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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听说您的中学老同学、中国美协名誉主

席冯远最近为您题写了“俞晓夫艺术中心”？

答：是啊，这七个大字，分量沉甸甸的，这
是他以自己的学术声望和人格魅力对我的支

持，要求我文以载道啊。冯远两年前受邀回到
家乡，兼任上海美院院长。为使上海美术上一

个台阶，他有一个大举措，即推出起名“上海故
事”（暂用名）的历史画创作工程，这与我即将

开办的“历史画创作高研班”，可以说“不谋而

合”。确切地说，我们都希望能以历史画作抓
手，对上海美术和中国美术尽一份绵薄之力。

问：第一期“历史画创作高研班”招生情况

如何？

答：应该说，非常踊跃。如果不是因为疫

情，现在已经开学了。但招生工作其实很早就
完成了，第一期三十多名学员，不超过 50 岁，

最小的三十多岁，都是当打之年的青年画家，
大家都充满了干劲和热情。

问：听说会邀请包括毛时安、汪涌豪等文
艺评论名家来给学生们上课？

答：很多专家都在联系中，届时不仅会面
向“高研班”的学生开课，很多美术评论、赏析、

漫谈的课程，还将面向全社会开放，美术不仅
仅是一个闷头画画的事情。孙佳音 整理报道

    位于上海江桥镇苏州河畔的“俞晓夫艺

术中心”旧厂改造第一期工程基本竣工，一、
二、三层可供使用的工作室修缮完成，门口

的大草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正静候学生入
驻。“差不多有小一年了，我一直在反复琢磨

的‘历史画创作高研班’，尚有些细节需要排
一排。”70岁的上海油画家俞晓夫今天上午

接受本报专访时精神头很足，想要在自己的

画室与学生教学相长再进步，想要给大家提
供一个坐论天下的平台。

情怀依旧
“面对互联网时代，其实我已属于旧人，

举手投足明显感到有些迟钝。”俞晓夫 1950

年出生，1978年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
毕业，1984年以油画《我轻轻地敲门》震动美

术界，1988年赴英留学，后又归国从事美术
教学和创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的确是

个“旧人”。

年龄不饶人，但“旧人”却情怀依旧，对
于 6月中旬即将正式开班的“历史画创作高

研班”，对于三十多名“新生”，俞晓夫有很多
期许。“历史画向来是传统经典绘画领域里

皇冠上的宝石，在组织创作的同时，不失时
机借此组织教学是非常合理的资源整合，如

果缺失，很可惜。”俞晓夫说，历史画教学在
传统绘画领域里是学点最丰富、全面、难度

也是最高的一门课，是不可替代的，“在传统
绘画渐渐被边缘化的当下，美术领域如果能

植入历史画教程，那么对培养学生在沉下来
思考的深度上、竞业能力上和人文品格的自

我塑造上，一定很有价值。”

教学相长
“我这个画室，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设

施，甚至比一般的画室要简陋一些。”其实，

由老厂房改建而成的三层“俞晓夫艺术中
心”宽敞、明亮，融创作、教学、生活、会客于

一体，丰富多样，不失气派。尤其，俞老师正
要带领第一批“高研班”学生共同创作完成的

六张历史大画叫人过目难忘：上海证交所大

厅、上海世博会现场、上海合作组织大会、滨
江两岸风光、临港新城新貌，那幅宽 6米高 3

米的“姚明”，更是带我们仿佛回到 2008年奥
运会开幕式现场，“这张画，所有高研班的同

学都会参与进来，一起完成。”

画室将会成为俞晓夫和学生们的共享
空间。“我作画时，欢迎学生前来观摩，甚至可

以在我画上试试，打个短工也无妨。”俞晓夫
说自己特别欣赏欧洲古典作坊式的传授，有

肌肤感、贴切，“许多大师都是这样诞生的。”

作品检验
聊起绘画技巧，俞晓夫打开了话匣子，

“凡事一紧张，气局自然就小，所以要大气。”
这个陆陆续续画了十多年国家历史画

定件的“老法师”，同样也是一个童心未泯的

大孩童，俞晓夫为学生定制了满满当当的教
学任务，不仅包括课堂写生、下生活（新疆、

陕西一带）写生等，还包括出国考察、写生；

不仅他将亲自授课，解析世界名画，漫谈造
型、创新、透视、构图和创新等，还会邀请来自

清华美院等高校的专家教授当代艺术，“我们
还会有连环画、插图、瓷画训练，一年研修班

到期，毕业作品肯定会集结展览。”俞晓夫信
心满满，他说，艺术能帮助我们定格历史，也

能帮我们沉淀下来。“历史画里，自然也有浑
水摸鱼的，我们要把那些剔除掉，留下经得起

时间考验的作品。”

首席记者 孙佳音

不仅是件闷头画画的事
俞晓夫“历史画创作高研班”本月开班

大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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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鹮》重回舞台助力抗疫公益演出

    上海首位援鄂医生、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钟

鸣昨晚在疫情后首次走进剧场。热爱舞台演
出的他，来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观看经典舞

剧《朱鹮》。作为“乡田同井 守望相助”抗疫
公益演出季开幕剧，《朱鹮》代表着上海演出

行业冰封期后的“再出发”。
舞剧《朱鹮》以环保为主题，通过凄美动

人的故事情节和唯美浪漫的舞台画面，传递
了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灵应当平等共处的理

念。主演朱洁静很是激动：“朱鹮是吉祥之鸟，
她代表着和谐、共生种种美好的祝愿。能在今

晚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医护人员献演这
部舞剧，也是想要将这份美好带给他们。”

因疫情原因，上海剧场关闭已近 5个月

了。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包括钟鸣、刘凯等
奋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以及 76个国家

驻沪总领事馆代表在内的 280名观众来到
现场，让虚席已久的剧场出现了久违的人

气。相约剧场，既是一次彼此守望相助的情

谊共叙，也是他们与火热生活的久别重逢。

开幕式现场，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已严格
遵循“观众人数不得超过剧场座位数 30%”

的要求，对大剧场 1074个座位中 70%的座
位以“隔排隔座”的方式进行“封印”。除此之

外，剧场方还在电梯、入口等各个重要通道

配备洗手液，制定一系列开演后的防疫

章程。在重启的舞台下感受艺术的重启，这

样历史性的画面也向全球传递出一个信号，

中国正逐步走出疫情，生活正在渐渐重启。
观众从现场中获得最直接的体验，而演

员也在舞台上体会到被激活的兴奋。舞台
上，演员们用无声的舞姿，跨越了语言，传递

着人类相通的情感———“为了曾经的失去，
呼唤永久的珍惜”；舞台下，观众对人类与大

自然休戚与共的理念也有了更深共鸣。

据了解，之后的两个多月里，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还将集结旗下 8家院团的演出资

源，为抗疫公益演出季带来更多精彩剧目。

本报记者 朱渊

■ 俞晓夫历史画（创作高研班）定件

■ 俞晓夫艺术中心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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