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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6 日晚上，海曙区文化馆将一台精心打造的综艺晚会搬上逸夫剧院，犒劳新老员工，答谢社会各界，

回望奋斗历程，纪念自己的 35 周年“生日”。

晚会集聚了文化馆历年创作的 11 个精品力作，可谓群英荟萃。当笔者再一次看到那个熟悉的男声表演唱

《老墙门》，看到 10 位年龄之和已有 753 岁的群众演员，依然生龙活虎，依然诙谐幽默，“感动”的情绪瞬间弥漫

全身—— 《老墙门》 让人相信：一种被誉为精品的艺术，能够激活记忆，能够温润心灵，能够魅力永葆。

不忘来时路 方知梦归处
——致35岁的“海文馆”

方向前

翻阅案头一本多年前的书画
拍卖图录，两件作品令我眼睛一
亮，一件题为 《捍卫公社财产》
人物画，另一件为 《山河新貌》
山水作品。每件作品占了足足两
页，很有视觉冲击力，细看作者
大名——董天野，一位被画坛忘
却的近代宁波籍海派画家。

认识董天野，我们就从这两
件作品说起。

董天野是著名连环画家，生
前 画 过 《红 楼 梦》《穆 桂 英 挂
帅》《孔雀东南飞》《相思树》 等
一批极有影响的连环画作品。他
的连环画人物造型生动，构图巧
妙活泼，色彩缤纷和谐。连环画
与中国画往往不分家，连环画为
董天野的中国人物画创作打下了
扎实基础。

《捍卫公社财产》 是一件具
有 鲜 明 时 代 特 征 的 现 实 主 义 作
品 。 画 家 在 作 品 题 记 中 开 宗 明
义：“洪水来势凶猛，眼看着集
体的鱼塘就要被冲破，不管风雨
交加，社员一定要捍卫公社的财
产。”可见作品反映的是公社社
员为保卫集体财产，不顾生命安
危，奋力抢救鱼塘的故事。连环
画家善于表现作品的故事性，这

在董天野的 《捍卫公社财产》 中
得到了充分体现。人物是画中重
点。作品中的两名男子，一个手
握船桨，迈开大步远望袭来的洪
水；另一个站在颠簸的小船上，
衣服被狂风吹得翻飞起来，其双
手紧紧抓住竹桩。画家又通过场
景来烘托危险、紧张的气氛：汹
涌翻滚的湖水，快要淹没的鱼塘
围 栏 ， 渔 船 及 茅 屋 “ 风 雨 飘
摇”⋯⋯整个画面充满动感，令
人身临其境。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物画
比起花鸟画、山水画，似乎更受
人们关注，因为人物画最能直接
表现时代内容，反映时代精神。
在“大跃进”时期，不少画家创
作了一大批表现征服自然、人定
胜天的人物画作品，如方增先的

《驯服大海》、魏紫熙的 《风雪无
阻》、亚明的 《争分夺秒》、唐云
的 《为 钢 铁 而 战》、 姚 有 多 的

《引水上山》 等等。作为连环画
家的董天野，响应“艺术为政治
服务”的时代号召，也创作了一
批如今被称之为“红色题材”的
中国画作品。

传统中国画主要借助笔墨进
行造型和写意，古装人物几成模
式化的着装、造型，给中国画笔
墨的恣意挥洒提供了条件。现当
代人物，衣着不同，环境不同，
精神风貌不同，人物塑造一切要
从“新”开始。邵洛羊先生曾就
当时上海国画界人物画创作上存
在 的 问 题 ， 讲 过 这 么 一 番 话 ：

“在运用传统技法来刻画现代人
物方面，还显得不够深刻有力。
这说明我们抓不住当今劳动人民
的精神状态，没有深刻理解他们
的思想感情；还抓不住现实生活
中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积极因
素与消极因素等错综复杂的现实
矛盾。”据说在当时的一个画展
中，有观众对一些人物画作品提
出了批评：“衣裳是工农的，面
孔还是少爷小姐的白净脸，是不
从事劳动的人。有的把工厂劳动
场面画得平静安闲，一尘不染，
像个窗明几净的书斋，看不出冲

天干劲。有的满足于几个脸型，
几个动作，到处搬用；有的片面
追求脸相上的美，而缺少生活现
实。”由此可见，新形势下如何
突破人物画传统模式，对画家的
确是一大考验。

董天野绘画的最大优势在于
他出色的造型与构图能力。

董天野从事过布景设计，也
在主流报纸做过美编，画过无数
插 图 ， 对 人 物 造 型 可 谓 得 心 应
手。从 《捍卫公社财产》 中还不
难看出，董天野擅长于线条、皴
染结合，描写自然景物。画家笔
下的湖水笔触细腻，波浪变化丰
富，突出了洪水决堤后的波澜壮
阔。

构图是决定一件中国画作品
成功与否的关键，好的构图往往
别出新意，意象独特，能迅速抓
住读者的目光。此件人物画在构
图上的最大特点是主宾分明，虚
实结合、收放自如。画的重心放
在 作 品 左 边 ， 集 中 了 人 物 、 茅
屋、船只等，右边大片“空白”
留 给 了 汹 涌 的 洪 水 、 倾 盆 的 暴
雨。与左边的人物场景相比，右
边就显得空灵许多。画面一实一
虚、一合一开，互相呼应。作品
右下方用书法长题，一来丰富了
右边相对空白所带来的单调感，
二来以文字点明 作 品 主 题 。 此
作 犹 如 连 环 画 的 “ 放 大 版 ”。
画 中 人 物 、 景 物 主 要 用 线 条 和
皴 染 来 描 绘 ， 用 “ 笔 ” 丰 富 ，
着 “ 墨 ” 不 多 ， 作 品 中 少 了些
许水墨淋漓、笔墨兼融的写意，
但笔触细腻，给人以清新明快之
感。

董天野三十几岁拜海上大家
张大千为师，张大千是近代最出
色的全能画家。董天野继承了先
生师古人、师近人、师造化的优
良 传 统 。 他 的 另 一 幅 山 水 作 品

《山河新貌》，表现了上世纪 60 年
代新中国建设的真实场景，作品
有梯田、大坝、游船、楼房，还
有劳动者在田间劳作，充分体现
了祖国河山的壮美，展示了画家
驾驭大场景的能力。

画说董天野

董 天 野 （1911-
1968），宁波人，又名叶
风、晋初，现代著名连环
画家、中国画画家，上海
中国画院画师。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11 月 26 日 综 艺 晚 会 结 束 后 ，
新老“海文人”登上喜庆舞台，分
享生日蛋糕。由“而立”奔“不
惑”，吹熄蜡烛之际，大家给文化
馆“许”下了一个怎样的未来？

“全国一级文化馆”“全国文化
系统先进集体”，都是“海文馆”
沉甸甸的头衔和荣誉。头戴皇冠，
必承其重。

1984 年，“宁波市海曙区文化
馆”的招牌，首次悬挂在市区横河
街 3 号一栋不足 400 平方米的旧房
子门口；30 年后的 2014 年，海曙
区文化馆迁入沁园街 345 号宁波市
海曙区文体中心，拥有了 6500 多
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小剧场、多功
能厅、综合排练厅、舞蹈排练厅、
合唱排练厅、书法创作室、琴房、
非遗展厅一应俱全，20 多间活动
用房还包括百姓录音棚、专业摄影
棚等顶级现代化设施。

2016 年 宁 波 市 调 整 行 政 区
划，海曙区的面积比原来扩大了近
20 倍，文化馆的服务对象也由老
城区居民扩展为涵盖城区、山区和
工业区的更广泛市民、村民和外来

务工人员。
进入新时代的“海文馆”，迎

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文化馆作为承担政府公共文

化服务职能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
位，起着引领全区公共文化的示
范性作用，不仅要打造精品，更
多的职能是服务于广大基层人民
群众的文化生活。新形势下，文
化馆拓面提质，努力建成集现代
化城区和“美丽乡村”文化为一体
的复合型文化馆，积极构建海曙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动海曙
区公共文化大融合、大发展、大繁
荣！”海曙区文化馆馆长罗滨说。

据 罗 滨 介 绍 ， 区 划 调 整 后 ，
“海文馆”把扩大服务辐射面视为
当 务 之 急 ， 目 前 已 在 17 个 镇 乡

（街道） 实现分馆全覆盖。
邝菁琛认为，“海文馆”是个

老牌城区馆，鄞西片划给海曙后，
文化馆干部需要迅速熟悉农村文化
工作特点，加强美丽乡村建设。她
还建议，文化馆可以依托即将开业
的城隍庙，打好民俗文化牌。“如
何平衡商业文化与民俗活动的关

系，如何平衡传统空间与现代生活
的关系，都是海曙区文化馆面临的
课题。”

陈民宪就“海文馆”的精品创
作献上计策。

——进一步拓展作品题材，围
绕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
全景式展现生活。既要关注生态文
明、精准扶贫等宏大主题，也可触
及诸如“城市病”“孤独感”等现
代人的忧虑。

——群文作品的表现手段可吸
收更多现代、流行的元素。如音乐
创作，不妨将民谣体、说唱、乐队
主唱等形式融入进来。

—— 基 于 业 已 取 得 的 成 就 ，
“海文馆”应由单体创作向整体品
牌提升，形成一个有主题、有辨
识度的系列规划，比如打造新乡
村音乐、新文艺群体、新城市民
谣⋯⋯

互联网正在改变人类生活。祝
愿 35 岁的“海文馆”，插上互联网
翅膀，在更广泛的探索中，提炼出
自己的智慧。

不忘来时路，方知梦归处。

■“许”文化馆一个锦绣未来

在宁波乃至全省，海曙区文化
馆以文化体制改革探索者和“获奖
大户”的美名享誉群文界。在浙江
音乐学院教授、公共文化专家张卫
中看来，“海文馆”作为一个区级
文化馆，获奖级别之高、获奖层面
之广，“浙江罕见、全国少有”。自
1996 年群舞 《马灯跑起来》 首次
获得全国第六届群星奖，2007 年至
2016 年 ，文 化 馆 创 作 的《老 墙 门》

《网络女孩》《南腔北调都是歌》《阿
婶合唱团》连续四届获得全国群星
奖；今年，群舞《快递小哥》又获得全
国群星奖决赛入围作品并受邀参加
颁奖晚会和群星奖汇报演出。

从上述标题就能直观地看出，
这些获奖作品都是以普通老百姓为
文艺表现的主体，反映他们的心声，
展示富有时代特征的火热生活——

《老墙门》 的创作背景是：随
着城市大规模开发建设，人们的居
住环境发生巨大变化，记忆中的老
墙门开始成为现代人的乡愁。

《网络女孩》 将视角切入网络
时代：“网络女孩，漂亮潇洒，真
情不作假；键盘滴滴答，快乐脸上
挂；淘宝 QQ 博客忙，时尚又风雅
⋯⋯”刻画了当代青年崭新的精神
世界。

《阿婶合唱团》 从街道、社区
业余合唱团队和遍布城乡各地的广
场舞中汲取创作灵感，艺术地再现
了中老年群众老有所乐、放飞自我
的人生追求。

⋯⋯
海曙区文化馆馆长罗滨说，这

些作品并不是象牙塔里苦思冥想的
产物，而是群文工作者在现实土壤

上撷取的美丽花朵。
生活确是一座富矿。笔者不久

前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期新
闻业务培训，课堂上有位教授抛出
一个话题：如今无论在微信朋友
圈，还是各地的旅游景点，总能看
到一道独特风景：上了一定岁数的
妇女会以色彩斑斓的丝巾做道具，

“装点”自我，而大叔、大爷们的“标
配”，则是挂在脖子上的一部相机。

“大妈的丝巾”和“大爷的相
机”折射出中老年群体耐人寻味的
心理世界和精神追求，群文工作者
能否在日常生活中敏锐地发现更多
类似的文化现象，进而创作出鲜活
的艺术形象？

有一些隐秘风景，只有跋涉者
才能看得见；有一些无声话语，只
有寻梦人彼此听得懂。

■现实土壤上采撷的美丽花朵

海曙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
副局长俞岚将“海文馆”的精品创
作经验，归纳为“搭准脉搏”“紧
接地气”。在她看来，无论“网络
女孩”还是“合唱团的阿婶们”，
展现的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画像和
精神图谱。

搭准脉搏，让笔者联想起中国
传统医学的“望闻问切”。

“望”指望神察色。群文工作
者是时代的提灯人和眺望者，而只
有在现场、在基层、在路上，才能
有所发现有所感悟，诚所谓“闭门
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

“ 《阿婶合唱团》 这个作品，
从 2010 年 开 始 ， 我 酝 酿 了 三 四
年。”编导谢培亮曾向笔者谈及创

作缘起，“因为工作关系，我经常
会接触一些基层的业余合唱团队。
那些大婶、大妈特有意思，她们演
唱 技 巧 ‘ 业 余 ’， 但 艺 术 激 情 饱
满。每每上台表演，她们‘山寨’
的水准与‘敬业’的态度，形成非
常有趣的反差，勾起了我的创作欲
望，激发了我的艺术灵感。”

“闻”本指用耳朵听病人说话
的声音、咳嗽、喘息，嗅出病人的
口臭、体臭等气味。对群文工作者
而言，“闻”是以自己的“嗅觉”，
去感知某个文化事件或文化现象的
整体、局部和细节。

如果说“望”“闻”重在主动发
现，“问”就是认真倾听对方心声，了
解创作对象的喜怒哀乐。发现与倾

听两相结合，才能避免主观臆想，
才能更接近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四诊中最后一招是“指切脉
象”，即根据脉搏的快慢、强弱、
深浅来判断脏腑气血状况。切脉知
晓健康福寿，“切脉”也可判断题
材优劣。

曾长期从事我市群众文化工作
的宁波市文化局原副局长陈民宪认
为，“海文馆”五夺全国群星奖，
一大秘诀就是对作品题材认真“把
脉”。在他印象中，文化馆创作之
前总会在题材的选取、挖掘上下足
功夫，他自己就多次参加过文化馆
召集的“神仙会”。每个人的视野
总有局限，“头脑风暴”除了集思
广益，还能激荡出奇思妙想。

■精品创作的“望闻问切”

在现有体制下，群文干部大都
身兼数职，且工作主责是履行普
及、培训等群众文化的基本职能。
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潜心于
艺术创作，往往只有在接到创作任
务或“评奖评先”时，才会短时间
内“攻坚克难”。

海曙区文化馆屡创佳绩，离不
开在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上开辟
的一条独特路径。

“1993 年，文化馆进行人事体
制改革，文化馆员工由‘政府人’
变成‘社会人’。灵活的用人机制

打破了原事业单位的身份限制，像
我这样没有背景、没有人脉的外地
人最后能进到海曙区文化馆，就得
益于当时的改革。”宁波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文化产业处 （非遗处） 调
研员邝菁琛感慨道。在她印象中，
当时文化馆企事业编制“混杂”，
而企业编制中的优秀人才做到中层
甚至副馆长的大有人在。

现任浙江省文化馆副研究馆员
的谢培亮，也是 海 曙 区 文 化 馆 培
养 起 来 的 一 名 艺 术 人 才 。 谢 培
亮 是 浙 江 丽 水 人 ， 曾 任 浙 江 歌

舞 团 舞 蹈 演 员 ， 1998 年 调 入 海
曙 区 文 化 馆 ， 从 事 舞 蹈 编 导 等
群 文 工 作 10 余 年 ， 后 被 提 拔 为
文 化 馆 业 务 副 馆 长 。“ 调 入 海 曙
区 文 化 馆 后 ， 我 曾 两 次 去 北 京
舞 蹈 学 院 脱 产 进 修 ， 时 间 长 达
一 年 半 。 这 两 次 ‘ 充 电 ’， 对 我
编 导 专 业 水 平 的 提 高 影 响 巨
大。”谢培亮说。

文艺精品创作离不开专业人
才，而如何引进人才、使用人才并
最终留住人才，则是摆在大家面
前值得反思的一大命题。

■如何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叶向群

10月26日晚上，一群“老戏骨”表演的男声表演唱《老墙门》，再次亮相逸夫剧院。（海曙区文化馆供图）

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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