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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评论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王琪森海上书坛历百年笔墨璀璨

扫一扫请关注

“新民艺评”

◆ 金雷

冰雪升温从追剧开始

这几天，身边的小伙伴爱上央视热播的

电视剧《超越》，一个劲地查阅短道速滑知

识。问他干吗那么投入，回答：要做到尽可能

多的代入感，感同身受剧中主角短道运动员

的命运起伏。

随着北京冬奥会脚步临近，像小伙伴这

样的新粉丝，正在以短道速滑的速度不断增

加，扩充队伍。南方城市，雪更多是影视剧里

的画面享受，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也许第一

步，就是从热衷追题材剧开始。这里，先给大

家安利两部风格完全不同的冰雪题材电影。

听闻过“艾迪规则”吗？这是冬季项目发

展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而这条规则竟源自一

名并不成功的跳台滑雪运动员。这就是《飞

鹰艾迪》描绘的真人真事。

20世纪80年代的英国青年艾迪 ·爱德华

兹，幼时脚受过伤，还有高度近视，滑雪时必

须在护目镜里套近视眼镜，高空落下，镜片布

满水雾模糊不清，严重干扰视线。另外，他还

挺胖，身高1.72米，体重82公斤，是同期高山

滑雪选手里最沉的一个。老天爷不赏饭，倔

强的艾迪却要与天斗。

高山滑雪竞争者太多，为了实现冬奥梦，

艾迪改练跳台滑雪，后者被誉为最惊险的冰

雪运动之一。不过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跳

台滑雪选手，艾迪在英国根本找不到教练，无

奈，他只能去其他队蹭课，偷学技术。为参加

其他国家的集训营，他花光积蓄，最潦倒的时

候，从垃圾堆找食物，在精神病院过夜。“自

学”两三年后，1987年的德国奥伯斯多夫跳台

滑雪世锦赛中，艾迪拿了第二——倒数的。

次年的全球顶级赛事，他均遭淘汰，不过他还

是代表英国站上了1988年卡尔加里冬奥会的

赛场，结果在标准台和大跳台，毫无意外均成

绩垫底。一位滑雪评论员嘲笑艾迪：“他不是

从高台上跳下来，而是掉下来的吧。”

为此，1990年国际赛事甚至针对艾迪制

定了一项规则——世界排名前50或总排名前

30以内的运动员才有资格参赛。这条规则，

就叫作“艾迪规则”。是不是很讽刺？规则虽

然以他为名，却是将他拒之场外的闭门羹。

但你以为艾迪就此一蹶不振？当然没有！而

滑雪爱好者们更是对来自无雪山可跳的英

国、在旱地条件下自学成才的艾迪更感兴

趣。他们送了他一个外号“飞鹰艾迪”，将他

视作跳台上的大众英雄。

和《飞鹰艾迪》的主角不同，美国与加拿

大合拍的电影《冰雪公主》里，女孩凯西是那

种智商和成绩足以保送哈佛大学的天才。但

这名天才少女，却在踏入冰场的那一刻，被彻

底融化了。从此，尽管母亲反对，凯西仍立志

成为一名花样滑冰运动员，并最终梦想成

真。影片中有段情节：入学前凯西必须完成

一项物理实验，结果她选择了花样滑冰，利用

自己掌握的物理知识，帮助小伙伴实现三周

半跳的突破。影片后段，凯西与母亲在车里

有一段对话，她告诉最亲的人：去哈佛念书其

实是妈妈你的梦想，而我的梦想，是靠自己的

智慧和努力站上冰场，成为花样滑冰冠军。

冰雪题材的精彩影视作品远不止上述两

部，笔者之所以推荐，是因为从艾迪和凯西身

上，你能感受到投入冰雪运动的初心——梦

想和包容。洁白的雪，洗去所有尘埃，留下

的，是赤忱的梦想。人类从最初希望征服雪

山，到如今融入雪的世界，这一路的印记，是对

大自然的敬畏与理解，也是对冰雪文化的认同

和传扬。正是艾迪这样的痴情小白，让更多并

非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朋友了解，这个世界于自

己并没有门槛一说，只要你有滚烫的激情，就

可以融化一切阻碍，成为下一只“飞鹰”；又是

凯西这般的执着少年，让许多望子成龙的父

母明白，包容孩子的梦想，放飞他们的青春，

每一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

北京冬奥会的脚步也近了，这不只是时间

上的丈量，还有地域上的延展。“冰雪不进山海

关”早成历史，北冰南展西扩东进，3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以我们上海这座典型的南方城市

为例，去年总计有280万人次亲冰亲雪，比5年

前增长了近5倍。将视线转到我们身边，你会

发现，愈来愈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正携起手

来，开辟自己的冰雪天地，玩得不亦乐乎。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感言，作为第一座

“双奥之城”，北京将书写历史，为全世界的冰

雪运动开启一个新的时代。你能想象吗？北

京冬奥会火炬点燃的那一刻，意义绝不仅限

于冬奥会本身，她为中国与世界冰雪文化、冰

雪产业接轨画出无垠的舞台。当“冷冰雪”成

为“热运动”，更多中国人将冰雪融入自己的

生活方式，并借此谋划人生。入选北京冬奥

会中方制冰团队的上海制冰师张芷源说，服

务冬奥会，就是自己实现的一个小目标，而下

一个小目标，是代表中国制冰师站上国际赛

场。当她如此虔诚又自信地描绘冰雪之梦

时，你有没有想过，她的身上，有着与艾迪、凯

西一样的单纯与坚韧。

2016年3月，54岁的艾迪·爱德华兹来到申

办冬奥成功不久的北京。“飞鹰”老了，也许飞不

动了，但他仍是那般幽默，乐观。他说，自己从

未想过冬奥金牌的事，所作所为最大的意义就

在于，激励更多人逐梦冰雪，活出精彩。就让我

们追随北京冬奥的脚步，冰雪热梦燃起来。

由著名书画篆刻家韩天衡精心策划的

“百川入海——二十世纪海上代表性书家作

品大展”正在上海韩天衡美术馆展出。海派

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有着独一无二的地

位，曾起到巨大的作用。此次展览是一次对

海派书法的历史回眸和经典巡礼。

谱系构成
本次展览集中呈现了海派书法的百年辉

煌、流派谱系与风格构成，从吴昌硕、沈曾植、

李瑞清、曾熙、康有为、赵叔孺、李叔同、沈尹

默到吴湖帆、刘海粟、张大千、王蘧常、沙孟

海、潘伯鹰、马公愚、白蕉、陆俨少、谢稚柳、程

十发等，计99位海派书法大家和文坛名家的

佳作共228件。

82岁的韩天衡在谈到本次大展的构想

时，曾动情地说：“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集体

亮相，不论是师门古风的演绎，还是匠心独出

的创新；不论是鸿篇巨制，或是尺楮寸笺，我

们能较全面地领略到上一世纪海上书坛艺兼

众美、笔墨流芳的空前成就。”的确，从崛起的

溯源、群体的构成、笔墨的流变、师承的脉络

直到风格的影响、成就的卓越等方面，本次大

展均做了综合性梳理、学术性的评估与理论

性的思考。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

纪念意义
本次展览的一个重大的贡献与突出的亮

点，就是对海派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

作用与地位，作了现象级的史述确认。

海派书法崛起于清末民初，以其勃发的

审美创造力和强大的艺术包容性，表现了一

种开放的笔墨意识、先进的创作理念和活跃

的流派群体。特别是随着吴昌硕1912年定居

上海后，由此在日后形成了一个由吴昌硕、沈

曾植、李瑞清、陈三立、曾熙、康有为、郑孝胥

等组成的名家书法群体，这标志着海派书法

成为古代书法的终结，近代书法的开端，具有

里程碑意义。

历史地看，海派书法艺术风格的最终确

立和艺术流派的最大影响，是和吴昌硕的领

袖作用、艺术能量、笔墨效应、人格魅力分不

开的，他的“金石精神”演绎成为一种时代精

神，从而支撑起海派书法正大气象的风骨。

尤其今年是吴昌硕定居上海110周年，本次展

览的举办，无疑是颇有历史纪念意义与人文

回顾情怀的。

兼收并蓄
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来讲，书法创作活

动的形式与内涵、笔墨与传承、流派与风格，

是积淀在整个审美系统内，活跃在整个艺术

践行的过程中。而海派书法正是具有这种融

合、变通、更新、包容的时代秉性、艺术张力和

笔墨魅力，从而铸造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华彩

乐章。

本次大展对海派书法的笔墨路径、取法

源流、风格打造及流派演变作了相当清晰的

展示和观照。如第一代海派书法家吴昌硕、

沈曾植、李瑞清、康有为等是推重碑学、倾情

金石、道法结合，奠定了海派书法的笔墨底气

与形质构成。第二代书法家沈尹默、吴湖帆、

白蕉、潘伯鹰、马公愚等，则以帖学为宗，兼取

碑意、力追晋唐，形成了江南书法特有的经典

风度与书卷气息。而其后的王蘧常、沙孟海、

陆俨少、谢稚柳、程十发、胡问遂、赵冷月等则

多头取法，碑帖兼容、书风精湛，出现了笔墨

恣肆郁勃、线条遒劲奇谲、线条畅朗俊美的新

气象。可谓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

豪放之外。”

薪火相传
海派书法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出现大师

辈出、精英荟萃、经典传世、名篇流芳的局面，

是和人才的培养、师承的精到、传授的先进等

原因分不开的，由此形成了一个薪火相传、少

长咸集的优秀梯队。

本次大展，相当难得地为我们提供了一

幅海派书法师承传法的流程图，如吴昌硕

传授了潘天寿、沙孟海、王个簃、钱瘦铁等，

李瑞清、曾熙传授了张大千、于右任、王蘧

常等，康有为传授了徐悲鸿、刘海粟等，赵

叔孺传授了陈巨来、叶潞渊等，沈尹默传授

了胡问遂等，从而支撑起百年大师之门，充

分彰显了一种文化自信、笔墨理想与审美

峰值。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海派书法的名家大

师在笔墨挥洒之间，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

考与著述耕耘，如康有为写了碑学经典《广艺

舟双楫》，沈尹默写有帖学经典《二王法书管

窥》等，这也是本次大展所彰显的艺术底蕴和

学术指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