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学术研究大展“百年吞吐——刘海粟书法大

展”对公众开放，刘海粟美术馆启动了全馆五个展厅用

以呈现这一重磅展览，回溯刘海粟的书法历程。展览

展出作品与文献资料逾200件，分为六个篇章，试图从

六个切面展开叙事，描摹刘海粟的书法艺术。该展览

也是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展项目。

谈论20世纪中国美术史，绕不开刘海粟，他对于

现代美术教育的贡献，他的油画与印象派的关系，他晚

年十上黄山所作摄人心魄的泼彩山水，却唯独缺少谈

论刘海粟书法的部分。知名艺术史学者、也是此次展

览的学术顾问白谦慎认为，“如果今天让我来开一门关

于20世纪中国书法的课，我一定会用相当的笔墨来讨

论刘海粟书法，因为这是他在中国艺术教育史、现代绘

画史之外，本就应有的一席之地。”

1号展厅中的“勇智宏辩”，是1978年刘海粟为女

儿刘蟾所写的一件横幅。当时，刘海粟已84岁高龄，

但这几个字仍是笔力遒劲，丝毫不见老态。“勇智宏辩”

的字面意思，大略是有勇气、有智慧，善于宏辩。而能

够宏辩的前提，必定是思维开阔、独立思考。“勇智宏

辩”四个字，自然是寄托了刘海粟对女儿的殷切期盼，

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幼年学习书法时一段经历的回应。

在“见字如晤 纸短情长”篇章中，一共有5通刘海

粟写给妻子夏伊乔的书信。书信的内容，既有对家国天

下的关心，有对艺术理念的探讨，也有与亲戚朋友的往

来与讨论，有一粥一饭、生活琐事、家长里短的交代。身

为书画泰斗、公众人物，刘海粟的身边总是围着各种各

样的人，对于这些人与事的真实看法，自然不能公开讨

论，却可以在家书中和妻子畅所欲言。在这些信中，参

观者会看到艺术家的各种吐槽。他说某人是“蠢极，什

么都不懂不管，一损一动，第一个吃苦头的就是我”。他

吐槽“每天来人太多……我又不是熊猫，看什么！”字里

行间，一个立体的、丰富的、有趣的刘海粟跃然纸上。

1979年，刘海粟写给女儿刘蟾的信中，称呼她“小

妞爱女”，称赞她的字写得好，谈到自己的创作计划，

“多写就有进步，我们来宁匆匆已将三月，我也画了许

多画，又有所创新。”刘蟾告诉记者：“爸爸给子女的自

由度很大，我还是很怕我爸爸说我画得

不好，但妈妈说，‘你想和刘海粟一样

吗？画坏了也就是一张纸而已嘛。’父亲

的精神气一直很足，他喜欢书写催人奋

进的内容，如‘精神万古，气节千载’，写

了很多遍（下图）。父亲认为，研究书画，

就一定要研究出中华文化的精髓，而汉

字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父亲的国

画和油画大家比较熟悉，他的书法也很有

根底。”白谦慎认为，看这封给刘蟾的信

中字迹，就可以发现魏碑对于刘海粟书法

的影响。

书法是每一个中国人骨血里的文化

“基因”，一支毛笔一张纸，曾经是读书人

的“标配”，“书如其人”“见字如

面”浓缩了书写者所有的智慧

才情。今天，文字已经变成了

电脑键盘可以敲击载入的信息

符号，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的

便捷之时，学习书法还有意义

吗？书法展还有人看吗？如何

让今天的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去

体悟和感受影响中国几千年的

传统和文化？展现刘海粟书法

的当代意义，展现中国书法的

独特文化魅力，正是刘海粟美

术馆副馆长靳文艺策划此展的

初衷。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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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网曝光量超过4亿，连演8

城场场爆满，“现象级”舞剧《天工

开物》日前在上海文化广场完成

3场演出。这部舞剧将被称为

“十七世纪百科全书”的《天工开

物》和“大明理工男”宋应星的“硬

核”人生展现得淋漓尽致。

舞剧《天工开物》以明代科学

家宋应星及其同名著作为题材，

以“赶考”“著书”“山河”等篇章为

线索，讲述了宋应星在科考6次

落榜后，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科技

工艺的经历。全员会“飞”的顶配

阵容让舞迷趋之若鹜。扮演青年

宋应星的是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

团演员吕科镝，他的舞蹈刚劲有

力又极具柔韧性，超强的身体控

制力使得他的每个动作都轻盈飘

逸，他在舞台上轻盈翻飞让观众

惊叹“他真的会飞！”凭借非凡的

舞台张力，他所饰演的宋应星爆

发着磅礴的生命力。

事实上，会“飞”的不只吕科

镝。老年宋应星的扮演者马蛟

龙，是北京舞蹈学院青年教师，曾

摘下“荷花奖”金奖，并在巴黎、伦

敦等地为外国友人普及中国古典

舞，成为“中国人果然都会功夫”

的佐证。此外，饰演哥哥宋应昇

的演员刘敬，饰演好朋友涂绍煃

的演员姚亮，也都身怀绝技，整部

舞剧如同“神仙”打架。

据悉，此轮在上海的演出还

吸引了来自全球27个国家的外

交官及家属近百人组团观看，共

同感受一场“华流即顶流”的文化

盛宴。

本报记者 朱渊

路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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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零距离”魔术秀
在魔术周里，将举办7场魔术

系列讲座，为魔术爱好者及从业

者提供宝贵的学习与交流机会。

同时，在为期4天的专业道具展上，

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的共14家魔

术道具展参展商，将展示最前沿

的魔术道具与技术。全新打造的

魔法市集将持续5天，集魔法摊

位、魔法中转站等集非遗文化于

一体，让游客可以深度体验传统

与现代的跨界交融。

魔术周期间，中外魔术大师

还将积极参与“艺术天空”及其他

惠民演出，在上海城市草坪音乐

广场、普陀区少儿图书馆、奉贤区

海之花青少年活动中心、杨浦区

新江湾文化艺术中心及南浔古镇

剧场等地展示“魔力”。魔法

市集路演、浦东新区路演、

“艺术天空”及其他惠

民演出约40场，共

计为市民送上近

百场的演出及

活动。

据悉，目前演出票已近售罄，

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需求，上海

国际魔术周将通过百视通独家播

出近景新人赛全貌，为不能抵达现

场的魔术爱好者奉上一场精彩的

魔术大秀。为了让魔术不仅停留

在舞台表演，百视通还联合东方明

珠移动电视，为上海国际魔术周开

出“魔法巴士”20路公交车，将魔术

师和魔术带到上海街头，魔术师甚

至会在站台和车厢内为乘客带来

现场魔术表演，在移动车厢感受

“零距离”魔术秀。

本报记者 吴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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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会“飞”的舞剧
《天工开物》火了

■ 本文配图

记者 王凯 摄

书
写

从剧场到古镇，从图书馆到草坪广场，甚至连路上的
公交车都化身“魔法巴士”（见左下图）……全球魔术精英
将为市民带去“魔幻惊喜”，让魔术走进生活。作为上海国
际艺术节的“专业展演板块”，第十三届上海国际魔术周今
天至  月3日在上海举行，演出、比赛、学术、公益、道具展
及魔法市集六大板块，将让上海充满魔力。

今年主题“近景魔术”
今年的上海国际魔术周打破

了以往的常规，从原先的两年一

届变更为一年一届。今年的魔

术周以“近景魔术”为主题，明年

的魔术周则将以“舞台魔术”为

核心。未来，这种“近景魔术”与

“舞台魔术”的轮换制度，确保每

年的魔术周都让观众收获惊喜

与感动。

演出板块中，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的东 ·剧

场和实验剧场，将上演3台共计

10场的精彩演出。其中备受期

待的“国际精品舞台魔术展演”邀

请到中国的2024第十二届中国

杂技金菊奖金奖得主胡玲珑、崔

焱、张霜剑等，还有来自比利时、

俄罗斯、美国、芬兰、意大利、巴

西、韩国等的顶尖魔术师，他们将

为观众带来一场场精彩绝伦的

“近景魔术”表演。

此外，两大重量级赛事“国际

近景大师邀请赛”和“国际近景魔

术新人赛”汇聚全球顶尖魔术师

与新兴力量，展开技艺的激烈碰

撞。赛事评委团包括评委会主席

边发吉，评委会副主席安德烈 ·拜

奥尼以及多明尼克 ·唐特、俞亦

纲、彼得 ·丁、刘谦、戴滨淳等。22

年前，年仅24岁的刘谦在上海国

际魔术周上崭露头角，斩获新人

赛银奖。如今，他已经成长为著

名的魔术大师。去年，刘谦以评

委身份重返上海国际魔术周，今

年他再次受邀担任评委，为选手

提供宝贵的指导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