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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主编：袁仁国

2014 年 12 月 30 日到 2015 年 2 月 1 日，在
国家图书馆“我们的文字———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文字传承”跨年大展举办期间，讲座、音乐
会、亲子体验、现场教学等一系列相关活动纷纷
举办，让文字不再是静静地躺在书本上，而是真
正活跃在眼睛里、指尖上、心灵中。

眼睛看，耳朵听，动手做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订上线的书就叫线装
书，其实这是个错误。财务账本也是订线的，但
我们不可能把它叫作线装书。线装书是一个特
有名词，它至少包含了十道工序。”1 月 24 日下
午，国家典籍博物馆二层三展厅，一位工作人员
正一边给观众展示手中的线装书，一边认真地
讲述着关于线装书的知识。

在工作人员身边围了好几层观众，其中有不
少是孩子。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演示线装书的
后期装订流程，包括折书页、配书页、压书页、齐栏
和打眼上纸捻等，不时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就在线装书展示的旁边，还有一位工作人员
正在手把手地教授观众如何进行古籍修复。一个
女孩学得很快，不久就能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进
行简单的古籍修复操作。看到自己将破损的书页

“化腐朽为神奇”，她的脸上止不住笑意。
在展厅的另一面，木板水印技艺的展示区

也吸引了大批观众围观。看到在展示人员的手
下，一张张宣纸印出了福字或吉祥动物的图案，
不少观众忍不住跃跃欲试。可是真正动手去做
的时候，才发现看似简单的几个动作，自己做来

不是动作太慢墨水已经干了，就是把工具拿反
了，引来围观观众的一片笑声。

线装书、古籍修复、木板水印等与文字相
关的传统技艺，正是此次“手工印书坊”活动的
主题内容。在两个小时的活动中，观众不仅可
以用眼睛看、用耳朵听，更能够亲自动手来做、
来感受。

汉字是穿越时空的文化符号

就在观众们围观如何手工印书的时候，同
一时间，在国家图书馆北区学津堂，一场题为

《汉字的性质与结构》的讲座也在进行中。偌大
的会场座无虚席，不少观众不得不坐在过道的
楼梯上，还有很多观众站在会场后面听完了整
场讲座。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蕴涵的文化。”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宁声情并茂地说，“比如，从
犬部的字有‘吠’‘突’‘默’和‘独’等。‘吠’字很
好理解。但是‘突’和‘默’为什么也从犬部呢？这
是因为猎狗是非常警觉的，它们不叫，一直隐藏
着，捕捉猎物时会突然冲出来。那么有人又问
了，孤独的‘独’从犬部又怎么解释呢？这是指牧
羊犬，一只狗可以赶一群羊，所以‘独’从犬、

‘群’从羊。这样看来，‘吠’代表的是看家狗的形
象，‘突’和‘默’是猎狗的形象，而‘独’是牧羊犬
的形象。”

讲座持续了两个小时，结束后观众依然意
犹未尽，纷纷举手提出问题，从繁体字和简体字
的利弊，到当前广告中乱改成语给孩子汉字教

育带来的苦恼等，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
“汉字是穿越时空的文化符号。汉字也与

全民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在我国，人
们认字已经不成问题了，但我们的汉字知识仍
然显得非常贫乏。大家不知道汉字是怎么造
的，不知道汉字与英文的区别，不知道汉字体
现的文化，我们看到汉字没有亲和感、不喜欢
它，这些都说明汉字科学是缺乏普及的。”王
宁说，“普及汉字科学，就是要让大家知道汉
字是什么，汉字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汉字具
有凝聚中华民族的吸引力，有了汉字我们是多
么幸福。只有对文字有感觉，才能对文化有感
觉，科学才能传播，教育才能发达，这也是我
来到这里与大家交流的初衷。”

这场讲座只是“我们的文字”展览期间组织
的系列活动之一。

早在“我们的文字”展览开展当日，就有 24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 21 位代表性传承人
来到展览现场，各少数民族文字书法家同聚一
堂，共同书写“春天来了”“羊年大吉”“和睦之
家”等文字，还有十多个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
人在现场演示了贝叶经制作技艺、湖笔制作技
艺、木活字印刷技术等制作过程。

此外，在展览期间，由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
项目中心编著的《我们的文字》一书也开始发
售。这本书将与文字有关的 60 余个非遗项目融
入其中，内容不仅贯穿文字发展的整个历程，还
覆盖了我国全部 30 余种传统民族文字和十余
种已经“消失”的神秘古代文字，让人们更好地
认识和了解文字。

很难想象文蔚的画室会设置在车水马龙的国
贸三期。两面采光的画室向东望去是“大裤衩”，向
南则是繁忙的办公区。文蔚告诉记者，相较琉璃厂
那种“太嘈杂”的环境，自己更喜欢这样交通方便
又生机勃勃的地方———想来也是，创作起来哪里
还会管旁边是不是北京最繁华的 CBD。

文心蔚然

一身旗袍袅袅，薄妆柳眉青描，言谈娴淡温
雅，古句更是信手拈来———这样的自己文蔚会自
嘲“老气”，但在旁人看来更多是像从她笔下的工
笔仕女图中走出的女子，苇质天然、清雅脱俗。

很多人问过文蔚这个名字是不是她的本名，
更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后来选择的艺名。但事实上

“文蔚”确确实实是她出生时父亲起的名字，语出
《易经》“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却不想与她艺术风
格的转换不谋而合。

看文蔚早期所绘的工笔仕女，多为一人，闺中
树下，虽是独处却寂然平淡。她能够形神兼备地传
达女子心底微妙的情感，却很难从画中美人的表
情中窥见一二。虽不形于色，但中国传统女性的温
柔娴静、灵慧婉约以及慵懒哀惘，却结结实实地从
画里簌簌而来。

聊到当时的创作状态，文蔚说“就是小女子
嘛”。除了绘画之外，她早年间的书法也是如此，偏
向秀丽。一言概之，正是应了她名字里的第一个
字，可谓是蹁跹“文”心。

而在师承书画大家崔如琢先生之后，文蔚的
风格发生了转化，原来的羸弱女子有了“蔚”然之
气。看崔先生画丈二山水，让文蔚眼界大开；听名
家谈古论今，她小女子的格局也不自觉地打开
……观文蔚今天所绘之丈二巨幅山水，很难想象
是出自她这样一名女子之手。挥洒自如、气象恢
弘，完全不输须眉之作。画大画儿需要好体力，凭
借这点儿也有朋友调侃她为“女汉子”；而文蔚的

助手也是十分清楚不能在她画画儿的时候打扰
她，她总是早早赶到画室，从早上六点晨光微露一
直画到正午日上三竿———“画画儿时气是不能断
的”，站在她即将展出的一幅大山水前，文蔚如此
总结道。

“艺术无处隐藏，人是什么样的，作品就是什
么样。”被问及是否更喜欢现在的作品，文蔚的答
案是自己同样珍惜以前那个还是“小女子”的自
己———“因为再也不会有了”。

艺术追求

打小跟着身为中文系老师的父亲诵读古文的
文蔚，对于古人古言有着一股天然的亲近。言必及
老庄韩愈，却无半丝卖弄风雅之嫌，只得感慨她的
气质超俗———中华经典于她，犹如空气阳光；受了
这些给养，自然透着典雅气息。

除了古文经典，父亲很早就摆在文蔚面前的
还有《芥子园画谱》。自谦没什么别的长才的文蔚，
小时候其实是远近闻名的“小画家”。尚未正式接
受美术教育的她，跟随父母去到哪里看了什么画，
回家总能画得差不离。来家中走动的大多是文人
墨客，给了文蔚不少鼓励，她也自然而然地走上了
习画之路。

大学期间，文蔚在系里是出了名儿的“疯
狂”。她依然保持幼时习惯，每日必须画够速写
十张。小时候是背着画夹上街，问行人“我能帮
你画张画儿吗”；大学时是挨个儿宿舍敲门，问
同学“我能帮你画张画儿吗”———这期间累计的
素描估计要以车载，虽然可惜于当时因为毕业
没能完整保留，但如此训练下的扎实基本功却
成了日后她无法磨灭的资本。

毕业时，文蔚成了同年级里唯一 一个开个人
画展的学生。同时她也通过层层选拔，成为崔如琢
先生的助手、学生。第一次见面时，老师正在作画，
二十多岁的她在一旁默观后说：“老师已然有自家

面貌，正是李可染所说的‘一百分的力量打进去，
现在是一百分的力量打出来’。”

今日回想，文蔚说当年的自己并不真正明白
自己说出来的这句话。但现在却感恩于当年那个
偶然的遇见，她觉得崔先生就是那个冥冥之中引
领自己的人。

修炼的过程总是不易的。文蔚说老师很少直
接教给她什么，更依靠学生自己的悟性。两人虽然
亲近，但在如此一位书画大家的面前，她还是经常
感到自己的渺小。

文蔚一直在默默努力研究和创作山水，但并
没有将自己开始画大山水的事情告诉老师。直到
2012 年伦敦奥林匹克美术大会中国展，崔如琢才
第一次看到文蔚的巨幅山水作品。当时的展览在
水立方举办，本没有打算前往的文蔚，意外接到老
师打电话来说一起去看展览。在一层展厅看到她
的工笔仕女图作品之后，崔先生点头称赞，评价说

“婉约”；上了二楼看到展厅正中的大山水，拍手叫
好，但此时并不知道这是自己学生的作品。

文蔚小声儿告诉老师自己还有另外一幅作
品，崔如琢问她“哪儿呢？”“就是您前面的这幅。”
所有已经发生以及将要发生的事情在文蔚看来都
是自然而然，艺术的追寻之路于她就是一场内修。
至今独身一人的她并不自觉寂寞，反倒尽享艺术
带给她的自由和给养。或许正如友人所言：“文蔚
是嫁给艺术的人。”

矢志于教

中国画的基础是哲学，西洋画的基础是技
术。技术可以学，道却只能靠悟。文蔚告诉记者，
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画格外看重师徒相承的原
因之一。火暴的国画培训班常让她觉得担忧，批
量生产的运作模式，不仅不能做加法，甚至可能
不如放任自流。

在文蔚看来，书画艺术本来就属于精英艺

术，不接地气是它的本来属性，并无不妥。相较
生搬硬套所谓先进教育体系，不如先从亲近和
感受做起。她说：“恢复传统文化的教育体制，首
先从传统经典学起，找到正脉。”对于一些想学
习书画的朋友，她总是先为其备好字帖、画谱，
并不着急于上课或者学习，“先看，对它亲近了
才能发生兴趣，然后感知它的好”。

在不久前的“文心蔚然”深圳画展上，文蔚当
场收下了慕名求教的小女孩为自己的学生。她相
信，无论缘深缘浅，哪怕是短暂的时间，若能给予
对方一点启发，也能助力终生。

栏目主持：艾林

芭蕾舞剧
《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间：2015.2.5~2015.2.7
地点：中国国家大剧院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笔下最著名
的悲剧，也是世人心中爱情的“代名词”。在作曲
家普罗科菲耶夫谱写的芭蕾音乐中，这个令人
扼腕叹息的凄美故事也成为了全世界常演不衰
的经典芭蕾舞剧。

此次由英国苏格兰国家芭蕾舞团带来的芭
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沿用了普罗科
菲耶夫的经典音乐，但却对故事进行了大胆的
重新诠释，将三幕场景分别设定为二战时期、战
后和贝卢斯科尼执政时期的意大利，跨越了意
大利 30 年的风云历史。在普罗科菲耶夫的经典
旋律中，群舞气势如虹，双人舞浪漫缠绵。罗密
欧的家族蒙太古家众人在恣意不羁的舞步中，
展现了轻快、热情的意大利平民风貌，而朱丽叶
的家族凯普莱特家则舞姿紧绷、保守，将精英统
治阶级的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该剧编舞不仅
用身体语言强化了这对年轻恋人间的爱与欲、
希望与绝望，还将上一代人的矛盾纠葛表达得
相当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该芭蕾舞剧还以多媒体投
影为背景，黑白影像均由舞美设计师亲自在意
大利街头拍摄，营造了颇具时代感的气氛。

话剧
《爱恋·契诃夫》

时间：2015.1.29~2015.2.8
地点：中国国家话剧院

《爱恋·契诃夫》是一部为纪念契诃夫诞辰
155 周年而上演的话剧。该剧以契诃夫创作的
名剧 《海鸥》1869 年在圣彼得堡首演失败为背
景，讲述了这位郁郁寡欢的作家与其初恋情人
丽卡·米齐诺娃徘徊在创作事业与婚姻情感之
间的故事。

在《爱恋·契诃夫》中，契诃夫在丽卡身上
寻求着心灵慰藉，以支撑自己继续创作。丽卡
支持着契诃夫，却对其拒绝自己的婚姻请求而
痛苦。对于契诃夫来说，一边是利用生活中获
得的新鲜爱情作为作品的灵魂，一边却又渴望
自由而排斥婚姻。而对于丽卡来说，契诃夫不
仅是她崇拜的作家，更是希望可以依靠终身的
伴侣。这样的矛盾与纠结让观众见识到一个卸
下光环、更加多面和人性化的契诃夫，也明白
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曾面临的对理想与现实的
取舍。

本剧的编剧童道明是著名翻译家和戏剧
评论家，曾于建国初期前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
攻读语言文学专业，多年来翻译了《海鸥》《万
尼亚舅舅》《樱桃园》等多部契诃夫著作，是中
国戏剧界公认的契诃夫研究专家。

除了音乐家肖邦，你对波兰艺术还了解多
少？此次“来自肖邦故乡的珍宝：15~20 世纪的
波兰艺术”展览就为中国观众提供了一次近距
离感受波兰艺术的机会。作为波兰艺术在中国
的首次大规模亮相，此次展览的组织者华沙国
家 博 物 馆 带 来 了 近 350 件 艺 术 品 ，涵 盖 了
15~20 世纪的绘画、雕塑、装饰艺术和工艺美
术品等门类。

展览按时间顺序分成六个单元：“中世纪
艺术”单元将呈现 15 世纪的宗教艺术品，如祭
坛绘画和雕塑等；“传统波兰艺术”部分则展现
16~18 世纪“萨尔马提亚”时代为皇宫和贵族服
务的艺术；“波兰衰落和丧失独立时期的艺术”
部分展现 18 世纪末波兰被瓜分时期的艺术作
品；“被压迫时期的‘国家精神’艺术”部分展现
19 世纪处于政治压迫之下的波兰艺术的非凡
创造力；“‘青年波兰’时期艺术”部分表现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年轻”和“新颖”的波兰艺
术；在“现代艺术”部分中，观众则可以欣赏到
20 世纪以来波兰艺术的蓬勃发展，尤其是享誉
世界的“波兰招贴学派”的招贴画作品。

展览
15 至 20世纪的波兰艺术

时间：2015.2.7~2015.5.10
地点：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曲剧
《正红旗下》

时间：2015.2.11~2015.2.12
地点：北京天桥剧场

北京曲剧是真正发源和形成于北京的唯一剧
种，它源于单弦及其他北方曲种曲牌，没有严格的
程式和行当，充满了不寻常的适应力和表现力。即
将上演的北京曲剧《正红旗下》是根据老舍同名小
说及李龙云同名话剧剧本改编而成的。

该剧一开始，剧中人物首先在北京的各色
风俗风情中纷纷亮相，他们办洗三、闹新年、庆
满月、过端午、养鸽子、听评书、要账送礼、票戏、
巡城，忙忙碌碌、自得其乐。然而，就在这时候，
大灾难降临了，可旗人们依旧浑浑噩噩，把战争
当作儿戏一般。随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城，
有的人做了俘虏，也有人在正红旗下为中华民
族牺牲了生命。

剧中采用散点式、人物群像式的结构方法，
展现了晚清北京八旗子弟的生活和心理状态，
用百姓的家长里短和小人物的酸甜苦辣，呈现
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老北京民俗画卷。该剧的语
言遵循老舍原小说中生活气息浓郁、幽默诙谐
的风格，所有人物都是满口“京片子”。剧中音乐
也大量采用了“剪靛花”“四板腔”“流水板”“农民乐”
等传统的单弦曲牌，充分显示了曲剧音乐的北京地
方戏特色。

艺术速递

“饮少些，但要好”，一直是葡萄酒不朽的谚
语。时至今日，葡萄酒依旧是西方文化的标志之
一。闲暇时寻出一瓶佳酿，或独斟自品，或与家人
好友同赏，沉醉其中，怡然自得。

而现在，很多高档葡萄酒对不少人来说已经
不是用于饮用的了，它们的增值潜力促使很多收
藏家去购买，因此，葡萄酒也被称为“液体资产”。
事实上，葡萄酒收藏的文化正在国内兴起。

葡萄酒的历史非常久远。考古学家曾在伊朗
北部扎格罗斯山脉的一个石器时代晚期的村庄
里，挖掘出了一个产于公元前 5415 年的罐子，其
中有残余的葡萄酒和防止葡萄酒变成醋的树脂。
由此证明，人类在距今 7000 多年前就已饮用葡
萄酒。

在国外，葡萄酒收藏已有 300 多年的历史，
藏家们遍布全球，其中，不乏家喻户晓的名人。

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被称作是美
国第一位葡萄酒鉴赏家。他好品酒，在读法学时，
认识了爱好欧洲酒的律师朋友，从此开始接触葡
萄酒。此后，他去到法国，用了 5 年的时间游览波
尔多、勃艮第等著名产区，深入了解了法国葡萄
酒。在当总统之前，杰斐逊甚至担任过总统酒窖
的葡萄酒顾问及采购员。

藏家们对葡萄酒总是万般“挑剔”。顶级葡萄

酒不但对葡萄本身的品质要求极为严格，而且对
产地当年的水土、气候、温度湿度等自然因素也
有着近乎苛刻的条件。

有意思的是，恐怕有不少人会在无意中发
现，有些价格不菲的葡萄酒貌似并不好喝。

这并非人们夸大了这些红酒的价值，而是因
为这些酒生命期很长，需要经过长期的等待，才
能喝到它们最巅峰状态的味道。

据了解，在所有葡萄酒中，大概 10%位于顶
级的红葡萄酒和 5%位于顶级的白葡萄酒 5 年后
饮用要比一年后味道更佳。最顶级的 1%的葡萄
酒通常具有 10 年、20 年甚至更久的陈年能力。而
其他大多数只适用于日常餐酒，6 个月就逐渐失
去果香了。

这就不难理解，长期陈年能力才是人们收藏
葡萄酒最初的原因。

有人说，葡萄酒是有生命的艺术品。这是因
为，在陈年过程中，葡萄酒会发生一系列的变化。

世界著名酒评家、葡萄酒大师杰西斯·罗宾
逊是这样来解释的。最初，如果瓶子里含有越多
的果味、酸度及酚类物质以及越少的水分，那么，
这些化合物间的反应就越复杂，酿制的酒越值得
陈放。人们常说的花青素是最显而易见的酚类物
质，在上述反应进行的时候，会起到维护酒质的

作用。这些物质与其他的化合物进一步反应，形
成分子愈来愈大的复杂化合物，以至于多年之后
被析出酒液，就形成了瓶中的沉淀物。因此，品质
上乘、口感密集的红酒随着岁月流逝颜色慢慢消
褪，味道变得柔和，并产生很多复杂的醇香，而不
再是单一的香气。

赤霞珠、品丽珠、梅洛、西拉、内比奥罗酿制
的红酒，白诗南、雷司令以及勃艮第的顶级白葡
萄酒正是长期熟成的代表。

物以稀为贵，除了陈年潜质，顶级葡萄酒的
产量是极少的。罗曼尼-康帝园位于法国勃艮第
金丘产区的一面山坡上，葡萄园总面积只有1.8公
顷，却种植着世界上最名贵也最难栽培的黑比诺
葡萄。迄今为止，酒园依然沿袭18世纪的耕作方
法和酿造工艺，平均每3株葡萄才能酿造1瓶酒，
每年产量仅6000瓶左右，还不及拉菲酒园产量的
1/50。

作为投资品，国内曾出现了诸多与葡萄酒相
关的理财产品，期酒贸易也曾风靡一时。不可否
认，背后存在投资炒作的因素。对此，有专家提
醒，永远别相信什么“葡萄酒是只涨不跌的理财
产品”。

最昂贵的葡萄酒也并非绝对历久弥香，不妨
在它最好的“年华”，认真地享用它。（谷兰整理）

享用葡萄酒“最好的年华”

去国图围观“我们的文字”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文蔚：

1976 年生于四川成都的文蔚，尽管发音早已是标准的普通话，加上周游各地，已经很难让人联想到她来自巴蜀；但一
提及家乡，初识的人大部分还是会猛一点头：怪不得，四川出美女啊。

作为国内近几年来颇被看好的青年书画家，文蔚的作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1 月 31 日，文蔚的书画作品展将在北
京民族文化宫拉开帷幕，北京的书画爱好者也有机会一览她的作品。事实上，“文心蔚然”书画巡展之前已经在深圳、杭州
等城市举办，得到诸多名家的一致好评，甚至有小粉丝一路追随，只为拜师学艺。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 文蔚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