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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起，胡朝霞率工作室
团队骨干人员深入乡村、社区及学
校、银行等基层单位，在海曙西门街
道、余姚鹿亭传统文化推广中心、宁
海岔路镇文化中心、海曙区鄞江镇等
18个书法普及点开始循序渐进的书
法普及工作。从书法起源、历史传承
讲解到名家作品赏析，从执笔时的指
腕肘运用及线条、笔法、结构、章法等
书法知识的讲解，再到手把手教学员
蘸墨书写……书法老师们循循善诱，
如春风化雨，把书法艺术的独特韵味
传递给每位学员，把热爱书法的种子
播撒到每个人的心田。

据介绍，走进书法普及课堂的
学员来自各行各业各阶层，有企业
职工、学校老师、机关人员，也有
普通村民、退休人员、家庭妇女
等，大家怀着对艺术的虔诚之心走
到一起，在翰墨清香中感受、体验
书法艺术之美。

胡朝霞介绍，有一位保安师傅
听说公益书法培训有书法家亲临指
导，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书法普
及点报名学习，没想到真的实现了
他多年的艺术梦想。他非常珍惜这
个宝贵的机会，成了学习最勤奋、
认真的学员。

交行海曙支行行长徐萍介绍，

自从“一人一艺”书法普及点落户
他们单位后，有近百名员工与翰墨
结缘，另外还有不少银行客户及附
近小区居民也来学习书法。“这两
年春节前，我们的员工会亲手书写
春联、福字送到客户及附近居民手
上，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

该行员工邵磊鑫告诉记者，他
原先虽然喜欢书法，但对书法门道
一窍不通。2016 年底当他获悉书
法普及点成立的消息之后，非常
高兴，立马报名学习。他在胡朝
霞等书法老师的指导下，逐渐领
略了书法艺术的真谛，“现在每天
有 空 就 会 拿 起 笔 临 帖 ， 两 年 下
来 ， 发 现 自 己 的 心 境 也 变 得 宁
静、沉稳多了。”

徐萍介绍，得益于书法普及与
百年交行优秀文化相结合营造的良
好企业文化氛围，支行员工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优质服务品牌不断树
立，这几年他们获得了中国银行业
文明规范服务百佳示范单位评选活
动创建优秀奖、中国银行业文明规
范服务千佳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2018 年 1 月，“一人一艺”胡
朝霞工作室书法普及点学员优秀作
品展亮相；2019 年 1 月，“一人一
艺”胡朝霞工作室书法普及点骨干

作品展在 117 艺术中心展出，100
多幅优秀学员及骨干教师的作品呈
现在公众面前。这些作品或雄浑大
气，或清润娟秀，充分展现出“一
人一艺”书法普及两年来所取得的
成果。透过这些丰硕的成果，人们
也可以体会到胡朝霞及书法普及团
队两年来下乡进村、足迹遍布城乡
大地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作为“一人一艺”书法普及团
队的“领头羊”，胡朝霞认为这一
切付出非常值得，还称自己从中收
获了许多为艺、为人之道。她坦言，
当代艺术家不能局限于书斋里孤芳
自赏，应该走出个人的一方小天地，
与时代同频共振，自觉担当起传承、
弘扬传统文化的重任，让书法艺术
从“高精尖”走向“接地气”。“我要感
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一人一
艺’为我搭建的大平台，让我这样的
书法家有机会走上更广阔的社会大
舞台，在履行社会使命的同时也实
现自我价值。”胡朝霞说。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均由市文
化馆提供）

点燃梦想 领略书法艺术独特魅力

汤丹文

今年春节长假看了三部电
影，年初一是 《飞驰人生》，中
规中矩，十分励志。作为赛车手
的韩寒，总算拍了一部真正意义
上的赛车片。年初二是宁浩一以
贯之的人间“失格”系列《疯狂的
外星人》。年初三则是年轻导演郭
帆的大制作《流浪地球》。年初三
晚上，我在朋友圈写道：今年的贺
岁档将是后两者一决雌雄。最终
的结果是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
外：春节过后，《流浪地球》伴随着
种种争议的话题，票房绝尘而去。

应该说，中国电影是国内所
有艺术门类中市场化程度最高
的，票房也决定了一部电影最后
的口碑。这三部影片当然撑起了
今年春节的中国电影票房。据国
家电影总局统计：从大年初一至
初六，全国电影实现总票房58.4
亿元，同比增长了 1.2%，但观
影总人次却下降了一成多。即使
通过网络购票，笔者观看这三部
大 片 的 每 张 票 价 也 在 50 元 上
下。一句话，电影票也涨价了。

但这些并不妨碍这几部影片
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特别是《流
浪地球》——伴随着争议，通过网
上裂变式传播，节节推高票房。

有人说，《流浪地球》 是中
国科幻电影首次进入工业级别的
制作水准，更有甚者，《流浪地
球》被称为与好莱坞大片分庭抗
礼的科幻“硬核”之作。《南方
周末》甚至以“第一次真正把中
国人的情感放在太空尺度上”这
样夸张的标题，来不吝对它的赞
美。而有关电影的幻想部分，特
别是通过行星发动机把地球带离
太阳系，是否符合科学常识，也
引起网络广泛的讨论。对演员或
者他以往影片个人的好恶，也会
引发评论的“飓风”，从而让拿
了 6000 万元投入、零片酬出演
的吴京被“骂”上热搜。

在笔者的观感中，《流浪地
球》之所以成为话题，是因为这
部片子终于有点像我们想象中所
谓大片的样子了。这不单是指特
效，比如其情节的推动，也呈现
好莱坞电影故事架构中所谓“涌
浪冲击波”模式：从主人公带着
妹妹从地下城出走到遭遇去杭州
运送“火石”的战队；从爷爷千
辛万苦寻找孙子孙女再到最后七
天倒计时苏拉威西的末日拯救，
伴随着国际太空站救援行动这条
副线，观众感受到情节在剧烈的
冲突中，一波一波发展演进，并
因此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特效这样技术上的环节的解
决，相对比较简单，有时“砸
钱”就可以了。故事的架构也可
多多参考那些所谓的世界大片，
但 《流浪地球》 最引人瞩目的
是，它把中国特有的家国情怀或
者说家与天下这样的母题淋漓尽
致地发挥出来，从而呈现了科幻
片的中国特色。面对末日，在全
人类共筑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
下，剧中主要角色的人物个性呈
现和最终结局，通过家庭命运共
同体的重新构筑而完成。比如吴
京扮演的航天员与儿子的矛盾冲
突，最终通过献身挽救地球来达
成父子和解。在这一过程中，也

呈现了剧中人物在命运紧要关头
各自艰难的人生选择。

所以，科幻片不仅仅是流水
线上的大制作产品，背后更应体
现对人性或者说人类境况的深沉
思考。《流浪地球》 应该找到了
中国特有的精神内核，那就是对
家庭和家园的肯定，因为这是人
生唯一而不可复制的。西方人所
谓的方舟并不存在。所以，带着
地球这个人类的家园去流浪，这
看似不可能的情节，恰恰体现了
中国人对家的一种认知。正如导
演郭帆说：“对故土家园的依恋
和情怀，是中国的价值观。”

如果说《流浪地球》探寻的
是好莱坞大片形式之上的中国精
神内核化，那么，宁浩的《疯狂
的外星人》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它
以科幻这个外壳，通过黑色幽默
和反讽，隐喻着现实世界的荒诞，
从而呈现中国式喜剧的效果。

在这部片子中，外星人与地
球人通过交换基因进行文明测试
来决定是交战还是建交，而这只
是个背景事件。故事的展开是自
诩为“高人一等”的外星人，落
入地球特别是“山寨”世界名胜
的中国游乐园这个“人间”后的
令人爆笑不已的种种遭遇——外
星人被羞辱、被“猴戏”，甚至

“死”后被浸泡在酒中。围绕争夺
外星人的种种冲突事件，当然也
构成科幻喜剧的另一条副线。两
位主角，视驯猴戏为国粹的“黄
渤”与唯利是图的酒商“沈腾”，不
约而同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地
球“拯救者”。只不过，他们最后让
被泡进酒里而“断片”的外星人晕
晕乎乎地离开地球。而这只是一
系列现实人世的“阴差阳错”。《疯
狂的外星人》呈现了人性的阴暗
面，也有现实的残酷。片中 M 国
所指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总统也
与现实一一对应。对高科技武装
到牙齿的 M 国特工，也极尽嘲讽
之能事。这当然赢得了影迷们的
喝彩，也让他们爆笑不已。

曾经参与《疯狂的外星人》编
剧的温州籍作家潘依然说过这样
一句话，宁浩要做的是科幻类型
片的本土化，做一部只有中国人
才可以拍的科幻片。“它不是那种
换一批好莱坞演员依旧能成立的
电影，这个故事只能发生在中国，
里面的人物只能是我们自己。”所
以，除却票房上的落后，在科幻电
影本土化和个性化上面，宁浩的
探索显然比郭帆走得更远。

不得不提的是，这两部电影
的原创小说都出自刘慈欣之手，
也就是赫赫有名的 《三体》 作
者。这也让人看到了中国原创或
者说中国科幻 IP 的无比巨大的
潜力。而且这些春节档电影的主
角扮演者如黄渤、沈腾等都是颜
值并不出众的实力派演员——中
国电影似乎正在抛弃所谓偶像流
量明星，呈现以演技说话的格
局，这一点是最让人庆幸的。

从《流浪地球》到《疯狂的
外星人》，也许，一大波中国式
科幻片正在“赶来”的路上。刘
慈欣曾说过这样一句让我们深思
的话：“美国的科幻片越来越失
去创造力，这也是我们的机会。”

2019 年，会是中国科幻电
影的春天吗？

从《流浪地球》到《疯狂的外星人》

中国科幻片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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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夕，由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宁波市文化馆承办的“翰墨迎春，联进万

家”活动在全市10个区县 （市） 的30个村 （社区） 火热开展。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一人一

艺”书法普及点的骨干教师带领各地书法爱好者挥毫泼墨，向千家万户送出上万副春联及福字，

在四明大地掀起了一场学春联、写春联、评春联的“翰墨热”。这是我市两年来卓有成效地开展

“一人一艺”书法普及工作的一个缩影。

2016 年，宁波在全国率先启动
“一人一艺”全民艺术普及工程。同
年12月，宁波市文化馆在全市10个
区县（市）布局设立了 18 个书法普
及点，统一授牌，由此启动了一场覆
盖全市的书法艺术普及活动。

这 18 个书法普及点以镇 （街
道） 和村 （社区） 文化中心、社会
艺术机构以及学校、银行、机关等
单位为“根据地”，向社会民众开
放。只要喜欢并愿意学习书法的居
民，均可就近向各个书法普及点报
名参加书法公益培训。

宁波市文化馆馆长林红介绍，
之所以选择书法作为首项全面普及

的艺术门类，是基于以下几个因
素：首先，宁波的书法艺术源远流
长，有着丰厚坚实的文化底蕴；其
次，近年来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书法，渴求有学习的机会；再
者，书法与其他艺术门类相比，笔
墨纸砚等学习用具费用不算高，普
通老百姓也能承受。“两年来我们
坚持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
共享的核心理念，通过点面结合及
示范带动的方式，着力让书法艺术
群众化，让群众书法艺术化，逐步
在全市形成崇尚书法艺术、传播书
法艺术、推动书法艺术的良好氛
围。”林红说。

宁波书法名家胡朝霞的书法工
作室扛起了全市“一人一艺”书法
普及和传承的重任，由她挂帅的书
法普及团队奔赴全市 18 个书法普
及点开展培训。两年多来，通过名
师带教、骨干授课的形式，“一人
一艺”书法普及活动让全市上万人
接受了书法艺术的熏陶。学员们从
聆听讲座、欣赏作品开始，一步步
走进书法殿堂，享受书法这门古老
艺术“润物细无声”的精神滋养。
18 个书法普及点犹如星星之火，
燃起了我市群众追求书法艺术的热
情，同时也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了
一条可供借鉴的书法普及之路。

布局设点 拉开书法艺术普及大幕

如何实施这项面向普通大众的
书法普及工程？宁波市文化馆及胡
朝霞书法工作室团队经过研究，决
定采取分层普及模式。据胡朝霞介
绍，2017 年工作室团队主要从事
面向基层普通群众的普及工作，吸
引他们亲近书法、体验书法艺术；
2018 年 主 要 抓 书 法 骨 干 教 师 培
训，通过甬上书法名家的讲课指
导，引领、培养一批优秀的书法弟
子及书法爱好者，成为各个书法普
及点的骨干。

胡朝霞工作室书法普及团队的
骨干成员从无到有，至今已发展到
30 多位，其中包括跟随她多年的
弟子、在基层文化馆站工作的群文
干部以及部分书法爱好者。这些书
法普及骨干成员，有的在陈振濂大
师工作室学习，有的赴中国美院、
浙大艺术学院等高校接受著名书法
教授的创作指导，有的自费上中国
人民大学书法教师高研班进修学
习，还有的上东南大学、南京艺术
学院等院校攻读书法硕士、博士。
他们在胡朝霞的召集下，陆续加入

“一人一艺”书法普及团队，行走

在弘扬书法文化、播撒书法种子的
艺术传承之路上。

许颖是一位清秀温婉的姑娘，
从小跟着胡朝霞学习书法，打下了
扎实的功底。英语专业毕业的她，
曾在一家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后
来发现还是舍弃不了陪伴她度过成
长岁月的书法。在胡朝霞的召唤鼓
励下，她又努力考上中国美术学
院，攻读书法本科专业，学成归来
后成了书法普及团队的一名骨干成
员。回顾这段经历，许颖感慨地
说：“我感觉自己特别幸运，能成
为‘一人一艺’书法艺术普及的教
师，既可以与自己心爱的翰墨相
伴，又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书法、
学习书法。从事这样的工作，我感
到特别充实、快乐。”

郑双飞是北仑职业高级中学服
装设计专业的青年教师，同时也是
一名书法爱好者。几年前一个偶然
的机会，他认识了胡朝霞，向她表
达了自己想进一步提高书艺的愿
望。如今他也成了北仑职业高级中
学书法普及点的一名骨干教师。

“书法普及点设立后，整个校园的

书法氛围越来越浓厚，这几年学校
及师生多次获得各类先进奖项，我
想这与书法带给全校师生的精神滋
养是分不开的。”郑双飞说。

胡朝霞介绍，2019 年他们将
通过陈振濂大师工作室这个平台，
以陈振濂大师班讲座及拔尖式培训
来提升宁波书法家的素养，然后让
这些书法家“反哺”社会，再去培
养一批技艺过硬的书法骨干。“明
年我们打算再次回到基层这个层
面，开始新一轮的基础性普及。从
普通群众的基础培训到中间骨干力
量的培养再到专业书法家的艺术水
平提升，形成一个分层‘梯子形’
的书法普及模式。”

胡朝霞说，她目前希望发掘、
带教出 100 位骨干教师。“毕竟靠
我一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如果
带出一批书法骨干，每一个骨干
又可以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掘、带
教出数个骨干，由点到面一层层
铺开来，那么，我们普及团队的
社会辐射力、影响力将呈几何级
增长。”胡朝霞对书法普及的未来
充满希望。

分层普及 汇聚更多艺术教学资源

周燕波/文

胡朝霞在宁波市税务机关
书法普及点指导学员。

今年春节前，胡朝霞在交
通银行海曙支行书法普及点指
导学员写福字、春联。

（周燕波 摄）

为书法普及点授牌。

胡朝霞与书法普及点骨干
教师交流作品。

来了吗？

胡朝霞胡朝霞 （（中中）） 与书法普及点学员在一起与书法普及点学员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