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展览

卢禹舜、范扬、方土联展
亮相广州“另一个美术馆”

兔年开春，广州城南一家新的
民营美术馆举办开馆首展，迎来中
国国家画院三位各具个性、和而不
同的当代水墨名家。2023年 2月
2日，《向南向北——名家水墨展》
在广州“另一个美术馆”揭幕，展出
卢禹舜、范扬、方土的水墨近作。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吴依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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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班”重启，
粤剧老倌新秀
下乡热演

近日，广东粤剧院、广州粤剧
院下辖各粤剧团在粤西的吴川、
化州等地乡村演出，粤剧老倌新
秀们轮番登场，为乡村戏迷带来
久违的现场精彩演绎，引得万人
空巷。

“春班”既是各个粤剧院团演
出的黄金档期，又是地方群众享
受文化盛宴的佳期。在广东，若
是没有“春班”演出，这个年便算
不上热闹。尤其是在粤西地区，
传统粤剧演出是百姓最喜爱的文
艺活动，每年“年例”期间，每村
至少要一连演出三晚，演出现场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74岁村上春树
新作4月出版

日本新潮社近日宣布，作家
村上春树的全新长篇小说将于今
年 4 月 13 日出版。村上现年 74
岁，距离上一部作品《刺杀骑士团
长》的出版已过去6年时间。

这部新作的定价是 2970 元
日元（折合人民币 154 元），亚马
逊、乐天等线上购书平台已经开
放预定，但出版社暂未透露书名
和具体内容。据日媒《产经新闻》
报道，在小说出版当日将同步推
出电子书。

梅州创建
首个国家级
文化生态保护区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
二批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名
单，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区
名列其中，是广东首个国家级文
化生态保护区。

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
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
对历史文化积淀丰厚、存续状态
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
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客
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于
2010 年 5月获批设立，总体规划
于2017年5月获批实施。

曹操高陵或发现
宋代守陵户

近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曹
操高陵及陵园综合研究”发表了
新的研究成果，曹操高陵西侧发
现的宋元时期建筑基址，可能是
北宋时期为曹操高陵设置的守陵
户所在。

考古人员在曹操高陵西侧
200米处发现宋元时期砖砌地下
排水设施和建筑遗迹，据分析可
能与北宋时期墓葬祭祀活动有
关。结合文献记载，宋太祖赵匡
胤于公元963年下诏为前代帝王
名人墓冢设置守陵户，其中包括
高陵，这里很可能是北宋为曹操
高陵设置的守陵户所在。

2月 1日，“广州市文化艺术
名家金铁霖、马秋华工作室”揭
牌，正式落户珠江钢琴创梦园。
这是继 2021 年中国音乐家协会
主席叶小钢工作室落户该园之后
的又一次强强结合。

金铁霖、马秋华工作室正式
落户广州的首场活动是“民族魂·
第八届全国高等艺术院校中国声
乐展演暨第十届中国声乐论坛”，
为广州带来一场中国声乐艺术领
域的高水准专业盛事。

金铁霖、马秋华
工作室落户广州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文艺

本次展览呈现当今写意
画 最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三 位 画
家画作，以此聚焦南北艺术
交流融汇的主题。过去，中
国画 艺 术 被 划 分 为 南北两
派 ，各 具 特 色 ，对 峙 并 秀 。
如 今 ，交 通 条 件 大 大 改
善 ，画 家 们 纷 纷 走 出 故
土 ，求 艺 写 画 ，无 问 南 北 ，
为 中 国 画 在 新 时 代 的 发 展
开 创 崭 新 的 局 面 。 策 展 人
李 夏 夏 认 为 ，在 美 术 作 品
中 ，南 北 差 异 是 最 直 观 的

体现，这是值得探讨研究的
美术现象。

近十年来，大批艺术家
走向北京，卢禹舜、范扬、方
土 正 是 浪 涌 潮 头 中 的 佼 佼
者。卢禹舜曾是哈师大美术
学院院长，范扬曾是南师大
美术学院院长、南京画院院
长 ，方 土 曾 是 广 州 画 院 院
长。本次展览学术主持、中
国 美 术 家 协 会 副 秘 书 长 王
平介绍：“从三人的人生轨
迹来说，范扬、方土是由南

向北，卢禹舜是由北向南，
最 后 都 到 了 中 国 文 化 艺 术
的中心北京。”

卢禹舜的艺术始终围绕
着北方大地。在他看来，艺
术的南北差别，来自自然景
观的地域不同，也反映在艺
术家的形式语言上。“我的笔
墨建构上汲取、融合了南北
方的养分，但还是围绕着北
方这块土地，画面的视觉感
受、精神感悟还是依托于这
块土地的给予，还是这一块

土地的精神在流淌，割舍不
断。”卢禹舜说。

范扬有一方印文“南北
相通、两京行走”，正是他的
艺术轨迹的写照——往来穿
梭 于 南 京 与 北 京 之 间 ，从
两 处 人 文 水 土 中 汲 取 养
分 。 范 扬 说 ：“ 南 方 如 水 ，
有水的温润、有水的流动；
来到北方，崇山峻岭，仰之
弥高。北方雄强，南方婉约，
如果能把二者结合好，艺术
就能成功。”

“我虽生在南方，但我心
中装载着北派的艺术。”生于
广东的艺术家方土最为难忘
的时刻，是自己第一次离开
广东，去到北方、去到中原、
去到黄河边上的时候，看到
北国风光，震撼心灵。近年
来去到北京，方土的创作更
为多元，他根据地域气候选
取的创作方法——在南方的
时候他擅用水法，追求流淌
的效果，在北方干爽天气里
则以竭笔创作。

本次展览展出三位艺术
名家历年来的精品大作，体现
每位画家的成长历程，以及他
们在“山水”精神上的思考与
探索。王平认为：“他们的作
品能够被社会普遍关注，真正
的原因是他们的艺术都共同
具有创新精神。”

在本次展览中展出系列
作品《覆天载地、惟象无形、
四方八极、六合九洲、天地大
同》中，卢禹舜运用抽象的笔
墨语言，将自然界中的一切元
素通过变幻无穷的笔墨糅合

到画面中，超脱“南北技法”
和“南北地域”的限制，以此
描绘艺术家心中关于“天地宇
宙”的概念。

近年来，范扬创作的“世
事绘”系列作品颇为引人关
注，其创作题材来源于每天的
新闻广播，这种特殊的记录方
式类似于经典著作《世说新
语》的图画版。在范扬看来，
优秀的艺术家应该像一名诗
人一样，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所
有元素：情景、色彩、动静。

“ 诗 人 最 敏 锐 ，画 家 最 有 直

觉，他们最能够体会大自然的
内在美，还能够把这种美传达
出来”。

方土为展览带来《神秘面
具》，作品以墨线勾勒出三星
堆青铜面具的外形，线条凝
练、坚壮，如屋漏痕，如锥画
沙，正体现了他对“减笔”表
现方式的追求。“年轻时我画
得很多，那是一个量变的过
程，如今则追求少而纯粹。”
方土说，笔墨是艺术家自然
心性的流露，但最终都应由繁
入简。

据悉，本次展览是“另一
个美术馆”开馆首展。该馆坐
落 于 广 州 番 禺 甘 棠 村 ，于
2018 年 动 工 ，2022 年 落 成 。
该 馆 建 筑 风 格 前 卫 而 独 特
——空旷大院内，棕榈树与一
湾清水构成沙漠风光，孤悬楼
梯错落在清水混凝土墙上，走
进展厅，可见天上繁星，也能
穿过墙体看到展厅展品。相
关负责人刘普丹表示，该美术
馆旨在打造社区性的跨学科
文化交流中心，共谱城、村文
化共生景象。

现代感空间里的“和而不同”

名家共论南北艺术之别

李俊浩是普宁英歌的市
级代表性传承人，他带领的
普宁市里湖镇富美青年英歌
队在当地小有名气。2020年
之前，他们一年在省内开展
商演的数量达 40 场左 右 。
但是从兔年的正月初一到
十 五 ，这 支 英 歌 队 行 程 满
满，迎来了大发展：短短 15
天 ，他 们 要 做 12 场 演 出 ！
即 将 到 来 的 元 宵 节 当 天 ，
他们还受邀去揭西参与“游
神赛会”。

“我们大部分队员是‘00
后’‘小年轻’，从小热爱英歌
舞，都希望把这项传统文化
发扬光大。”李俊浩介绍，跳
英歌舞并不是队员们的主

业，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年
轻人因热爱而聚在一起。“人
们都知道英歌是普宁最亮眼
的一张名片。每年的正月初
二，都会有大型英歌巡游，几
乎整个普宁都会‘出动’观
看！”因为从小耳濡目染，又
有一定的武术功底，李俊浩
在 9岁就加入了村内的英歌
队。和他一样，许多从小就
被英歌舞点燃热血的孩子，
最多在十五六岁时就会加入
训练。

在李俊浩看来，英歌要
焕发持久的生命力，关键得
靠 人 ，尤 其 是 年 轻 人 的 力
量。李俊浩告诉记者，这次
英歌“火出圈”以后，不少“小

年轻”通过社交平台找到他，
表示想加入学习英歌，甚至
还有三十多岁的网友通过直
播评论表示想要加入英歌
队。李俊浩笑称，有些网友
现在开练可能“年纪偏大一
些”，但人们对英歌的关注和
热爱让他倍感振奋。

陈来发近年来的重点也
放在让普宁英歌加入更多年
轻的血液与蓬勃的活力上。
2017 年，他将南山快板英歌
舞作为一项特色教育项目，
以南山小学作为教学阵地，
组建南山少年英歌队。这支
少年英歌队经常参加省里、
市里的演出活动。2020 年，
少年英歌队参加了广东卫视

湾区春晚的表演，向更多人
展现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

“英歌魂”。
杨明敬看到普宁英歌不

仅有青年人在传承，还有中
学、小学的队伍，甚至幼儿园
的孩子也加入其中，能进行
独立表演，感慨万分：“这说
明群众是真心热爱它。英歌
这样的民俗活动是娱人的，
也是自娱的，并且有着吉祥
的寓意、拼搏的精神。所以
传承不应仅仅是动作教学的
过程，还要注意把它蕴含的
精神状态传下去，从骨子里
唤起后来者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自愿参与，这才是真正的
活态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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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国内“出圈”，
英歌舞还火到了国外。
春节假期，在泰国春武里
府帕那尼空县的一家购
物 中 心 ，一 场 由 当 地
40 多 人 组 成 的 英 歌队
带来表演，就吸引了大量
游客。

陈来发说：“泰国的
潮汕华裔非常多。原本
只在国内很小一块区域
流行的英歌，今年火遍全
网甚至火到了海外。”看
到诞生于广东潮汕地区
的民俗文化传到国外，他
感到很自豪。

李俊浩介绍，泰国这
支英歌队中除了有来自
潮汕的华裔，还有大约
60%的队员是泰国当地
人。现在他们已经在学
校开设相关课程，这将会
吸引更多当地的青少年
加入。由于人员组成与
国内不同，泰国英歌会结
合潮阳英歌和普宁英歌
的特点来传承。

李俊浩告诉记者，此
前帕那尼空县政府的相

关负责人会同泰国当地
的英歌队，与富美青年英
歌队进行过一场线上视
频交流会，双方展示了
自己的表演动作，还约
定今年在泰国进行面对
面 的 交 流 。 李 俊 浩 期
待，今后能进一步合作、
推广，让传统英歌真正
走向世界。

在杨明敬看来，英歌
的“出海”具有相当重要
的意义。“非遗本来就具
有共享性，英歌能得到海
外华侨和外国人的喜欢
就证明了这一点。把我
们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真正传承下来、发扬光
大，成为全世界人民共享
的宝贵财富，这是水到渠
成的事。”杨明敬表示。

“英歌包含着一种精
气神，就是团结拼搏、勇
往直前。例如不管风雨
有多大，就算快虚脱了，
英歌舞队员都不能下场，
不会停止表演。”陈来发
坚信，岭南英歌还将继续
跳下去，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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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聚焦 普宁英歌开年火
整个兔年春节假

期，来自广东普宁的英
歌舞视频、图片都在各
大社交平台霸屏。

“春节表演时真是
人山人海，路都被堵死
了，要不停开路才能继
续。”普宁英歌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陈来发
从业已半个世纪，但面
对这个春节“火出圈”
的英歌舞表演和传播
热潮，还是无比感慨。

普宁英歌凭啥“火
出圈”？羊城晚报记者
接连采访了陈来发、李
俊浩等各级传承人，以
及非遗保护专家、广东
省文化馆原馆长杨明
敬，听他们讲述英歌
“火出圈”背后的奥秘。

文/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朱绍杰
图/受访者提供

“北有安塞腰鼓，南有普
宁英歌。”英歌，是广传于潮
汕大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民
间舞蹈，表演内容取材于《水
浒传》中梁山好汉化妆卖艺
大闹大名府，营救卢俊义的
故事情节。它被认为是扬
正压邪、吉祥平安的象征，
深受潮汕地区人民的喜爱
和推崇。

在普宁，英歌队伍遍布
各个乡镇，据不完全统计，这
里 共 有 近 100 支 英 歌 队 。
2006 年，普宁英歌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南山
英歌”作为快板英歌的代表，
是普宁英歌中最闻名遐迩的
一支。

67岁的陈来发是普宁英
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他在 18岁就加入普宁南
山村的少年英歌队练习，后
来成为南山英歌队长兼教
练，至今已近 50 年。多年
来，陈来发致力于南山英歌
传承与创新，让南山英歌走
向了更大更广的舞台。

接任教练后，他大胆创
新改编英歌舞的表演形式，
把原本在广场上表演的南山
英歌“搬”上舞台。“广场上表
演的舞蹈，人们会跑成一个
圈，这样便会出现一个问题，
部分舞者会背对着观众。”
1992 年，陈来发在队形编排
上做了调整，使英歌从广场
表演走向舞台表演。调整
之后的南山英歌，频频亮相
于各种大型表演与赛事，这
项传统民间艺术焕发出新的
光彩。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
夕，陈来发带领的南山英歌
队随“广东文艺奥运军团”在
天安门前展现英歌雄风，震
撼场面至今令人难忘。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南山英
歌队几乎每天都在世博园里
参加游园表演，向全国、全世
界人民展现广东文化。

广东省文化馆原馆长、
非遗保护专家杨明敬研究传
统舞蹈多年，在他看来，英歌

“火出圈”表明，如今非遗的
传播要更多借助新媒体的力
量。“让社会各界更多地认识
优秀的非遗项目，非遗的发展
和传承就更有意义。观众因感
性进入，才会产生兴趣，进而就
会想到现场去感受民间艺术的
魅力。新媒体能起到很好的助
推作用。”杨明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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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普宁英歌兴起于明
末清初，至今已传承三百
多年。在陈来发看来，现
在的英歌与过去大不相
同了，但他始终坚信在继
承传统的基础上与时俱
进是条正道。

陈来发认为：“老祖
宗传下来最核心的东西
是不能改的。传统要保
留，在这个基础上，其中
的技巧和观赏性还可以
再提高。”传统英歌从动
作简单、表演单调，发展
到现在的服饰华丽、花样
翻新，陈来发在其中起到
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从
艺这些年，他还推动普宁
英歌从过去的“一师一
徒”模式，发展成现在的
开放式教学，同时将一些
复杂的动作进行艺术化
转化。

在推陈出新方面，
“90后”李俊浩则显得更
为大胆和开放。他打破
普宁英歌“传内不传外，

传男不传女”的规定，“只
要喜欢英歌，无论是村内
居民还是村外居民，无论
男女，都可以加入我们学
习，只要能更好地传承英
歌，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就
是件好事。”

李俊浩在动作编排
上也进行了创新。“我从
2015 年开始重新创作编
排，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
一些属于自己的元素，把
我以前学过的一些武术
招式融入英歌里，动作和
以前大不一样，更有激
情，招式更多。这次表
演视频的超高流量应该
也证明这套动作具有非
常强的观赏性。”他自信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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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李俊浩与富美青年英歌队

▲

南山英歌队表演英歌舞南山英歌队表演英歌舞

陈来发

方土《神秘面具》

范扬《丝绸之路·赶车的人》

卢禹舜《观山海经系列》

▲英歌舞的脸谱妆容也十分英武大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