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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轻歌曼舞式的“诗画越剧”
大行其道的当下，新近由宁波小百
花越剧团原创的历史故事剧《走马
御史》，以阳刚硬朗的整体风格，
给我们展现了属于越剧的另一番风
采。

御史是中国封建时代政治制度
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是监察
官，负责监督朝廷官吏的廉政，又
是谏官，对国家政策负有监督批评
责任；他们向来以正直的道德理想
和直言不讳的勇气为人们所称道。
宁波小百花越剧团将这种御史精
神，搬上戏曲舞台，而且在历代清
官中，选择宁波籍御史人物为创作
原型，挖掘出本土廉政文化的丰富
内涵。

越剧《走马御史》一剧，由我
省著名编剧黄先钢和宁波本土青年
编剧马凌姗共同创作。该剧主要讲
述以陈禾为代表的一批有血性、有
气节、有风骨的北宋御史名臣，重
义轻死，前赴后继，与卖国求荣的
权奸童贯做殊死斗争的故事。据
《宋史·陈禾传》记载：“陈禾字秀
实，明州鄞县人。元符三年进士，
累迁辟雍博士、监察御史、殿中侍
御史。”更为准确地说，陈禾是宁
波鄞州姜山镇走马塘村人，由此便
有了《走马御史》的剧名。这部戏

所要表达的核心
内容，是“御史
守正护国”的故
事。围绕这一主
题，剧作家将全
剧所涉及的历史
事件，从构思到
布 局 ， 虚 实 相
生，演绎得一波
三折。

全剧开场就直入主题，展开矛
盾冲突：权奸童贯攻辽失败，乞金
兵代取燕京，以百万贯赎燕京等空
城而回，侈言恢复之功。宋徽宗受
其蒙蔽，不顾太子和陈禾等忠臣的
反对，欲封童贯为广阳郡王。陈禾
在面君力争时，不慎将徽宗的龙袍
扯坏。这一见于史籍记载的关键情
节，成为舞台戏剧性展开的神来之
笔。在封建时代，臣子的生杀定夺
往往在于君王的一念之间。所以当
陈禾扯落宋徽宗的衣裾，人物的命
运走向出现了不确定性，并由此形
成戏剧的悬念和张力。《走马御史》
一剧紧紧抓住这一悬念，牵出了后
来的一连串剧情：陈禾被罢官回乡；
其堂兄陈定入京任御史，再度上疏
弹劾童贯冒功邀赏，被童贯逼死公
堂；陈禾奉旨入京为陈定申辩，却眼
看兄长死于权奸之手而不能相救；
陈定之子陈正梁为继承父志，入京
中举再担御史之责；金兵入侵，陈禾
再度奉旨入京抗金守国……几代人
前赴后继，威武不屈，以生命的代价

最终诛杀奸臣，进而塑造了“御史守
正护国”艺术群像，谱写了一曲清
正公忠的浩然之歌。

越剧《走马御史》由我省原婺

剧表演名家王文龙执导。王文龙明
白，这种厚重而充满阳刚之气的题
材，注定要在戏曲的演绎形式上追
求凝重与浓烈。他不但要求演员在

一招一式中演绎
出 人 物 的 气 质 ，
并且让越剧舞台
已不常见的锣鼓
铿锵作响，锣鼓
与表演、情感有
机结合，产生了
满台的急促、紧
张和压迫感，成
为营造全剧氛围

与强化人物性格的有效手段。
这种凝重的舞台氛围，也给演

员提供了展现个人才华的绝好平
台。越剧通常并不适合表演这样凝
重的题材，所以这部戏对于剧团和
演员来说都是一种创新探索和胆略
的考验。值得赞许的是，宁波小百
花越剧团的一批中生代和新生代演
员，她们以饱满的激情，借助于词
情、声情的渲染，让全剧有了一种
别开生面的展现。如剧中陈禾的扮
演者杨魏文，她的本行是尹派小
生，清丽俊秀的扮相和演唱，是她
表演的主要特色。然而，《走马御
史》中陈禾这个人物，不是一般的
文人书生，御史“位虽卑而言重”
的地位，决定了杨魏文必须在小生
行当中融入老生技法，以增强人物
的表演力度和厚重感。因此，杨魏
文所演的陈禾特别注重形体动作和
演唱行腔的稳重、气度和内在骨
力，以此来改变文人书生那种从容
潇洒、恣肆不拘的习惯性表演，并
通过对陈禾这一特定历史人物和特

定情感的把握和理解，努力让自己
的表演去接近人物的情怀与精神。
陈禾三次进京，是全剧故事发展的
三个重要情节，杨魏文在表现上并
没有简单地顺着剧情走，而是努力
以细节和真情去展现人物的胆识、
气节、谋略和担当，去展现身为御
史心中只有江山社稷和天下苍生的
情怀与精神。

剧中奸臣童贯的扮演者郑春
芳，整个表演基本脱开了她老生的
本行，更多是往戏曲净行“白面”
阴险、凶残、狡诈的表演特色上去
靠，以宽嗓、工架、气势演出了童
贯这一权倾朝堂、大奸大恶人物的
基调，不仅从反面很好地衬托出以
陈禾为代表的正面人物的正义性，
也通过正反人物的矛盾较量来推进
情节发展，形成全剧的紧张节奏和
可看性。此外，孙琴、潘巧巧、厉
丹红、张慧红、吕馨溶等饰演的角
色，都有可圈可点之处，点点星光
最终汇聚成全剧的一派亮色。

腔以聚众，曲以流传。《走马
御史》一剧的唱腔音乐创作，凝聚
了著名甬籍作曲家刘建宽和青年作
曲王斌樵、董贤宇的智慧与才华。
该剧的音乐创作，无论在流派风
格、情感展现还是音乐表现力等方
面，整体上较为成功地深化了对主
题的诠释和表达，理解和把握了全
剧人物的性格与情感。

当然，就一部新创作品而言，
《走马御史》 尚有很大的打磨和提
升空间，我们希望剧组听取多方建
议，打磨得越来越好。

一代御史的道德勇气
——观原创越剧《走马御史》

朱为总

10 月 29 日晚，在华茂美堉奖
的颁奖典礼上，中国文联副主席
许江激情澎湃地报出全球首个美
堉大奖国内获奖者的名字：“全山
石！”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一位
满头白发、精神矍铄的老人走进
会场。

在颁奖典礼前，这位中国油
画创作的“引路人”、中国油画
教育的“铺路石”，在华茂艺术
教育博物馆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
访。

（一）

“我是地地道道的宁波人，我
的祖上太公，就是浙东学派的史
学家、文学家全祖望。”九旬老人
全山石，以略带宁波腔、中气十
足的普通话，开始了我们之间的
交谈。

全山石，1930 年出生在宁波
洞桥沙头口村，家里五兄弟，他
排行老四。少年的他，在经历宁
波城内的短暂生活学习后，1949
年初，随父母迁居杭州。

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座教
堂。当时，教堂的牧师为了吸引
人们去做礼拜，会发一些精美的
小画片。他觉得好看，于是每到
星期天，就会去教堂，为的是拿
到这些画片。后来才知道，这些
画片上面，印着的是一些西方油
画名作。而老爸抽烟的香烟壳子
中 ， 也 会 附 有 明 星 形 象 的 小 画
片。应该说，全山石少年时的艺
术启蒙，就在于身边的日常。

原 先 ， 全 山 石 很 喜 欢 音 乐 。
那时，杭州刚刚解放，街面上常
有国立艺专年轻学生的秧歌队、
锣鼓队的宣传表演，他都去凑热
闹。渐渐地，他对绘画发生了兴
趣。受过石膏素描训练的他，如
愿考上了这个大学。

年轻的全山石，走上艺术道
路 伊 始 ， 可 谓 顺 风 顺 水 。 1953
年，他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原国立艺专、中国美术学院的前
身） 毕业，随即留校任研究员 。
1954 年，全山石被国家选送到列
宁格勒 （圣彼德堡） 列宾美术学
院留学。1960 年，他以各科全优
的成绩获得享誉最高的红色毕业
文凭，并获艺术家称号。

回国后，全山石一直任教于
中 国 美 术 学 院 ， 曾 任 油 画 系 主
任、院教务长等职，主持油画系
第三教室，培养了大批中国油画
界的中坚力量。

作为油画家，他创作了大量
历史题材油画作品、主题性绘画
和新疆风情人物写生作品。其中
历史画 《英勇不屈》《八女投江》

《井冈山上》《娄山关》《血肉长

城》 等作品作为时代的经典被中
国国家博物馆和中国美术馆等机
构收藏。

（二）

再回故乡宁波，已是 40 年之
后。全山石告诉记者，这也是因
为与华茂集团董事局主席徐万茂
的相遇。两人认识 30 多年，让全
山石对徐万茂最为感佩的是后者
对教育特别是艺术教育的投入和
热情。

全 山 石 说 ，“ 老 徐 总 ” 的 出
身 ， 按 宁 波 话 来 说 ， 是 “ 里 山
人”，小时候书读得也不多。但出
身农家的他，对大地饱含深情 ，
对 教 育 事 业 的 热 情 和 对 美 的 渴
望，非常强烈，而且他是在用一
生追求。

这次，徐万茂发起设立华茂
美堉奖，之所以用“堉”字，也
因为这个字有“肥沃土地”的意
思 —— 这 个 奖 强 调 扎 根 美 育 大
地，扎根民众审美生活，从社会
美育实践中寻找源头活水。

两人惺惺相惜，徐万茂对全
山石也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全山
石成了为华茂艺术品收藏和艺术
教育指路的灵魂人物。

那天采访前，我跟随全山石
先生参观华茂艺术教育博物馆。
全山石在堪称“镇馆之宝”、油画
大师菲利比诺·利皮的作品前驻
足——他告诉随行者，这是他通
过意大利勃洛尼亚的华侨朋友，
从一位当地普通市民手中收购而

由华茂收藏。这幅利皮的代表作，
属于花了不高价钱的“捡漏”。

在 16 世纪油画大师提香·韦
切利奥的作品 《马尔卡托尼奥·
莫罗西尼肖像》 前，全山石击节
赞叹：“你看提香画得多好，特别
是 那 双 手 ， 一 看 就 是 一 个 有 地
位公爵的手。而且，提香的签名
就隐藏在右手所握的羊皮卷中！”
此时的全山石，如同得到了一件
心爱玩具的小孩子那般开心。

在华茂美术馆、华茂艺术教
育博物馆的建造中，全山石也是
灵魂人物。华茂美术馆的选址就
是 他 定 下 来 的—— 当 时 他 提 出 ，
美 术 馆 要 建 在 流 过 校 园 的 河 当
中，用来映带左右，成为点睛之
笔，体现华茂艺术教育特色。

华 茂 艺 术 教 育 博 物 馆 的 展
陈，他更是花了心血。在二三楼
之间的连接处，在他建议下，摆
放了中国现代美育的倡导者蔡元
培坐像，而周边都是中国第一代
油画大家的作品。他说，这里要
告诉参观者的是，在上个世纪初
西风东渐的中国，近现代艺术教
育的肇始。

全山石告诉笔者，宁波美术
馆的选址，他也参与很深。因为
当时的市文联主席陈继武就是他
的学生。他记得，一开始，大家
想把美术馆放在月湖，也就是现
在宁波二中的位置。但因为拆迁
成本的问题，没有继续考虑。后
来，全山石想到世界著名的奥塞
博物馆是由旧火车站改建而成，
与大伙一起提出，把老外滩闲置
的轮船码头客运中心改建成美术
馆。

（三）

今年，全山石中国油画高研
班已经开设第二期了。从第一期
的 12 个 人 到 今 年 报 名 的 26 个 学
生，学员增加了一倍多。全山石
告 诉 记 者 ， 他 一 生 的 职 业 是 老
师，专业是画画；首先是一名老
师，其次才是一名画家。

全山石从教六十余年 ， 为 中
国 油 画 培 育 了 大 量 人 才 。 特 别
是 退 休 后 ， 全 山 石 致 力 于 中 国
油画在坚持西方油画本体语言的
前提下，走中国民族特色发展道
路的研究。

为此，他花了大量时间 考 察
欧 洲 各 大 博 物 馆 ， 对 油 画 艺 术
源 头 和 脉 络 进 行 了 细 致 的 梳 理
和 分 析 ， 翻 译 介 绍 了 许 多 西 方
经 典 艺 术 家 的 作 品 ， 出 版 编 著
50 余册。

全山石告诉记者，搞创作对
个人来说肯定更好点，因为能留
下东西，“但从事艺术教育，能为
中 国 油 画 的 未 来 挖 掘 和 培 养 人
才 ， 其 社 会 作 用 和 意 义 会 大 得
多”。

2014 年，全山石艺术中心在
杭州成立。这个中心除了展示全
山石一生的创作外，更多地收藏
了从文艺复兴时期到近当代的西
方油画作品和雕塑精品，数量在
不断增加。

建立这个艺术中心，一部分
原因在于英国著名美学家苏利文
的发问：“世界各大艺术馆、博物
馆都收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量
东方艺术品，为什么你们中国的

博物馆没有收藏西方的艺术品？”
要提升中国油画的水平，必

须让中国人在国内就可看到西方
油画大师的原作，这成了全山石
的心愿。

全 山 石 艺 术 中 心 收 藏 的 油
画，都是成系列的，对西方油画
的源流进行了细致的梳理；艺术
爱好者可以不出国门亲眼观看原
作甚至现场临摹，起到油画艺术
教育最大化的作用。当然，中心
的成立，更蕴含着全山石让油画
在东方振兴的愿望。

全山石认为，中国人心灵手
巧，肯吃苦，所以凡是带记忆性
东西，需要技术性的技能，不比
西方人差。这些年，中国出了许
多钢琴、小提琴大师级的人物 ，
西 洋 的 乐 器 在 他 们 手 中 运 用 自
如。他还举了他自己留学成长的
例子 ：“当年，刚进列宾美术学
院，一开始与苏联同学的差距非
常大，但过了三年，就在整个年
级名列前茅了。”

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发
生了改变，很多人的经济条件大
大改善，但还需要在艺术修养上
得到提升。

九旬老人全山石现在仍每天
坚持去艺术中心上班，过着“朝
九晚五”的生活，幸运的参观和
临 摹 者 ， 有 时 还 会 听 到 他 的 讲
解、得到他的指导。

“ 按 照 青 出 于 蓝 胜 于 蓝 的 道
理，油画起源于西方，振兴于东
方，完全有可能！”这是九旬老人
全山石的执念。

（四）

对于现实主义绘画和中国油
画的民族化，全山石也有自己的
独到观点。他说，中国油画民族
化，坚持西方油画的本体语言，
在此前提下，赋予它民族的内容
和精神。

全山石认为，每个画种都有区
别于其他的东西。像油画的材料质
感、创作步骤和技法，画面的构成
特点等等 ，都有自己的语言语法
体系，即所谓的“油画味”。

“中国画从书法中而来，它最
根本的东西 ，也就是它的本体语
言，是笔墨。我们去欣赏徐文长的
石榴，可能不在意他画的是什么，
更多地在意它淋漓潇洒的笔墨意
象。”全山石又以民族舞与芭蕾舞
的区别，来解释油画的本体语言问
题：“芭蕾所呈现的是人类脚踮起
来的美，不踮起来还是芭蕾吗？”

全山石一生坚持写实主义的
绘画创作，那么，在当下艺术流
派纷呈的时代，写实主义是否还
有存在的价值或生命力？全山石
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

他说，西方的油画经过了五
六 百 年 的 发 展 ， 从 写 实 到 印 象
派、表现主义等等，有可能是到
了一个阶段：一些艺术家创作对
生活的反映，不再是纯客观的表
述，而是追求抽象和写意。“但油
画在中国才发展了一百来年，对
现在的普通老百姓来说，他们能
够接近油画，身心感到愉悦的 ，
还是一些现实主义风格的油画作
品。而且，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
方向是一切从人民出发，一切为
了人民。所以，写实主义的油画
作品还是主流，还是老百姓最喜
闻乐见的，符合他们当下的审美
习惯的。”他说。

“就像外国人来中国看到竹椅
子会非常新奇，而中国人三四十
年前才开始坐起沙发，现在还是
觉得沙发更舒适。这是文化发展
上的差异。”这种文化上的差异，
跟生产力的发展和一个民族生活
方式的变化有关。

对这次在家乡获得华茂美堉
奖，全山石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
他说，蔡元培先生曾经说过以美育
代替宗教，这意味着美育是触及到
人们精神和灵魂的事。上世纪 50 年
代，他和方增先还合作画过一本扫
盲连环画。“现在文盲早已不是问
题了，现在应该扫的不是不识字的
文盲，而是美盲！”

“美盲阻碍了我们社会的发展，
人们如果没有审美的修养，情操的
提高 ，社会不可能往更高层次发
展。”全山石的这番话，掷地有声。

“西方油画，完全有可能振兴于东方！”
——访油画大师、华茂美堉奖得主全山石

汤丹文

越剧《走马御史》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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