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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速递

歌剧《诺尔玛》剧照

书法国学两辉映
姻本报见习记者 张文静

世界首个北极艺
术节在挪威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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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字表现艺术，
中国书法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
画、无声的乐”，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人崇尚和
喜爱。中国书法不仅具有传递信息的基本功
能，其内容和形式更可以成为传承国学经典、
弘扬民族文化的载体。

近期，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办的
“一路向东”———王向东国学书法展上，书法家
王向东就将国学经典与书法艺术融为一体，不
仅以书法形式展现国学经典的内容，更向人们
传递着国学中蕴含的精神。

书写国学经典

“把国学与书法融合到一起，把国学中蕴
含的好的、正能量的内容传递给社会，让更多
的人去享受，这是我最初的想法。”说起举办
此次国学书法展的初衷，王向东对《中国科学
报》记者说道。

对于此次书法展名称中的“国学”二字，王
向东解释说，一方面是由于展出的书法作品中
有一部分是以国学经典为内容，如 《道德经》

《论语》等，但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将书法中
蕴含的国学精神表达出来。“在我看来，国学
就是教人如何做人做事，教育人们应当懂得礼
貌、追求远大理想、负有责任感，教导人们为
社会多作贡献，而不只是贪图个人享受。”

此次是王向东首次以国学为主题举办书
法展，共展出以国学、爱国诗词为内容的楷
书、行草、隶书等作品 160 余幅。其中，《论语》
作品被王向东捐赠给了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
永久收藏。

在王向东自己的书法学习过程中，对国学
经典的研习让他受益匪浅。开始学书时，王向
东临习王羲之书写的道家经文 《黄庭经》，这
对他的心态影响很大。“半年之后，我的心只
要写字就有种风平浪静、清静如水的感觉，我
开始追求安静的生活。”王向东说。后来，王向
东又开始学习《圣教序》《心经》，他逐渐发现
自己的心胸开阔起来，于是又紧接着抄写了

《道德经》《金刚经》等多部经文。
经过大量临习古代经典法帖和抄写道家

及佛家的经文，王向东感觉自己逐渐领悟到了

道家和佛家的精神，甚至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我能深切地感觉到，我不属于自
己，而属于整个社会。奉献社会、弘扬和传播中
国传统书法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王向东说，

“书法学习中选帖要选经典，现实生活中做人
也要做好人，要传递正能量，我想通过学习国
学和书法是达到这种精神境界的一种方式。比
如，通过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我领悟到那个时
代儒释道三家并存，是和谐的时代，而这种和
谐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

书法的精、气、神

2009 年，中国书法进入了联合国《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书法越来越受
到世界的关注和认可。“书法是最具民族文化特
点并深受中国人喜爱的艺术形式之一。”中华社
会文化发展基金会总策划冯乃华介绍说，“世界
各个民族大多都有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成为
了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在这众多文
字当中，只有汉字书写走上了艺术的道路，发展

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独特艺术。”
冯乃华认为，书法不仅有交流信息的实用

性功能，还在笔墨之中融入了人们对自然和生
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文
化、精神、情趣和志向。此次展出的以《道德
经》《论语》等国学内容书写的书法作品，就融
入了作者王向东对国学的独特感悟。

对于书法艺术，王向东的理解简单说来就
三个字：精、气、神。“书法的精指的是技法要
精，能熟练掌握书法的一切技法；气指的是浩
然正气，指宽宏博大、厚德载物的心胸；神指的
是神来之笔。”王向东解释说，“拥有书法的
精、气，然后才能有神来之笔，这样的书法作
品才能给人以振奋，才能使人感到震撼和赏心
悦目。一部好的书法作品之所以流传千古，靠
的就是有一股精、气、神在里面，催人奋进，鼓
舞人去积极地面对人生。比如，历史上的颜真
卿、岳飞等。”

王向东还专门研究过曹操丞相钟繇、乾隆
丞相刘墉等人的书法作品，发现他们的字中都
有一种精神，那种知识渊博、内涵丰富，拥有

博大的胸怀，能容忍一切，让人看到后肃然起
敬，却又平易近人、毫不张扬的精神。“他们才
是真正的书法家，让我懂得了‘宰相肚里能撑
船’的真正含义。”王向东说。

做一个书法布道者

“别人说我是书法家，我更愿作教育家，一
个书法布道者。”谈起自己的愿望，王向东如
是说。当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放弃手写文字
而转向电子写作，这让王向东很焦急，他一再
呼吁人们应当重视与回归传统书法。

“我最想做的就是书法普及和传播，让更
多人享受到书法带来的乐趣。我有一个理念，
那就是书法大众化，我认为人人都能写好书
法。如何写好呢？那就需要一些规范，比如编
写教材等。”2000 年，王向东就开始研究钢笔
字速成教学。几年后，他以中国传统的毛笔书
法理论为基础，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制定了
一套教学方法，并以此编写学习教材。2006
年，他在家乡河南辉县创办了自己第一个培训
学校———释子书社。“我甚至觉得，当代中国不
需要书法家，而是需要书法教育工作者。一个
书法家改变不了社会，必须有一大批书法教育
工作者联合起来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王向
东说道。

对国学的理解也同样融入到了王向东的
书法教学中。他在教授学生时就经常把老子

《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
万物”挂在嘴边。“它使我领悟到，书法学习也
要首先从八个基本笔画开始学起，然后练习范
例字，从而循序渐进。我教授学生都是从训练
他们的模仿能力开始，不讲授结构，而是着重
审美的提升和培养。”

王向东一直认为，只有认识经典、学习经
典，才能创造经典。在他眼中，楷书经典要数
魏晋时代的王羲之、钟繇的作品，行书经典就
是王羲之的《圣教序》。“这是基本的审美，把
这些教完之后可以让学生任意变化了。在基本
的审美形成之后，我觉得最重要的还要让他们
了解中国的汉字是怎么创造出来的。汉字讲求
阴阳和谐，字画欣赏都是远看章法、近看线
条，这些都需要教授给学生们。”

8 月 29 日，在挪威北部的桑霍尔恩岛，名为
SALT 的北极艺术节开幕，这也是世界首个北极
艺术节。在此次艺术节中，活动组织者希望通过
艺术、音乐、建筑和美食等来诠释和传递“北极精
神”。

桑霍尔恩岛是挪威一个偏远的岛屿，距离最
近的城镇仍有 90 分钟车程。但是，由于北极艺术
节的举办，这个偏远的小岛变得热闹起来。世界
最大的桑拿浴、演奏摇滚乐的重金属乐队以及诸
多实验电影都在吸引着游客。

艺术节中的大多数活动都在桑霍尔恩岛
最北端的海滩上举办，活动场地有 2 公里长、
300 米宽。“这里有着独特的白沙滩。”当地原住
民萨米人、建筑师和艺术家乔尔·南构说道，

“正后方就是一座 500 米高的山，这山几乎是
垂直的。在山上，有 8 对老鹰在筑巢。这里是个
神奇的地方。”

南构在沙滩上建造了三座萨米人传统的房
屋供游客休息，每个房子可以住四个人。他自己
的住处则建在一个雪橇上，这样可以在沙滩上拖
来拖去，房屋上面镶嵌了玻璃屋顶以观赏北极
光。此外，游客还可以选择萨米人传统的帐篷来
居住。

此次北极艺术节联合创办人还有爱尔兰的
莫格 - 拉森以及策展人海格 - 玛丽·努德比，艺
术节的灵感正来源于努德比 2010 年参加挪威罗
弗敦群岛艺术节的经历。拉森和努德比用了两年
的时间在挪威北部寻找合适的活动举办地，直到
他们找到了桑霍尔恩岛。

此次北极艺术节为期一年，在桑霍尔恩岛举
办之后，还会转移至格陵兰岛、冰岛、法罗群岛、
爱尔兰、苏格兰、斯匹次卑尔根岛和阿拉斯加等
国家和地区举办。 （张文静 / 编译）

近日，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一
家高档画廊，一头印度象用脚创作
的系列绘画作品开始举办展览并
销售，目的是为保护濒危动物筹集
资金。

这头颇有艺术天赋的雌象名为
普卡莉，是被解救出来的受虐动物。
与普卡莉合作作画的是艺术家奥帕
那·阿胡贾。阿胡贾在引导普卡莉作
画时会用一些小技巧，比如用香蕉
和大象喜欢的其他食物来诱惑普卡
莉，趁着普卡莉心情大好的时候，轻
轻地将涂料涂抹在其脚上，然后把
脚放在巨大的帆布上，最终完成画
作———色彩鲜亮的硕大脚印。

这些大象画作在一家名为“艺
术香料”的画廊内展出并销售，标价
在 165 美元 ~400 美元不等，展览持
续到 9 月 19 日。该画廊的艺术总监
古谱塔称，这些画作销售得来的资
金将用于对大象的保护工作。虽然
拒绝透露目前已经售出了多少幅
画，但古谱塔说这些画确实吸引了
不少人的关注。

此次展览的举办时间也饶有深
意，与 8 月 29 日开始的印度传统象神节保持时
间一致。象神节是印度为了纪念象头神而举办的
节日，每年在雨季要结束的时候进行。“在印度文
化中，由于对象头神的崇拜，大象是受到赞美和
尊重的。然而，现在这种代表着神的动物却受到
虐待。”野生动物救助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吉塔·赛
斯哈玛尼说道，该组织也是此次展览的合作举办
方之一。

今年 7 月，印度一头名为拉珠的大象在遭受
了 50 年的虐待后被一个野生动物慈善团体成功
营救，这引发了人们对受虐大象的持续关注。据
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估计，当前印度象数量在 2
万至 2.5 万头之间，而且这些大象经常被主人虐
待或进行非法交易。 （张文静 /编译）

在二维平面上画三维的物体本来是几乎所
有画家都在干的事，但埃舍尔却不仅仅满足于
此，他探索着通过另类别样的降维方式来表达高
维的东西。

以埃舍尔的木刻作品《波面》（ ，
1950）为例。画面非常简单，画的是带波纹的二维水
面。这幅画并不直接在二维画布上画太阳、树和池
塘等三维场景，而是通过带波纹的水面反映这些东
西。而水面上的两个波环一强一弱达到了一种动感
的效果，所以埃舍尔实际上通过二维水面表现了三
维空间加上一维时间的一个四维情景。

太阳和树枝一远一近的外观影像使得画面
表现的这个四维空间尺度拉得广阔而深远。而那
波环扭曲了太阳和树枝的影像，暗示着在我们所
处的低维空间里看到的高维空间的某些东西影
像也许并不是它们的原像，而是受到了某些干扰

后的形象，这提醒我们观察事物时应摒除和避免
主观的武断、狭隘和偏见。

人的思维是几维的？不知道，那实在太丰富
了。但产生思维的脑袋是三维的。俚语常说，我又
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我怎么知道你在想什么？而
事实上，即便肚子里的蛔虫钻进了某人的脑子，蛔
虫也不知道这人的脑子在想什么。那么既然不知
道三维的脑子在想什么更高维的主意，那怎么画
出来呢？埃舍尔则通过降维来探求表述。

在埃舍尔的作品 《连体》（ ，
1955）中，两个三维的男女脑袋被异化降维成了
连在一起还纠缠交错的封闭二维带子。但却强烈
地表达出一种亲密、交融、一致、相连、同生、共存
的信息。而这个带子的背景空间又是那么空灵，
好像在茫茫的宇宙中。真不由让人感叹，什么叫
心心相印，什么叫海枯石烂！

歌剧
《诺尔玛》

时间：2014.09.11~2014.09.14
地点：中国国家大剧院

歌剧《诺尔玛》是意大利美声歌剧大师贝里
尼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部以女主角命名的歌剧
讲述了在罗马帝国铁血统治下，高卢女祭司长诺
尔玛与敌军首领波利翁爱恨纠葛的故事。该剧拥
有令人陶醉的完美旋律，耳熟能详的序曲常常出
现在音乐会上。

此次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也是歌剧《诺尔玛》
诞生 180 余年来在中国的“全本”首秀。大剧院力
邀意大利著名指挥、曾任德国德意志国家歌剧院
音乐总监的雷纳托·帕伦波执棒，由一众国际国
内一线歌唱家加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演出由欧洲著名歌
剧导演、舞美设计皮耶·阿里领衔制作，他在欧
洲众多著名歌剧院舞台上制作过包括全本《指
环》《爱之甘醇》《罗恩格林》《清教徒》等歌剧作
品。

此次他将以象征手法融合雕塑质感的美学
理念，在原汁原味的经典风格上妙用象征主义，
神秘阴郁的森林秘境、幽静威严的圣殿和德鲁伊
教神秘图腾、盾牌和月亮等不断幻化的“圆形”元
素共同构成了奇幻独特的视觉效果，力图衬托出
歌唱家们美妙动听的歌喉，以及角色穿梭在光明
与黑暗、理智与癫狂间的情感变化。

展览
第 12届北京国际图书节
时间：2014.09.01~2014.09.07

地点：北京中华世纪坛

以“美丽中国梦，精彩图书节”为主题的第 12
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已经在中华世纪坛开幕。北京
国际图书节是首都新闻出版领域规模最大的群
众性出版文化活动，也是国内唯一批准举办的国
际图书节。

本届国际图书节期间，由国家版权局指导、首
次举办的“中国出版‘走出去’论坛”，将发布我国
图书贸易相关数据；军旅题材的精品出版物将首
次集中展销；“古籍善本特展”，包括国际一级文物
在内的 30 件古籍善本将首次隆重亮相，同时举办

“古籍善本文物拍卖会”；现场还将展现科技版权
监测等先进的出版印刷及版权保护技术等。据
悉，北京市文联将在其展区首次专设版权及法律
咨询区，现场为文艺工作者及参观者答疑解惑，
提供维权服务。

此次国际图书节主会场共设有 17 个主题展
区，主会场和分会场百余家出版社共展出各类图
书约 15 万种。除了中华世纪坛的这一主会场外，
图书节还在门头沟永定河文化广场、西单图书大
厦、王府井书店、三联 24 小时书店等设立分会场，
方便读者就近购书读书。读者在尽情沐浴书香的
同时，还可以参与国际文化交流、高峰论坛、名家
大讲堂等文化活动。

音乐会
德国托尔策童声合唱团北京音乐会

时间：2014.09.05
地点：北京中山音乐堂

托尔策童声合唱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战
后的托尔策童军团。当时该团在举办活动时，都
喜欢唱一些民歌或者远行歌。1956 年童军团解
散，年仅 18 岁的高中生格哈德·施密特·加登接
管了旗下的合唱团，由此为世界闻名的托尔策合
唱团建立打下了基础。

1971 年以来，托尔策童声合唱团在德国慕尼
黑的南部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在那里 200 余名团
员被划分为四个年级，相应地接受团长格哈德·施
密特·加登教授、音乐总监拉尔夫·路德维希及七名
音乐教师的专业培训。当进入青春期出现变声后，
学员可以进入男声合唱团继续接受音乐指导。托尔
策合唱团从成立至今的 50 多年间，一直在童声合
唱界名列前茅，并与维也纳男童合唱团、巴黎男童
合唱团一起成为世界三大童声合唱团。

托尔策童声合唱团每年走访世界各地，进行
大约 250 场音乐会及参与歌剧演唱。其表演曲目
相当广泛，从中世纪音乐到现代音乐、民间音乐、
牧歌、经文歌、教堂音乐，甚至是独唱的角色表演
及歌剧等，其中巴洛克时期音乐和古典音乐是该
团的重中之重。 当年，剧团三名成员表演的莫扎
特歌剧《魔笛》中的“三仙童”及“夜后”片段已经
成为合唱界的经典版本。

《早餐之前》
时间：2014.08.29 ~2014.09.14

地点：北京鼓楼西剧场

话剧《早餐之前》是“美国戏剧之父”尤金·
奥尼尔的经典独幕话剧。作为美国戏剧界的标
志性人物，尤金·奥尼尔是美国戏剧史上唯一曾
四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剧作家，也是迄今为止唯
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剧作家。他的《天边
外》《安娜·克里斯蒂》《奇异的插曲》《榆树下之
恋》《长夜漫漫路迢迢》等作品享誉海内外。

《早餐之前》讲述了少妇罗兰太太与丈夫阿
尔弗雷德居住在纽约的一所公寓中，一天早上，
罗兰太太如往常一样醒来，梳妆，偷窥丈夫的隐
私，随后便开始了对阿尔弗雷德的各种抱怨。罗
兰讽刺丈夫出身百万富翁家庭的身份，唠叨家
中遭遇经济危机的现状，揭露丈夫想掩盖的秘
密，将这个家庭的危机推向高潮，并导致了一场
悲剧……

《早餐之前》是尤金·奥尼尔探索戏剧表达手
段的重要一步，也是他百年之前对婚姻生活的一
次冷峻观察。在这部剧作中，奥尼尔通过独特的
戏剧表达方式，把激烈的戏剧冲突隐藏于这些片
段之中，将一个家庭在社会环境等因素影响下演
变为一场婚姻悲剧的故事演绎得淋漓尽致。他笔
下的罗兰夫人那喋喋不休、对丈夫充满抱怨的妻
子形象，也成为了一个戏剧经典。

话剧

埃舍尔木刻作品《波面》
（ ，1950）

埃 舍 尔 作 品 《连 体》
（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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