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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汇文 体

    今年是一代连环画大家贺友直辞世五周年的日子，

也是贺友直先生的一百虚岁诞辰。昨天在古美艺术中心
朵云轩展厅开幕的“白描精神———纪念贺友直先生中国

人物画展”上，展出了贺友直的白描人物画作与相关纪
念文献，同时呈现当下上海艺术界老中青少四代人物画

家的作品，从九十岁薛邃、八十岁谢春彦，到上海画坛中
坚力量，再到二十岁大学生、十岁小学生，他们笔下的白

描人物画作为参观者描绘出一条艺术传承的脉络。

在贺友直的连环画中，白描艺术的高度与其平民
性互为表里，与真诚、朴素、干净、通透，也是互为表里

的。92岁的贺友直夫人谢慧剑专门携子女来到展览现

场，她说：“贺友直生前一直念念不忘白描艺术的传承，

这个展览通过各个年龄段作者作品的展示，最小的作

者才十岁，确实呈现了白描精神与艺术的传承。”
展厅呈现的第一组作品是贺友直先生生前重绘的

《齐白石的一生》。1962年，贺友直曾应邀绘制《齐白石
的一生》插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因各种原因而亲

手毁掉了这批共 39幅画作。十多年前，一直为此画毁

掉而可惜的谢春彦找出刊载这批画作的复印件，请贺
老重绘，其后，90高龄的贺老终于重绘赠予好友谢春

彦，不过只有 11幅。此次展出了其中的部分精品。
展览还展示了由贺友直家人提供的贺友直经典白

描代表作，其中包括几代人耳熟能详的《山乡巨变》《小
二黑结婚》等画作，难得一见的是，展览同时也展示了

贺友直临摹古典白描人物的画作，画中线条严谨、简

练、流畅，飘飘欲举，如有风吹拂，生动地表达队列行进
中的动感；而人物的面部和头发的线条

又变得柔和，纤柔曼妙，如同游丝，与衣
纹的铁线形成对比，也表现了不同质感。

贺友直使连环画脱离了小儿科而成
就了蔚为大观。恰如其好友谢春彦所言：

“其为人之风格亦确如是，一根墨线儿到

底，光明磊落，是绝无什么枝蔓的。”市美

术家协会主席郑辛遥回忆了当年与贺友
直的交往。他对贺老的评价是，“是一位

画画认真、性格率真、为人本真的画家。”
白描可见初心与本色，从白描的线条

里，可以看到中国人文与艺术精神。91岁

的薛邃专门为此次展览创作了八幅高士
人物画作《雅趣图》。80岁的谢春彦也展示

了与此前风格不同的作品，如金庸作品系

列人物画，纯用白描，纯然中锋，线条不枝不蔓。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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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青衣讲究的是端

庄大方，那花旦有什么特点呢？”

“花的！”昨日，偏居都市一隅的
“瑜音阁”热闹不已，在这座有着

逾 300年历史的古戏楼里，京剧
名角王珮瑜特别为孩子们准备了

“京剧亲子游”。20组家庭“大手
牵小手”浏览古戏楼的雕梁画栋，

读懂出将、入相，上、下场门的规

矩，学会欣赏“守旧”，根据脸谱分
辨人物……“京剧世界”风光游虽

不足半日，却让孩子们兴致盎然、
流连忘返。

活泼跳脱的袁嘉米穿上了薛

湘灵的戏服顿时就“端庄”起来。
目不斜视、笑不露齿，两手放身前

努力“端”着，问她为什么一动不
动，小姑娘说：“因为，现在我是一

位小姐。”因外婆爱看戏，袁嘉米
和哥哥都喜欢京剧，自小就会在家

比赛耍枪花，哥哥上台“演练”时，
众人啧啧称赞，可袁妈妈说：“嘉

米比哥哥耍得还好，无师自通。”
吴雨双穿着戏服接受采访，

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一段“苏三

起解”有模有样，把她妈妈都惊着
了：“不晓得什么时候学的，她没

事就在网上翻唱京剧的视频。”
三年级的吴雨双有自己的微信，

昵称是“瑜老板的小戏迷”，接触
京剧仅一年，却大大地着了迷。

“京剧亲子游”强调以家庭为
单位，也就是父母带着孩子共同

走进京剧的美好。3岁的徐蒲焜

是全场最小的孩子，妈妈搀着他

在戏台上体会耍刀，木刀对不足
1米的他还是太重了，但他不服

气，两只小手捏着刀柄使劲挥舞，
倒也赫赫有风。同来的还有哥哥

徐瑜廷，徐妈妈说：“我们中午饭
也没吃，就从临港赶来，虽然不指

望 3 岁的孩子能有多深刻的记

忆，但京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
宝，还是想他们能够多少了解和

感受这份中国美。”
“京剧从娃娃抓起”是王珮瑜

始终坚持不懈做的事。“瑜音阁”
建成之初的定位，就是瑜音社京

剧教育项目汇报展示基地。在这
里，诞生了专为孩子们度身定做

的儿童京剧《坐井观天》《自相矛
盾》，楼上展示厅里，摆着能看、能

翻、能玩的京剧立体书。而她带领
团队小伙伴编写的全国首套青少

年京剧通识教材，已在宝山开展
试点教学。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京剧
普及，在王珮瑜看来是播种、选苗、

培养市场土壤的重要过程。“瑜音
阁”接待的孩子们不见得有多少会

真正走入京剧事业，但今日播下的
种子会在心里满满开花，以后他们

无论走到哪行哪业，都会带着一份
京剧的情怀。王珮瑜说：“聚沙成

塔。我们通过京剧普及，为孩子打
下中国传统审美基础，为京剧寻找

接班人，也为未来积聚京剧能量。”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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