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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艺复兴时期，除了三杰
（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
尔），在欧洲北部也有一位杰出
的艺术家对几何画法作出了重
大贡献，他就是丢勒。

阿 尔 布 雷 特·丢 勒（Al-
brecht Dürer，1471~1528），是
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
计家。北部文艺复兴的代表人
物，作品包括木刻版画、油画以
及素描作品。同时，他也是名数
学家。身兼数学家的艺术家寥
若晨星，而丢勒是其一。丢勒的
一生除了两次短期去意大利和
荷兰的旅行外，大都在德国的
纽伦堡生活。现在，纽伦堡还有
一个有关他的城堡博物馆叫
Albrecht Dürer's House，丢勒也是在那栋城堡
里度过他最后的时光的。

丢勒将他对人体比例的研究写在了他的
书 Four Books on Human Proportion 里。在这四
本书里，丢勒用了几百个模型对男人和女人身
体各个部分的比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丢勒在数
学上的贡献主要收集在他的另外四本书里
Four Books on Measurement。在那里，他分别研
究了线性几何、高维几何、各种几何体及其在
建筑学、工程学和活版印刷中的应用。在书中
他应用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方法游刃有余，成
果卓著。他对数字理论也有深入探讨。

丢勒留下大量的版画作品，其中最有名的
代表作是《梅伦可利亚（Melencolia）》，也翻译为
《忧郁》，这幅画被后人称为其精神的自画像。

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认为人有黏
液质、多血质、胆汁质、忧郁质四种气质。忧郁
质的代表元素是土，星宿象征是大地之神的女
儿，动物象征是狗。那时人们认为忧郁质为艺
术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所特有的气质。

在丢勒这幅画中，象征大地之神的女儿的
梅伦可利亚是个有两只翅膀支颐而坐的恬静
少女，表情忧郁深沉。她边上睡眠的狗狗就是
其动物象征。她周围东西也极富象征意义。左
上远处是灯塔和彩虹，照亮画题 Melencolia，与
其本身忧郁的主题形成强烈对比。多面体、球
体、圆规、尺子代表几何学，刀锯、刨锤代表工
程学，船锚、指南针代表航海学，天平、沙漏钟
代表科学。而最有意思的是少女头顶上代表数
学的 4×4 幻方。幻方上的数字横竖加起来都
是 34，这是著名的斐波那契（Fibonacci）数列中
的数字。而且对角线上元素的平方和或立方和
等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平方和或立方和。幻方
最下面一行中间的两个数字 15 和 14 正是这
幅画创作的年代 1514 年，时年丢勒正好 43
岁，是 34 的镜像。这种直接将数学研究成果放
在艺术品里真是神来一笔。在神话传说中，几
何、工程和科学都属于大地之神来掌控的，而
这个内秀外忧的少女就是思想家、科学家和艺
术家的化身。这个化身手中握着的正是象征几
何的圆规！可见作者心目中几何的地位。

对绘画细节一丝不苟地精确表现是丢勒
作品的风格特点，这幅画被后人誉为最优美的
铜版画作，而画中反映出的人文科学精神正是
文艺复兴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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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武昌梨园东湖畔的武汉华侨城
生态艺术公园，多了一道靓丽的湖岸风景线：
《坐看风景》《等待》《踱》《开启大地的钥匙》
《卵石之芽》《风脉》《不许掉头》《美好生活》
《大吸管》《漂流瓶》共 10 个雕塑集中在这里
亮相。

它们是从 2013 全国青年雕塑家邀请赛
中，面向全社会尤其是八大美院雕塑系公开
征集到 200 余件参赛作品中，最终脱颖而出的

“10 强”作品。专家们认为，“10 强”作品极富
创意，运用雕塑语言方式与东湖、与天地自然
和谐对话，在艺术性、公共性、主题性、参与性
等方面都作了很好尝试。

几块放大的鹅卵石中窜出新嫩的枝桠，这
是“10 强”作品《卵石之芽》。它的作者邵旋对
自己的作品有这样一种解释：“生命就像是一
粒种子，被埋藏在黑暗又坚硬的石头之中，只
有用生命特有的力量冲破黑暗才能完成她的
使命。而人一生的任务就在于此。”

乍看是一只倒过来的“V”型手势，仔细一瞧，
也像是两手背后，翩翩行进之中的人。这是张振的
作品《踱》，手的形态与人的动态相结合，一种悠然
自得的闲情雅致飘忽而来。静默的雕塑与湖光山
色呼应，让心灵也在凝固之中停泊……

除了“10 强”雕塑外，游人还能在此欣赏
到未曾放大的“30 强”雕塑小样作品。

钢筋混凝土的城市，充斥着快节奏与喧嚣
纷扰，而在武汉东湖畔，荡漾的碧波伴随着一
座座雕塑，让时间慢下来，用艺术沁人心脾。

栏目主持：辛可

2013全国青年雕塑家邀请赛
优秀作品展

时间：2013.11.10~2013.12.10
地点：武汉华侨城生态艺术公园

艺术展

艺术速递

罗西尼的喜歌剧《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
首演于整整 200年前，但它的剧情却有着现代
喜剧大片一样的搞笑和无厘头。

意大利人埃萨维拉去阿尔及尔看望在那里
的王宫当侍从的丈夫林多罗。她在途中遭遇危
险并化险为夷后，误入王宫，被国王穆斯塔法邀
请加入所谓的以酒色为旨趣的秘密会社……最
终，在丈夫林多罗的努力下，他们夫妻团聚，皆
大欢喜。

作为继《灰姑娘》《塞维利亚理发师》之后，
大剧院制作的第三部罗西尼经典作品，《意大利
女郎在阿尔及尔》即将首演亮相，这也是该剧首
次登上中国歌剧舞台。

在这部歌剧的首演发布会上，导演强 -
卡洛·德·莫纳科向外界透露，他将在剧中加
入一些有趣的新元素，使这部作品更具现代
感。而这些新元素也包括其从中国京剧中“偷
师”学到的好多表现技巧。这所有元素都将由
哑剧演员以“表演”的形式带上舞台。

除此以外，剧中还会大量使用平面景片，沙
漠、宫殿、汽车、皮划艇……它们的加入让整个
场景更加荒诞与不羁。强 -卡洛·德·莫纳科说，
他希望用夸张的手法，将聪明性感的伊萨贝拉、
好色炫富的穆斯塔法、忧郁多情的林多罗等人
物性格塑造得更加丰富鲜明。
《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最大的看点，

还是在于它集结了最富罗西尼特色的欢快旋
律。

花腔女中音咏叹调温暖明亮，兼具朴素和
智慧；男高音和男低音咏叹中大量装饰音的使
用充满趣味和挑战；而众多韵律和节奏感十足
的重唱更为整场歌剧增添活泼与热闹。

《意大利女郎在阿尔及尔》
时间：2013.11.28~2013.12.01

地点：国家大剧院

歌剧

《阳台》，是陈佩斯自编自导的一部话剧，主
要介绍了包工头老穆为众民工讨要拖欠工钱无
奈之下上演的“跳楼秀”。但是由于过火的“表
演”，老穆不慎失足掉到了侯处长家的阳台。此
时，侯处长的情人李丽正在导演一出侯处长和
他老婆张秀芝“猫捉老鼠的游戏”，还没演完“跳
楼秀”的老穆又被迫加入到了他们的“游戏”之
中。于是，这个“猫捉老鼠的游戏”越来越无法收
场……

作为陈佩斯的心血之作，《阳台》自 2004年
首演以来，近 9年间走遍了全国几十座城市，演
出 200余场，吸引二十余万观众走进剧场。

陈佩斯通过这部话剧，巧妙地把家庭、婚
姻、爱情、道德以及社会民生、人性欲望等社会
话题用喜剧的手法表现出来，耿直的包工头、
“圆滑”的侯处长、蒙在鼓里的老婆、“求上位”的
情人各执心事，误会套着误会，线索交织线索，
高潮迭起，笑点不断。

人们常说，悲剧是把人类最美好的东西撕
碎了给人看。那么喜剧，应该是把人类最丑陋的
一面“虚伪”了给人看吧，在虚伪外表之下的丑
陋更显其丑陋。所以，在这部用喜剧手法讽刺当
下现实的剧中，你能看到最真的社会。

由于这次的演出是由陈佩斯导演，年轻演
员接棒出演，因此取名“青春版”《阳台》。不过，
已经看过的观众都说，接替陈佩斯出演小包工
头的演员也有标志性的光头，在肢体、表情上也
都有陈佩斯的影子，只不过在外型上稍小一号。

自然流畅的情节展现，层出不穷的小小的
惊喜，几位年轻演员不俗的演技，把许多观众带
入了喜剧的世界，您不想跟着他们一起乐呵乐
呵吗？

青春版《阳台》
时间：2013.09.19~2013.11.30
地点：北京海淀工人文化宫

话剧

笔墨随心而舞
姻本报记者 于思奇

八开大小，近十厘米厚的一大本书，除去前
言，就一页。这样的书，你见过吗？

11月 11日，在“恽建新（寒村）先生书法艺术
展”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开幕的当天，记者就见到
了这本名为《白居易诗选》的恽建新百米草书长
卷画册。

除此以外，这次的艺术展上还展出了大气磅
礴的丈二匹草书苏轼《赤壁怀古》、气势恢宏的八
尺联屏高启《梅花九首》以及清新雅逸的恽建新
自作诗词条幅、书法小品等 100余件书法作品。

腹有诗书“字”自华

漫步于书香四溢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观看恽
建新的这些作品，细细体味，就能理解北京大学美
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朱良志对此所发的赞叹：
“我看先生新近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腾挪，直使你
想到白阳的放旷、铁笛的清幽。先生自谦自己是小
地方的书者，在我看来，他的艺术毫无局促，他给我
们展现的是一个宽广的世界，一个艺术中美妙的浣
花溪。”
为何恽建新的书法作品有这种内在的腾挪

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辛告诉记者：

“因为恽建新的书法作品不诱世讹，孑然独立，比较
文气又不失古气。”
出身笔墨世家的恽建新是一个熟透掌握中国

传统文化的文人，骨子里就有一种文气。

自幼，恽建新就在老家接受祖母的躬亲教导，
“祖母每见片纸只字，总是弯腰捡起，浸水受潮的还
放在天井里晾晒，积到一定数量，再将它们烧掉，不
使其横遭污染毁损”。她告诉恽建新：“念书，不许糟
蹋字纸，不然下辈子叫你们当瞎子，不识字。”也正
是从那时起，恽建新就开始着迷于这种神圣且古老
的文字及其艺术。

大学毕业后，恽建新由中学教师辗转到文化
馆、文联工作。1977年，作为政治任务，他写了一
部小说《茅山故事》，在当时引起轰动。从此，恽建
新便转身成了一名作家，戏剧、曲艺、小说，这些
都是他的“菜”，他还因此拿到过第一、第二届金
陵文学奖。
“或许文人与学者不一定能成为书法家，但一

位真正的书法家一定要是文人、学者。”恽建新曾这
样回答一位记者有关“是否所有好的书法家都该熟
透掌握中国传统文化”的提问。

张辛、恽建新给出的答案让记者明白：原来，让
书法作品有种内在的腾挪，创作不停留在“写字”之
上的奥秘就在“掌握中国恒古博大的文化”。

习书似登山

学习书法是艰难的，甚至在一些人的眼里这
是有玄奥的。

但恽建新告诉记者：“书法其实是实实在在、可
触可摸的。它并不神秘，也不玄奥。它是一门实践的
艺术。”

家庭的影响或许给了恽建新最初的契机，成
为他酷爱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础，但是多年来，
他始终如一的坚守与不懈的努力才是成就其今日
书法地位的根本。

自初小描红、中学临习颜字，到进入江苏师范
学院（现苏州大学）开始系统地书法学习，再到后来
把工作之余的时间几乎全部献给书法，六十余年过
去，恽建新的兴致丝毫未减。他从李北海、颜真卿入
手，下沿宋朝的苏轼、米芾及明清的王铎、傅山、祝
允明、王宠、董其昌、何绍基、赵之谦诸家，又反溯怀
素、张旭、王羲之和王献之，亦涉猎汉魏碑刻，再到
对近代谢无量、林散之等颇为心仪，继续研习，最终
才逐渐融会贯通，形成自家面貌。

而现在很多人刚刚接触书法，就迫不及待地
想速成。

对此，恽建新说：“书法的起步起码也得三五
年，还可能一生都在研习，这样才可能有所收获。它
犹如登山，一步步往上攀去，每达至一个高度，便会
领略到不同的风景。途中，似觉没有路了，多方搜
寻，又趟出新的道来。看着已登顶了，平川沃野，远
山近岫，尽收眼底，自我感觉已看到了风景的全部。
可蓦然回首，却发现更高的峰峦还在身后，那‘一览
众山小’的绝顶离自己还远着呢。”
“懂得坚持，懂得辨别真伪，懂得摒弃短视、即

时的急功近利，保持一颗顺其自然的平常心，时间
长了说不定就写出一个大书法家来。”这是书法艺
术展现场，他给燕园的莘莘学子的一点书法学习的
建议。

御气而行

不过，恽建新也提醒大家注意：坚持重要，但
一定要找对坚持的方向，否则也会南辕北辙，事
倍功半。
“千万不要把书法当成是画画。写字不能像有

些人画画那样在纸上摔啊、涂啊，我们要‘御气而
行’。”他说。
“御气而行”是恽建新自己多年得来的书法艺

术的核心理念。所谓“御”就是指墨可以在纸上停
留，但不会死在上面。而这种“气”就像是水一样，正
所谓笔断意不断。

不过，有了这种“气”还不够，还要再追求“气
韵、气势和气象”。
“气韵指的是字的姿态，这就好比有些女人五

官长得都不错，但也死板，没有韵味；而有的女人五
官虽然一般，并不精致，但一看就风情万种。字就要
写出这种韵味。”恽建新说。

再后来，还要追求字的“势气”和整幅作品的
“气象”。

恽建新说，这些都是自己 60多年研习书法悟
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专门拜师学艺得来的“古训”。
“字不仅仅要有完整的外露的东西，更应该有

内涵，表达自己的内心。”这种随心而书却能书写出
风格清新畅达，峻拔瑰丽，华美旷放，饱含“气韵、气
势和气象”的字来，正是恽建新在书法艺术上孜孜
不倦的追求，也是这次“恽建新（寒村）先生书法艺
术展”最值得观众欣赏与体味的东西。

青春版《阳台》剧照 《卵石之芽》

恽建新（寒村）书法作品

《忧郁》
幻方

如果出游只是在马不停蹄地奔赴景点，那
你可能就会错过真正的旅程。在台湾作家韩良
忆看来，旅游应该是“在一个你喜欢的地方，租
间小屋短居下来”。她称这种形式为“居游”，是
一种边居边游的乐活享受。

近日，“居游教主”韩良忆来到北京，与美食
作家欧阳应霁、殳俏，摄影家毕远月等朋友畅
聊，为大家揭开“居游”的面纱：居游并没有想象
中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但绝对是“简约、时
尚、国际范”。

不存在壁垒

什么是居游？简单来说，居游是指在旅游时
不住酒店，而是租间民宅用来住宿以及生活。就
像她在《醒来，在托斯卡纳》一书中写到的：“我
所谓的居游，就是去自己喜欢或向往的地方，租
间房屋或公寓，住一两个礼拜，以那里为暂时的
家。既可以四处游览，又可以过过不同的日子。”

可是这么雅致的“居游”方式，在普通上班
族听来仍有无数壁垒：时间？金钱？文化差异？如
何租房？如何安排参观景点和体会慢生活？

韩良忆为此答疑解惑：“居游不需要很长时
间，少则三五天，多则一个月。你白天出去看景
点，晚上回来逛街、住下，也并不比住酒店多花

时间。一个小长假就够了。有很多旅行社、国际
度假屋中介、网站可以负责订这种短租房。”

至于花销，韩良忆坦言：“居游比住酒店更实
惠。租房子会比住酒店便宜很多，尤其一家人或者
几个朋友可以合租一套房，人均花费就更少了。租
房子的话还可以自己做饭，也比较省钱。”

带着慢条斯理的“居游”理念，韩良忆居游
过许多地方，这从她的主要著作《在欧洲，逛市
集》、《我在法国西南有间小屋》、《在郁金香之国
小住》中就可以窥探一二。

韩良忆笑谈：“你也不用担心自己英语不
好。比手画脚或是用智能手机的翻译软件，就能
搞定。”
诚如韩良忆的居游粉丝所言：“完美的旅行

不一定是昂贵的，旅行在途的人，不妨在辛苦奔
波于古迹和观光点之余，做一回慵懒的煮妇。端
着自做的当地美食，坐于阳台，在那些看似于己
无关的城市里，找到生活中意外的礼物。所谓精
致生活，不就如此吗？”

不再是“一走而过”

韩良忆也说：“我一开始不懂居游，认为好
不容易出去一下，要把握分分秒秒去看遗迹、逛
博物馆、看表演，好像过得很充实，可是那个地

方跟自己并没有发生关系。别人问你有什么感
触时，竟什么也说不出来。反而是当地人日常生
活的浮光掠影，令我回味再三。”

由于在外国，居游是一种很普遍的旅游方
式，韩良忆也渐渐从外国朋友、当地人中听说了
“居游”。她也发觉，作为旅人，去过当地的生活，
比一味参观更有乐趣。

居游与住酒店旅游比起来会有许多截然不
同的感受，其中韩良忆最强调的是，居游可以给
人带来的归属感：“这个民居是你租下来的，不
管三五天、一个星期，是属于你跟你的朋友或者
你家人所共有的家。住旅馆时，你只是一个单纯
的游客，但如果你作为一个居游者，就会觉得自
己仿佛是在过跟当地人借来的一段时光。”

在韩良忆眼中，居游会让你感觉自己就是
当地人，可以慢慢领略它的风俗文化。这种居游
生活，就像她在《醒来，在托斯卡纳》中写到的：
“有时就到附近的小店、菜场，买点当地才有的
时蔬鲜鱼，饭后到广场散步、乘凉、看人。”

不过，自己逛市集、做饭和吃当地餐馆之间
并不矛盾，都是居游的必要活动。韩良忆也介绍
了挑选菜馆的经验：“第一是有游客菜单的地方
不要去。第二是跟踪上班族，一般都比较实惠而
且不会很难吃。”足迹遍布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摄影家毕远月也介绍道：“就居游来讲，我觉

得房东是一个蛮好的消息来源。”
对此，韩良忆也大为赞同：“我喜欢居游，也

是因为租房有厨房可以用。有时候碰到很热情
的房东，他们也会做很多饭叫我们一起吃，或者
为我们推荐当地的餐馆，或者给我们讲景点、食
品的相关故事。这时，你就可以感到自己和这个
地方真的融合了，不再是肤浅地一走而过。”

在韩良忆看来，这种与城市特色的民风、饮
食融会的“居游”，已不仅是旅游、生活的方式，更
是一种慢节奏的心态与爱好。她说：“生活不光
在于效率，也在于品质。”

居游：向当地人借一段时光
姻本报实习生 马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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