陈容等存世
可见为最早，继承传统又加
以突破，对后世影响深远。
古人评“画龙天下称所翁”，
曾称之“伯时马、公储龙”，其
画龙与北宋李公麟画马并
称。元明清以水墨画龙的画
家不少，在本次展览中均有
展出，但大都模仿承继陈容，
很少能突破陈容的高峰。

陈容的作品真迹，流传
下来的不多。本次展出《墨

龙图》，曾经国家文物鉴定委
员会委员启功、徐邦达、苏庚
春等人鉴定。

“这张画确是南宋陈容
的一张真迹。”陈传席根据画
作，现场作出如此判断，依据
有三：“一是它的画法是用大
片的墨衬托，这个方法在南
宋之前都没有；二是画中龙
是四爪的，宋前龙是三爪，到
宋变成四爪，明清是五爪；三
是看画面的线条风格，在文
人画和画家画之间，陈容进
士出身，本身就是文人，题诗
和书法功力都不错。”

存世作品仅十一件

中国人以“龙的传人”自
居。古人把“龙”看作是一种
神物，四灵之一，能够通灵变
化，忽隐忽现，腾云驾雾，行
云布雨。历代统治者也往往
以龙来象征自己。

“龙”既然作为一种神物，
就没有真实的形象可以作为
依据。因此，历代画家们只是
凭着神话传说来想象塑造它
的形态。随着龙的概念的变
化发展，各时代龙的形象也有

所不同，汉唐时期多呈兽形，
宋以后渐变为蛇形。

展出的这幅《墨龙图》画
面右下，有陈容自题的一首三
字诗：“扶河汉，触华篙。普厥
施，收成功。骑元气，游太
空。”署款“所翁作”。钤印三
方：“所翁”朱方印、“雷电室”
朱圆印、“九渊之珍”朱白相间
印。该题诗可谓画意的题解，
画家绘龙，是要表现龙叱咤风
云、势震山河的雄壮意气，赞
美龙布雨九土、施恩于民的德
泽，以此来比喻丈夫之志。

有学者统计，如今可知存
世的陈容作品仅十一件。清
内府旧藏有《九龙图》卷、《六
龙图》卷、《霖雨图》轴等。其
中《九龙图卷》等四件存于波
士顿博物馆等美国机构，《龙
图轴》等三件存于德川美术馆
等日本机构，而在中国则有广
东省博物馆、中国美术馆、故
宫博物院所藏合计四件。

陈传席教授曾遍访世界各
地学术、收藏机构，他在这幅
《墨龙图》前观摩再三，多有肯
定：“这幅画是我见过的陈容画
龙中最好一幅，比美国、日本所
藏的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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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传席点评《绘冠南天》展南宋陈容《墨龙图》：

“这是我所见陈容画龙中
最好的一幅”

一周聚焦

8 月 31 日
晚 ，伴 随 着 广
州星海音乐厅
内 交 响 音 诗
《千 里 江 山》
的 奏 响 ，第 二
届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文 化 艺
术 节 的 大 幕
徐徐拉开。

作为本届
粤港澳大湾区
文化艺术节开
幕 式 演 出 ，历
时一年创作完
成的交响音诗
《千里江山》备
受瞩目。这部
作品由中国音
协交响乐团联
盟 及 全 国 23
家交响乐团联
合委约创作。

交响音诗《千里江山》的创
作萌发于去年中国交响乐团艺
术管理论坛期间。在中国音协
交响乐团联盟及其主席余隆的
大力倡导下，23 支交响乐团联
合向作曲家赵麟提出委约创
作，其中包括中国爱乐乐团、上
海交响乐团、广州交响乐团、深
圳交响乐团、杭州爱乐乐团、香
港管弦乐团、澳门乐团等在内
的23家国内知名乐团。

这部交响音诗以北宋画家
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卷为蓝
本，赵麟除了让音乐饱含民族
韵味，也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大
量取材，“水云溶漾”“月壑松
风”“千叠浩荡”等乐章标题均

来自诗词名句。“对这部作品的
探讨其实不止一年，每个音符
都必须认真对待。”创作期间，
赵麟把《千里江山图》贴在工作
室的墙上，绕了一圈有余，一年
多的朝夕相伴，已让他把这幅
流传千古的画作烙在了心底。

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表
示，这是华人音乐界目前最大
规模的一次联合委约创作，参
与委约的 23 支乐团都会在各
自领域推广和演出这部作品，
因此宣传和演出力度也是空
前的。这次合作将为未来大
型作品演出或委约创作积累
经验，有助于吸引更多同道者
走到一起。

委约创作：“每个音符都必须认真对待”

8 月 31日担任《千里江山》
演出的团队“中国音协交响乐团
联盟—粤港澳大湾区节日乐
团”，由广州交响乐团、深圳交响
乐团、香港管弦乐团和澳门乐团
的音乐家组成。其中，广交不仅
是这次广州演出的“地主”，同时
也是中国当代交响乐团中涉猎

“委约创作”最多、最积极、作品
含金量最高的团体之一。

现任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
盟主席余隆，自 2003 年起便一
直担任广交的音乐总监。他是
活跃于国际乐坛的最杰出的中
国指挥家，曾被《纽约时报》誉
为“中国音乐版图上最有影响
力的人物”。余隆与广交的首
次合作则要追溯至 1994 年 11
月，后又任音乐总监，在超过1/
4世纪的岁月中始终同行，2023
年将迎来他担任广交音乐总监
的20周年。

今年，时值广州交响乐团成
立 65 周年，该团特别从余隆担
任音乐总监的近20年中推动广
交独家委约或联合委约的众多

作品中，挑选出了 12 部最具代
表性作品的世界首演或最佳实
况录音，结集出版一套《交响·中
国——庆祝广州交响乐团成立
65周年原创委约作品集萃》，近
日就将在线上线下同步发行。

“委约创作”一般指委约方
委托心仪的以及认为是合适创
作某题材（或体裁）的作曲家，在
约定的时间内创作出约定题材
及形式的作品。业内公认，如果
一个乐团委约作品的数量多、演
出频繁、传播广泛，继而得到国
内外业界和听众的接受和喜爱，
便可反映出乐团的艺术初心、社
会责任以及品牌积淀等硬实力。

陈擎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广
交一直在探索用交响乐讲述中
国故事、传递广东声音，特别是
在委约创作方面更是不遗余
力，十数年如一。这张“交响·
中国”专辑，就是一幅汇聚中外
当代作曲名家的群像图，从中
可见余隆和广交过去20年来选
题视野的广泛，可见其委约视
角与时代脉动的精准应和。

“交响·中国”：余隆担任广交音乐总监20年

专辑中的 12 部作品出
自15位作曲家之手，其中包
括被誉为“当代贝多芬”的已
故波兰作曲大师潘德列茨
基、美国国家艺术与科学院
终身院士陈怡、普利策音乐
奖得主周龙、奥斯卡和格莱
美双奖得主谭盾、2008北京
奥运会音乐总监陈其钢、中
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叶小钢、
原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
郭文景、横跨流行音乐和古
典音乐作曲领域的李海鹰等
名家，以及活跃于国内乐坛
的广东青年作曲家等。

收录的 12 部委约作品

中，有 6 部取材自中国传统
文化，例如：叶小钢选自广
东民间曲牌、具有鲜明广东
色彩的《广东音乐组曲》，潘
德列茨基灵感源自8首中国
诗词、为男中音与交响乐团
而作的《第六交响曲“中国
诗歌”》，谭盾融合京剧与交
响乐的《霸王别姬》，以及陈
其钢取材自古琴曲《阳关三
叠》、讲述人生大喜大悲的
二胡协奏曲《悲喜同源》等。

另外 6 部委约作品，则
是用音乐为时代发声的佳
作，例如：刘长远的《生命交
响曲》纪念2003年万众一心

抗击“非典”，陈怡、周龙的
《虎门 1839》表现中国人民
自强不息，王珂琳、陈思昂、
罗紫艺、王阿毛等四位广东
年轻作曲家用《庆祝改革开
放40周年交响套曲》讴歌大
时代，李海鹰的《中国1921》
描写一群中华民族最优秀
青年儿女率先觉醒。

陈擎表示，广州交响乐
团一直践行的委约创作准
则，就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
依托，用音乐作品为时代铸
魂，从“时代之变、中国之
进、人民之呼”中提炼艺术
的主题，升华时代的精神。

准则：用音乐作品为时代铸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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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文艺

开栏语

《绘 冠 南 天
——粤藏宋元书画
特展》目前正在广
东省博物馆重磅
展出。该展首次
汇集数十件历代
岭南地区收藏的
宋元书画珍品及
史上著名的岭南
人士墨宝，传世绝
少，观者如潮。

本 报 今 起 在
《羊城晚报》及金
羊 网、“ 羊 城 派 ”
新闻客户端、“羊
城晚报”视频号等
处开辟“名家说名
作 ”专 栏 ，以 文、
图 、视 频 等 多 媒
体 形 式 ，延 请 当
今 书 画 界 、研 究
界 名 家 、岭 南 著
名 藏 家 后 人 等 ，
择重点展品加以
介 绍 和 剖 析 ，以
古今对话探岭南
文脉，光启华夏。

“交响·中国”专辑

广交迈入新乐季

广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余隆

广州交响乐团常任指挥景焕（左）

广州交响乐团团长陈擎

著名作曲家陈其钢

青年作曲家周天

陈传席

陈容《墨龙图》 (广东省博物馆 藏)

青年作曲家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