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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燕波

6月9日，“知白守墨——庞永
杰、姚剑峰作品展”在保加利亚首
都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开幕，这是
宁波黑陶艺术家姚剑峰与北京艺术
家庞永杰联袂举办的一场双人作品
展。姚剑峰的黑陶作品天然、古
朴，与庞永杰温润、细腻的白瓷相
映成趣，正好构成了一黑一白独特
的视觉世界。展览在当地引起轰
动，吸引了索非亚众多的艺术家及
陶瓷艺术爱好者前来观赏。“宁波
也有搞黑陶的艺术家？”这场异国
展览让姚剑峰这位平时低调、内敛
的宁波青年艺术家一时在朋友圈内
成了“网红”。

姚剑峰，1975 年出生，象山
人，毕业于杭州教育学院美术教育
专业，曾在小学从事了 10 多年美
术教育工作，2011 年调到宁波市
文化馆工作，后成为市文化馆 117
艺术中心的负责人，主要从事展览
策划。

黑陶目前被史学界公论为起源
于 4500 多 年 前 的 新 石 器 时 代 晚
期，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山东龙山
文化使当地成为黑陶艺术繁盛之
地。说起跟黑陶结缘的话题，姚剑
峰说，这要感谢市文化馆给了他发
挥专长、兴趣的空间，也给了他走
出去开展各类艺术交流与学习的机
会。因为策展人的身份，他会接触到
全国各地、各种门类的艺术家。2014
年夏天，来自山东的艺术家刘浩到
宁波 117艺术中心办了一场黑陶艺
术作品展。姚剑峰非常喜欢黑色，在
他眼里那是一种纯粹至简却又无限
包容的颜色，故那些“黑如漆，声如
磬，薄如纸，亮如镜，硬如瓷”的黑陶
展品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

在交流中，刘浩对姚剑峰说：
“如果追溯黑陶文化起源的话，你
们这里更早呢，因为余姚河姆渡遗
址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黑陶器皿。”
这句话一下子触动了姚剑峰。他知
道，从时间上讲，河姆渡文化比龙
山文化又向前推了两三千年，如果
真能发掘河姆渡先祖留存的黑陶文
化，价值不可估量。

姚剑峰为此数次去余姚河姆渡
遗址博物馆探访，又上网查找资
料，无奈关于河姆渡黑陶的文献参
考资料极少。博物馆陈列着一只猪
纹黑陶钵，钵体上刻着类似于野猪
的图案，简朴的造型，粗放的构图
线条，散发着原始而又天然的气
息。端详着这件六七千年前河姆渡
先祖制作的器皿，姚剑峰的大脑里
盘旋起几个问题：他们做黑陶的泥
土采自哪里？他们当时是怎么烧制
的？与龙山文化中的黑陶又有着怎
样的联系与差异？钵体上刻着的猪
纹图案是不是先祖艺术意识的萌
发？姚剑峰说：“作为在这片土地
上生长的我，冥冥之中感到自己有
责任去探究河姆渡文化中这个神秘
的黑陶基因密码。”

从那时起，姚剑峰的艺术触角
转向黑陶。2014 年冬天，他每月
抽一周时间赴山东齐河学习制陶。
隆冬时节的齐河，万物萧条，看不
到一丝丝绿意。在江南长大的姚剑
峰每次走到那样的环境中，总有一
种压抑的感觉。可是为了艺术，他
还是甘愿坐 5个小时高铁，又“打
的”40 多分钟到学艺场所。这样
的日子大约持续了一年半。

在老师的指引下，他先学习制
陶的每道工艺流程。老师的作品是
偏传统的黑陶器形类。毕竟是初学
者，姚剑峰的拉坯技术没法达到他
们那般自如掌控形状、线条的娴熟
程度，有时候稍不留神，泥坯就变
形了，成了一个形状怪怪的“废
坯”。“有一次，我盯着手里的一个

‘怪胎’，突然灵光一闪：咦，这不
是我喜欢的那种天然且又彰显原始
生命力的艺术风格吗？”从此，姚
剑峰的黑陶创作开始有意识地转向
现代艺术作品。

姚剑峰说，他非常欣赏以波点
艺术见长的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
生的风格：看似随意、极简的艺术
表达形式，却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
心灵力量。有一次，他在拉坯过程
中，看着陶泥在拉坯机的旋转下在

手间随意流转，每一次的交融、向
上，让他感到似乎有一种初生的生
命力在舒展，然后蓬勃生发……陶
坯再经过800摄氏度至1000摄氏度
的柴火炙烤，最后形成漆黑如墨、
细滑如绸的黑陶艺术品。后来他把
这组粗看像一只只手的作品命名为

《致草间》 ——向他最喜欢的艺术
家草间弥生致敬。这件作品除了在
索非亚中国文化中心参展外，还在
国际当代艺术联展、首届中国黑陶
装置艺术展、中国视觉艺术 （大
理） 交流展、第三届宁波当代艺术
展等多个重要展览上亮相。

姚剑峰后来又陆续创作了一系
列有着多重艺术解读味道的作品。

“我的作品看似没什么规律可循，
就是凭着自己的艺术感觉，借助黑
陶这种载体来表达内心的情绪、理
念。”姚剑峰向记者展示了另一组
作品 《胶囊》：一颗颗巨大的黑色
胶囊在白色底板的映衬下散发着冷
幽幽的光泽。他解释道，生活中的
他其实是一个害怕吃药的人，但是
艺术表达的内容有时也可以是自己
不喜欢的东西，比如草间弥生不喜
欢南瓜，却创作了不少有关南瓜的
艺术作品。“我就是想通过艺术的
手段去接纳那些内心原本排斥甚至
恐惧的东西，传递出包容万物的人
生态度。”姚剑峰说。

美术教师、艺术策展人、装置
艺术家、中国画画家、黑陶艺术家
……在艺术的道路上，姚剑峰一直
尝试着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及门类中
体验或探索，执着地寻求着各种突
变。姚剑峰说，目前在本土艺术圈
内，“玩黑陶”的只有他一个，这
不免让他感到有些孤单。因此，他
希望有更多志趣相投的艺术家与他
携手而行，早日破解河姆渡文化中
先祖留下的黑陶基因密码，让姚江
畔的古老黑陶与上林湖畔的越窑青
瓷交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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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符激荡四十年音符激荡四十年
工人作曲家方工人作曲家方兆年用歌曲记录时代兆年用歌曲记录时代

方兆年是地道的宁波人，小
时候家境并不富裕，祖上几代没
有人搞音乐，他却从小痴迷音
乐，而且颇有天赋。10 岁那年，
他得到一支口琴，欣喜若狂，在
没人指点的情况下，琢磨了几
天，居然吹奏出了 《小放牛》 等
好几首曲子。这次成功的尝试，
让方兆年幼小的心灵萌发了对音
乐的追求。此后，他自学笛子和
二胡，很快就上手。后来他又自
学手风琴和钢琴，都很精通。人
生的道路在不断延伸，方兆年的
艺术探索道路也在不断拓展。

初中毕业后，他去了部队当
文艺兵，每天教战士唱歌、演
出。复员后方兆年到工厂当工

人。无论到哪里，他始终没有放
下音乐，而且，随着岁月的变
迁，他对音乐的追求和热爱与日
俱增。

1978年，宁波工人文化宫恢
复运营，为实现音乐梦想，他放
弃了到报社当编辑的机会，毅然
选择到工人文化宫当专职音乐干
部。随着对音乐理解的深入，他
内心深处渴望创作自己的音乐作
品。每当夜深人静时，方兆年就
坐在书桌前自学歌曲创作，逐渐
摸到一些门道，他创作的一些歌
曲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方兆年认
为，歌曲要应时代而作、为人民
而唱才有生命力，所以，他经常
深入群众、观察社会、思考生

活，以获得更多的创作灵感。
“ 文 革 ” 结 束 后 ， 广 大 工

人、农民、知识分子全身心投入
生产生活中，他看到农机站的工
作人员划着船往各乡村送肥料的
场景，被大家“抢生产”的精神
打动，于是创作了歌曲《送肥船
歌》。看到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越来
越丰富，他又创作了歌曲《文化宫
里灯火红》。这一时期，方兆年最
满意的作品要属 《朋友，愿你常
含笑》：“春天来了花含苞，生活
美了人含笑，老人一笑变年少，
姑娘一笑变俊俏，回眸一笑多迷
人，嫣然一笑更美妙，啊，哈
……”全曲采用八度音区，旋律
轻松，朗朗上口，真实反映了人

们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20 世纪 80 年代后，改革的

春风荡漾在四明大地，城乡面貌
日新月异。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
改善，很多人骑上了自行车，满大
街是“永久”和“凤凰”，年轻人跨
上自行车，车铃一响，口哨一吹，
别提有多潇洒。方兆年感受到了
整个社会的勃勃生机，于是有了
灵感，他为此作词作曲创作了《跨
上心爱的凤凰》：“晨风啊晨风，吹
开黎明的纱窗，我跨上心爱的凤
凰，跨上心爱的凤凰，飞翔！飞翔！
快快地快快地飞向工厂，飞驰在
宽阔的大道上……”这首歌用快
速的八分音符谱出，应用上下八
度音程大跳，把年轻人骑着自行
车迎着晨曦奔向工厂的欢快心
情，表现得栩栩如生，充分反映了
人们对新生活的无比热爱，对未
来充满希望和信心。《跨上心爱的
凤凰》成为传唱一时的热门歌曲。

唱变化：生活美了人含笑

方兆年坚持创作多年，取得
了不菲的成绩，编辑出版了浙江
省第一本工人歌曲创作专集，还
在省、市各种音乐创作比赛中屡
次获奖。这一时期，追求知识成
了人们的时尚，方兆年意识到自
己文化基础薄弱，创作道路上常
遇到瓶颈。为了有更多的本领服
务工人群众，上大学成了方兆年
的梦想。他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到
音乐学院去深造啊！命运之神终
于垂青于他。1983 年，已经 41
岁的方兆年别妻离子，来到天津
音乐学院攻读作曲专业。在校期

间，他如饥似渴汲取营养，系统
学习了音乐理论、创作原理等，
创作水平大大提高。

此时，家乡宁波也迎来了改
革开放中一个重大的历史机遇。
1984 年 8 月 1 日，邓小平发出了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
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宁波上下
激情满怀，鼓足干劲投身现代化
建设。1985年，方兆年学成回到宁
波，被宁波帮支援家乡建设的精
神感动，与周祥钧合作，创作了

《宁波帮帮宁波》：“宁波帮，帮宁
波，条条小溪归大海。你乘客轮

来，我把飞机坐，漂洋过海到宁
波，先喝一口甬江水，再唱一首故
乡的歌。故乡就是亲爹娘，白米、
青菜养育了你和我，宁波帮永远
帮宁波。”歌曲以宁波马灯调为旋
律，通过切分、休止及旋律的有
机变化，既有家乡的音韵，又有
时 代 的 特 征 ，具 有 强 烈 的 感 染
力和号召力，是海内外宁波帮共
建家园的心声，也表达了家乡人
民对宁波帮人士支援家乡建设的
感激之情。

1993年，宁波被列为计划单
列市，开放的大门进一步打开，

宁波港的万吨级码头拥抱来自五
洲四海的巨轮，四明山上的迎客
松颔首迎接八方来宾。方兆年回
应时代的要求，由他作曲、舒惠
民作词创作了 《来吧，朋友》 这
首 迎 宾 曲 ：“ 来 吧 ， 朋 友 ， 来
吧，朋友。黄金海岸敞开门户，
北仑港把五洲朋友招呼。巍巍四
明微笑致意，浩浩三江含情脉脉。
啊，宁波，美丽的港城，东海的一
颗灿烂的明珠。来吧，来吧，朋
友，请停住你匆匆的脚步。”方兆
年 将 甬 剧 音 调 运 用 到 歌 曲 中 ，
使全曲平添亲切感，而起句的
切 分 音 ， 加 大 了 动 感 的 力 度 。
结尾句“来吧，朋友”歌词四
次重复，渲染了故乡人欢迎海内
外朋友的真情，传达了宁波人民
的共同心声。

赞家乡：条条小溪归大海

岁月的列车穿过 20 世纪 90
年代的时光隧道，转眼迈入了新
世纪，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宁
波，大刀阔斧进行国有体制改
革。一批工人受企业改制影响而
下岗失业，很多人士气低落，各
个工厂的礼堂里再难听到《咱们
工人有力量》。作
为一名工人
作 曲
家 ，
方

兆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希望
能写首歌，为广大工人鼓舞士
气，振奋精神。但 《咱们工人有
力量》 这首歌颂工人阶级的歌传
唱已久，早已深入人心，要另起
炉灶，谈何容易。一段时间里，
他苦思冥想，不得要领，为此茶饭

不思，寝食难安。有一
天早上去菜场，

他 突 然 想
到 为 什

么 不
能

以《咱们工人有力量》为切入点，
同时赋予这首歌新的时代意义
呢 ？灵 感 突 然 来 临 ， 他 菜 都 没
买，匆匆忙忙赶回家，把脑海中
闪现的思路记录下来。

经过几个月的创作，2002年3
月，临近退休之际，他谱曲作词完
成了《工人的歌》：“中国有泰山，中
国有黄河，中国工人有一首自己的
歌‘咱们工人有力量’，这歌气势磅
礴，工人的歌，（哎嗨，嗨唷）铁锤敲
响的歌，（哎嗨，嗨唷）歌声中改变
了旧世界，红旗飘飘建立新中国，
工人的歌，汗珠挥洒的歌，歌声中
画出美妙的蓝图。劳动花开结出
了累累的硕果……”这首歌第一
时间被权威杂志《歌曲》刊用，几
乎一字没改。很快，宁波的很多大
型企业在排练合唱节目时，纷纷
选择了这首歌。有一次，象山工人
文化宫搞合唱比赛，指定这首歌
为比赛唯一歌曲。那天，方兆年被
请去当裁判，听到激越昂扬的歌
声，他感到由衷的欣慰。

宁波的企业经历了改革的阵
痛，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一天，国
有企业焕发活力，民营企业异军
突起，工人们又挺直了腰杆。方
兆年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但他

退而不休，始终与工人打成一
片。一些企业经济效益好了，十
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纷纷请他
谱写厂歌。这一时期，他先后帮
联 合 集 团 谱 写 了 《金 色 的 航
程》，为波导集团写了 《波导之
歌》，为星宇电子谱写了 《我们
的 新 星》， 为 香 溢 融 通 创 作 了

《志愿者之歌》 等。这些厂歌，
或歌颂工人阶级创新精神，或反
映新时代工人风貌。很多企业至
今还在播放这些厂歌。

如今，方兆年虽然已近耄耋
之年，仍活跃在音乐教学工作一
线。每周二的晚上，他会准时出现
在位于永丰路和西河街交叉口的
五一培训学校的教室里。20 多名
来自企事业单位的学员跟着方兆
年学钢琴快4年了，这个班是宁波
市总工会组织的公益培训班。对方
兆年来说，他十分珍惜与学员的缘
分，每到上课时，总是神采奕奕，眉
飞色舞，十个手指头灵巧地在琴键
上飞舞，优美的音乐在教室流淌，
充盈着每个角落。时光如梭，岁月
如歌，方兆年沉浸其中，脑海中时
常浮现几十年来的音乐之旅。

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最近
他还在探索通过网络传播的手
段，将自己创作的歌曲重新包装
推送，让音乐插上翅膀飞得更高
更远。方兆年一辈子正是以不懈
的追求精神，用七彩旋律，绽放
生命，记录时代，讴歌人民。

颂时代：企业有了自己的歌

人的一生在时间的长河中是短暂的，但命运

的抉择会给人以或璀璨或平庸。在宁波音乐界，

有一位将音乐视为毕生追求并在艺术道路上奋力

耕耘一辈子的人，他就是宁波市工人文化宫的退

休干部、工人作曲家方兆年。

··回望四十年回望四十年··

方兆年创作的部分作品方兆年创作的部分作品
（（崔小明崔小明 摄摄））

方兆年在五一培训学校方兆年在五一培训学校
辅导学生练钢琴辅导学生练钢琴

（（崔小明崔小明 摄摄））

姚剑峰的代表作品姚剑峰的代表作品《《致草间致草间》》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姚剑峰姚剑峰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崔小明 通讯员 应剑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