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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人韦力在古籍收藏领域极具知名度。
在天津，他拥有一个 600 多平方米的“藏书楼”，
收藏有 8000 余部、7 万余册古籍善本，被认为
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3 月 6 日，韦力在国家图书馆典藏博物馆
作了一场关于古籍收藏的讲座，讲述了藏书人
的“修炼之道”。一个普通人成长为一位藏书家，
不仅要有发自内心的冲动———有“占有欲”，还
要有一定的章法———专一且博学。

先有“占有欲”

2012 年，过云楼藏书以 2.16 亿元天价被江
苏凤凰集团收入囊中，之后不断有民间藏书亮
相拍卖会，让古籍收藏慢慢进入大众眼中。不
过，想收藏古籍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其最首要
的条件是什么？爱书，还是爱看书？韦力给出的
答案是，要想收藏古籍，首先要有“收藏癖”。

将收藏古籍当成癖好、融入血液的人，才有
耐心和毅力寻书、藏书。这与爱好、研究的意思
皆不同。因为研究和喜欢看书的人，并不一定要
将古籍占为己有，哪怕是有心想要从孤本或者
原版图书中找到资料，大可直接阅读影印版。

“所以，要有占有欲的天性，对古籍有贪欲，才能
做到有目的性的收藏。”韦力说。

而且，古籍与书画等艺术品不同，书画、

古玩更多地具备了直接观赏性，“而古籍则是
一种‘曲折美’，必须要知道它的价值、意义乃
至版本及传递之后，才能领略其真谛”。韦力
解释说，只有理解了自己的文化史，你才知道
哪些文化、哪些书籍才是重要的，在书籍的收
藏上才不会走偏。

然后要专一

若提起藏书的癖好，晚清名臣曾国藩算是
代表人物之一。晚年的曾国藩曾说过：“余将来
不积银钱留于子孙，唯书籍尚需添买耳。”经过
在琉璃厂的数年历练，他已经成为淘书的行家，
藏书之中不乏珍本、善本。当年他修缮房屋，特
地建造了“富厚堂”用以收藏十几万册的书籍。
如今，人们谈起曾国藩，除了宦海沉浮，便是他
那引以为傲的藏书了。不过，韦力却认为，曾国
藩藏书数量虽多，但是对于书籍版本要求不高，
很难称之为“藏书大家”。

“人们在开始藏书时往往会先从大的门类
入手，进行收集，然后才会慢慢缩小范围，将自
己的收藏目标变得更专一。但这个过程其实既
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如果真的想收藏好书，
那么应该一开始就制定明确的目标。”韦力说。
比如，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宋代出版的书籍，不
论从写本还是刻本皆是珍品。宋刻本之所以被

重视，是因为这是我们见到的最早的书籍的形
式，再早就是钞本了，而钞本又非常罕见。“但
是，自从公私合营后，藏书像百川归海一样，都
归入各大公共图书馆了，私人手中的珍品非常
少。”韦力说。

“捡漏”背后是博学

由于民间市场古籍珍品变少，你若想要“捡
漏”，只依靠好书之癖远远不够，坚定收藏之心
后，需要的便是博学的支撑，就像书画古玩的收
藏家也要练就一番火眼金睛。

“火眼金睛”对于藏书人而言要求更为苛
刻。在中国浩瀚历史进程中，“每个时代的书籍
都会有自己的特征，就好比在书籍的扉页看到
毛主席语录便能判断这本书出自‘文革’时期。”
韦力说。听起来简单，真的实现起来却是需要依
靠大量的阅读与历史知识结合：书中提及的内
容是否与书籍出版的年代吻合，古籍的版本是
否是真的值得收藏的版本……

“可以作为藏品的书籍多为传世经典，有些
书籍更是被影印了多次，那么哪一版是最值得
收藏的，就得靠收藏家自己的知识了。”韦力说。
毕竟人云亦云无法寻到真正的善本，只有独具
慧眼才能另辟蹊径，找到可能尚未被世人认知
却存在升值空间的古籍。

随心而动

艺术速递

话剧
《歌剧魅影飞越疯人院》

时间：2015.3.19~2015.3.22
地点：北京隆福剧场

话剧《歌剧魅影飞越疯人院》讲述了在越战阴
影下的澳大利亚，一群疯狂的“精神病人”关于爱与
诚实、梦想与自由的故事。

1971 年，澳大利亚深陷越战泥沼，国内反战情
绪持续高涨。为了生计，初出校园的菜鸟路易斯接
到第一份工作———在墨尔本一座废弃的剧院里为
一群精神病人导演戏剧。面对着一群不会意大利
语、不会唱歌、没有任何表演经验的精神病人，路易
斯是保持“高冷”做常人还是放弃“正常”与“疯子”
一起狂欢？又如何能让一群强迫症患者、歇斯底里
症患者、语言障碍者、毒瘾者和纵火犯乖乖接受排
练？这些难题困扰着路易斯。在荒诞的剧情背后，本
剧试图探讨一个关于“有病”与“正常”的深刻问题：
是我们用药教会了精神病人循规蹈矩、接受现实的
无声，还是精神病人用偏执教会了我们走出樊笼、
聆听世界的美好？

该剧导演约瑟夫·格雷夫斯是戏剧导演、编剧、
演员和莎士比亚戏剧专家，作为北京大学外国戏剧
与电影研究所艺术总监，他已在中国从事戏剧文化
推广及戏剧教育工作 13 年。

打击乐音乐剧
《木兰》

时间：2015.3.20~2015.6.27
地点：北京海淀工人文化宫

“木兰从军”历来都是艺术家们乐于呈现的
题材，电影、电视剧、歌舞、中国传统戏曲，甚至好
莱坞动画片都青睐这个故事。打击乐音乐剧《木
兰》最大的新意就在于用鼓，是迄今为止首次在
文艺作品中用鼓乐形式演绎“木兰从军”的故事。
作为一种极富激情和震撼力的音乐形式，打击乐
把起伏跌宕的情绪融入到了整个剧目当中。

此外，该剧还融合了武术、舞蹈等其他艺术
形式。鼓手们在舞台上舒肢展臂、英姿飒爽，他们
挥舞鼓棒，时急时缓，时放时收，刚柔并济，激情
震撼，为观众带来一场无台词、不演唱，但集创意
与感染力于一体的新潮音乐剧。

演出该剧的红樱束打击乐团，曾于 2013 年 1
月在美国百老汇驻场演出 32 场。作为中国首次
进入百老汇进行多场次的尝试演出，《木兰》获得
了意想不到的成功。2014 年夏季，乐团再次赴美
国纽约进行了为期 3 个月、近 90 场次的演出。打
击乐音乐剧《木兰》以其中华文化的内核、全女子
打击乐阵容的独特形式以及融合了西方音乐元
素的震撼音乐得到了国外观众的认可。

栏目主持：艾林

新编历史京剧《丝路长城》以唐太宗时期“开
放边境、胡汉互市”为历史背景，以西北边境马帮
首领之女柳娘新婚之日被胡兵掳掠为切入点，通
过柳娘一家的境遇表现出个人遭遇与国家命运
的紧密关系，展现了重新打通丝绸之路给丝路各
国带来的福祉。在两小时的演出中，于魁智、李胜
素、杨赤、袁慧琴等梨园名角轮番上阵，为观众展
现跌宕起伏的剧情和流派纷呈的唱腔。

该剧曾亮相国家大剧院，在剧中，柳娘一家
人的悲欢离合和唐太宗经略周边、德化天下的治
国大计，成为了交织推进剧情的两条线。“扰边”

“廷议”“互市”“诱敌”“德化”“盛世”等六幕大戏
循序渐进，每位名角各有各的代表唱段和流派展
示，或韵味醇厚，或高亢清亮，或婉转甜美，让观
众听得过瘾。

饰演该剧女主角柳娘的李胜素尤其面对极
高的要求，从一开始待字闺中的少女，到女扮男
装的胡人伙计，直至最后回归大唐重又恢复女儿
装，一戏之内，三度“变身”，并且要在一部戏里展
示花旦、小生、青衣三种行当，难度可以想象，演
出也更加令人期待。

新编历史京剧
《丝路长城》
时间：2015.3.24

地点：北京梅兰芳大剧院

音乐会
瑞士巴塞尔交响乐团音乐会

时间：2015.3.23
地点：北京中山音乐堂

作为瑞士历史最悠久的交响乐团、该国“三大
交响乐团”之一，巴塞尔交响乐团有着欧洲当代音
乐圣殿的美誉。恰逢中瑞两国建交 65 周年之际，
2015 年春天，巴塞尔交响乐团再次来到中国，在乐
团音乐总监、美国指挥家丹尼斯·罗素·戴维斯的执
棒下，为乐迷奉上美妙的古典音乐艺术体验。

巴塞尔交响乐团诞生于 1876 年。与柏林、维
也纳等欧洲传统音乐重镇不同，巴塞尔是众多现
代作品的首演地，许多 20 世纪作曲家的作品都
曾在此地上演。正因如此，巴塞尔交响乐团也成
为了欧洲交响乐团“百年老店”中的新贵，实现了
传统与现代、历史与潮流的和谐统一。

此次是该乐团第三次来华演出，该乐团将为
中国观众带来多部经典作品，创作年代从 19 世
纪欧洲古典主义时期延绵至 20 世纪现当代时
期，包括莫扎特的《G 大调第三十二交响曲》、贝
多芬的《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斯特拉文斯著
名的芭蕾舞配乐组曲《火鸟》以及当代著名华裔
女作曲家陈怡的《歌墟》等，包罗古今、兼容并蓄，
充分体现了该乐团的艺术特色。

数说名画

“潇洒”的课堂，加上零门槛的课程，越来越多的文艺男女
选择画画作为自己的周末休闲。

提起绘画学习班，大部分人直接联想到的有两种：一种是
针对小朋友的绘画启蒙班，另外一种则是针对艺术考生的考前
培训班。我们都会有个刻板印象，认为一个人幼时没有上过美
术培训班，又不是天赋异禀的绘画天才，那几乎可以断言此人
此生与绘画无缘。

但随着物质生活的充裕，越来越多希望亲近艺术的成年人
开始尝试突破年龄的藩篱，他们或许幼时成长环境不佳，又或

曾经在绘画上半途而废，抑或只是某天突然看到一幅让自己产
生了“这样的我也能画”想法的美丽图画。

27 岁的孟璐正是其中的一位。小时候她并没有机会学习
绘画，自己参加工作后，她报名参加了成人绘画培训班。她的目
标并不是成为一名专业的画家，而只是希望用插画记录下日常
生活中的美丽图景和感动瞬间。

那些拿起画笔的成年人，正在成为城市角落里涌动的风景。

那些拿起画笔的成年人
姻本报记者张晶晶

枯燥的素描课程是大部分绘画学习的开
始，它是绘画的基本功，但同时也成为了很多人
半途而废的原因。现在，很多人开始问：我是不
是可以直接画出色彩丰富的美丽图画？

数字油画应运而生。所谓数字油画，有点类
似成人版本的填色游戏。商家利用软件的帮助，
将诸如梵高的《星空》《向日葵》等名作分解成无
数的细小格子，每个格子中有一个小小的数字，
代表它应该被填充的颜色。有了格子和数字的
帮助，完全零基础的人也可以在一段时间的细
致填充下，画出一幅世界名作。

专业画家大多对此十分不屑，在他们看来
这除了打发时间之外，并无任何创造性。但是对
于乐此不疲的成年人来说，这样的作品虽然并

没有多少主观创造，但是也很有成就感，用来作
为工作之后的消遣，也是不错的减压工具。

事实上，填色游戏的减压作用在很多国家
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以日本为例，成年人可以很
容易在书店买到专门设计的填色游戏图书，像
小孩子一样，用画笔填色。目前国内并没有这样
的专门图书出版，市面上的填色游戏图书仍是
针对小孩子为主。

除了数字油画之外，另外一种颇受欢迎的
形式是在专业老师的支持下，在两三个小时的
时间里，“速成”一幅名作，价格在两百到五百元
不等。游乐绘正是这样一家致力于成人休闲绘
画的机构。创始团队成员之一的孙健在采访中
告诉记者，成立之初是因为朋友在美国参加了

类似的活动，“大家在酒吧或者咖啡厅聚会，吃
饭喝东西，然后花几个小时画画，挺受欢迎的，
所以产生了在国内办一个的想法”。

游乐绘聘请美院毕业的专业学生，每周在
北京不同区的咖啡馆开展活动，之前在微信
公众号平台投票请大家选择希望临摹的作
品。每场人数控制在 20 人左右，保证每一个
人都能够获得与老师充分交流的机会。

“也承担了不少团队建设的项目，大家都
比较喜欢这种新型的方式。”孙健告诉记者，
画具全部由他们提供，来参加的人只要人来
就可以。如此“潇洒”的课堂，加上零门槛的课
程，无怪乎越来越多的文艺男女选择画画作
为自己的周末休闲。

有成就感的开始

小有成就感的开始“诱惑”了其中一些成年
人走进短期培训班的课堂。不同于考前培训班
的紧张压力感，这些成人绘画班的氛围大多轻
松愉悦，充满了很多人理想中的文艺气息。

叁伍画室正是这样一个成人绘画爱好者
的伊甸园。2010 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的王
楠，毕业前就将目光瞄准了当时十分小众的
成人绘画市场。

“当时周围好多同学想学画，所以就想到
了做一家画室。”王楠告诉记者，他和几个同
学一道，先是在南锣鼓巷租了房子，开办了第
一间画室，后来受制于上涨的房租，搬至大

屯，2013 年又在五道口开办了第二间画室。运
营状况一直还算不错，在校大学生、已工作人
士来参加培训的都很多。

“年龄跨度很大，学员年龄最大的有 50 多
岁的。感觉大家来学画，主要都是生活中需要
有个爱好调节下自己的情绪。其他还有类似
男女朋友给对方画个肖像画之类的。”聊到什
么样的课程最受欢迎，王楠告诉记者，插画、
水彩都比较受欢迎，虽然大家都不喜欢画素
描，但是打基础的阶段还是需要从此开始。

或许是受新媒体传播的影响，越来越多的
人希望自己能有随手画小画儿的能力。王楠

的说法也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来学油画的
不是很多。很多人来学画画其实愿望很简单，
看见什么能画出来。这其实不是很难，生活用
品等都比较容易画出来。画人什么的比较困
难一点。”

在老师的甄选方面，除了保证人数配比之
外，王楠表示对于成人绘画班而言，老师的沟
通能力甚至比专业能力更加重要。

“老师一定要负责任、认真教，不能应付。
老师态度认真，大家觉得能真心学到东西，才
是长期发展之道。我们希望向品牌化的方向
长期发展。”

进阶有道

2014 年，来自美国的摩西奶奶在中国点燃
了一场新媒体传播的狂欢。大家疯狂在微博、朋
友圈转载着她笔下的农场风光、乡村生活，同时
那些在心里有着一个小小绘画梦想的人，也因
为这位 77 岁才开始学习绘画的成功画家而倍受
鼓舞。

青年书画家文蔚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自己
对于这种成人绘画学习一直非常提倡。她说：

“绘画自古以来就是精英们喜欢的东西。在人的
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之后，绘画能够在心灵洞开
一扇窗户。”

也有人选择了自学绘画。美国加利福尼亚
大学的艺术教授贝蒂·艾德华出版的《五天学会
绘画》一书，在全球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译成
14 种语言文字，畅销全球，成为绘画学习类书籍
中的佼佼者。也被包括 IBM、苹果电脑、通用电
气、迪士尼在内的很多企业列为创造力培训课
程图书。

那是不是在传统绘画学习中被视作十分重
要的老师，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呢？

找文蔚学画的成年人也不在少数。她给对
方的建议多数都是从感觉开始，看些画册，培养
起浓厚的兴趣，然后再循序渐进。同时她强调一
个好的老师的作用，“不是说学过画画儿的人就
能教，老师的水平非常重要”。

而普通人能够同优秀画家求教的机会毕竟有
限，对此，文蔚的答案颇有哲理。她说：“世间的很多
东西是随缘的。碰见了，如果感觉是对的，就跟随。
最好的不一定是适合你的。只要觉得很舒服，得到
了自己想得到的，就可以了。”

我与收藏

藏书人韦力谈“慧眼”
姻本报见习记者 袁一雪

埃舍尔的“生命轨迹”系列也采用了数学曲线。这次的数学曲线是最漂亮
的花状线，叫玫瑰线（Rose-rhodonea-curve）。其轨迹方程用极坐标表示是
r=sin(n/d)θ，这是一组美丽的曲线，随着参数 n、d 的不同展现出姿态万千的
优美形状。

也许花代表着生命最灿烂的阶段，埃舍尔选择了这组玫瑰线来刻
画生命轨迹。埃舍尔当然不会是根据玫瑰线的轨迹方程来作图，而是根据
轨迹线的状态略作变形，加上动态的鱼和鸟的变形来诠释生命。在生命
轨迹 II（Path of Life II）中，用了玫瑰线在 d=3,n=2 时的形状，将四组灰白
两色紧密镶嵌的鱼儿从小到大的演化过程描述出来，最后两色鱼融为一
体。在生命轨迹 III（Path of Life III）中，数学曲线更是突出，鸟儿的演化
反而成了背景。这次埃舍尔用的是玫瑰线在 d=4,n=3 时的形状，也是黑
白两色的六组鸟紧密镶嵌从小到大的演化过程，最后虽没有融为一体，
却逐渐网格化，彼此边界已难区分。用数学轨线刻画生命轨线，表现了
生命美丽而规律，不愧为埃舍尔一绝。

玫瑰线演绎生命轨迹
姻梁进

作为纪念中法建交 50 周年
文化交流活动的一部分，罗丹作
品在阔别 20 年后再次来到中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了这位雕塑
家的主要作品。这些伟大的艺术，
有着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冲击着
我的眼睛和心灵。

法国雕塑家罗丹是 20 世纪
最伟大的雕塑家，也是雕塑史上
最具革命性的艺术家之一。他的
雕塑突破了讲究对称、平衡的学
院派风格，把雕塑艺术推上了新
的高度，他的有些作品甚至显得
扭曲和残缺，给人以强力的审美
冲击。他的所有作品，莫不有自

己的灵魂。在他的手中，艺术形象都具有丰沛的
生命，会呼吸，有心跳。青铜会跳舞，大理石会落
泪，石膏也有爱，总之，每个雕塑都有自己独特
的、发自灵魂的美。

罗丹之美，首在真实。“青铜时代”是罗丹最著
名的作品之一，原型是一名普通士兵。雕塑的神态
天然而自然，就像行走中的人忽然被定住了。当时
的评论界甚至认为他是罗丹用人体雕塑而成的。
他所作的《塌鼻男人》所描绘的只是一个普通男
人，甚至有些丑陋，以至于被当时一些展览拒绝，
但这个人物却无比真实。罗丹作品无一不在贯彻
现实主义，带给人们的思想感受远远超过视觉感
受。正如罗丹所说：对我们这些搞雕塑的人来说，
具备独创性是不可能的，我们都只是抄袭者，哥特
艺术是如此多产而丰富，因为它抄袭的是大自然。

罗丹之美，是人性之美。罗丹最著名的一组作
品之一名为《加莱义民》，取材于一段真实的历史。
英法百年战争期间，英军长达 11 个月的包围使加
莱城弹尽粮绝，最终不得不投降。英王提出，让六
名最有声望的加莱市民光头赤脚，颈套绳索，带着
加莱城门的钥匙前往并由英军处置，他就放过其
他的市民。这六位市民挺身而出，拯救了全市的人
民。这组雕塑描绘了他们投降时的情景。他们的表
情并不像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烈士赴死那样大义
凛然、视死如归，而是有悲哀，有绝望，也有恐惧。
这些人物看起来是那样的无可奈何，甚至有些谦
卑，虽然步伐是坚定的，但真正打动人的是谦卑中
所显示出来的那种刚毅和果敢。他们是真实的人。

罗丹之美还体现在深厚的思想内涵。提到罗
丹，所有人都会想起《思想者》，他托着下巴，似乎
在沉思。“他在想什么呢？”———所有人站在他面
前，都忍不住会这样问。它原本是《地狱之门》中的
一个部分，原型是但丁。那他是不是在思考人性与
神性的关系呢？《雨果》是他的另一个作品。他眉头
紧蹙，左手指向前方，像是在指责什么，又似乎发
现了什么，指引人们去看———他又在思考什么呢？
透过这些雕像，我们仿佛可以触摸到人物流动的
思绪。罗丹通过对民族文化独特的领悟，塑造了一
代法国人的形象，如巴尔扎克等。这些思想者的形
象已经扎根在法国文化中，成为法国文化的标志。

美是多样的。美也是很难言说的，正所谓“天
下有大美而不言”。罗丹的雕塑具有永恒的魅力，
正是源自对真实、人性和思想独特而准确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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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伍画室是一个成人绘画爱好者的伊甸园。

①玫瑰线
②生命轨迹 II（Path of Life II）
③生命轨迹 III（Path of Lif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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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伍画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