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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者邵叶道
□徐荣木

我与邵叶道相识近20年，对他最直观的印象，
可用两个字来概括：画痴。

邵先生属虎，1962年生于宁波石浦一个书画
世家。年少参军离家，中国美院科班出身，在名师
麾下觅得堂奥，练就笔墨真功。他爱虎，虎是他的
精神图腾；他又擅长画虎，提笔作画，屏心静气，那
神情和气势如饿虎扑食，静听毛笔在纸上“刷刷”
行走，忽近忽远，动作敏捷如虎行林中。在他心
里，画虎就是画自己的追求与人生——执拗无畏，
勇于拼搏。

他为人真诚，没有大画家的架子，面对利益荣
誉有释家的超凡脱俗，心态平和；与朋友相处，质
朴大气，一旦结缘彼此珍惜，是一位可交而且可深
交的朋友。

去年，我要出版平生第8本图书《拔苦与乐》，
请邵先生插图。他二话没说，夜以继日，辛勤劳
作，花了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33幅形神毕肖的观
音像。后来出版社考虑配佛像不宜，换成了其他
绘画作品。我颇过意不去，他却反过来安慰我说：

“人是逼出来的，你不逼，我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这
些佛画，而今这些都成了珍藏品。”他是处处替别
人着想的人。

他谦逊，愿倾听他人的意见。一次，他刚画完
一幅牡丹，问我：“行吗？”我班门弄斧地直言：“画
面太满，留白太少。”他不介意我的唐突，虔诚地倾
听着，点头表示赞同。事后我才明白，这幅画是一
位企业家订制时特别嘱咐，画要求饱满繁华。好
在邵先生虚怀若谷。我对他的画看得多了，常会
评头论足。有时，对其画评说准确，他会夸赞一
番，有时说得不靠谱，邵先生一笑了之，把我这个
门外汉的妄言当作朋友间的一片真诚。

他勤奋。早在读中国美院时，闲暇也不游玩，
并养成日绘一画的习惯，只要一提起毛笔，他就精
神倍增，画解其忧。而一个画家在艺术到达一定
高度时，再迈进一步实非易事，且这个过程是很折
磨人的，故他不敢懈怠。他说：“我对艺术的探索
从未停止，现在最浪费不起的是时间。”

平时，他关在画室一个多月不出门是常态，今
年疫情期间更是几个月不出门。“闲坐小窗读周
易，不知春去几多时”，也许，慢慢煎熬，更能熬出
淳厚的作品。

有时，他半夜来了灵感，就翻身起床画画。燃
支烟，在烟雾缭绕中沉浸于他自己的世界，通宵废
寝忘食，甚至到翌日窗外的夜灯亮起才搁笔。

邵先生自1981年离开故乡，在北京、南京、沈
阳、甘肃、广东等地兜兜转转近40年，终于叶落归
根，大隐于宁波城，创立了“叶道轩”画室。

走进其画室，呈现在你面前的仿佛是一个介
于现实与梦幻之间的世界。这里百花齐放，龙腾
虎跃，整个展厅充盈着一种大自然的情趣和生命
的律动，令人赏心悦目，百看不厌。尤以虎画最为
炫目，“纸老虎”晃似活老虎。有一次，一位朋友牵
着一只西洋狗来画室拜访邵先生，狗一见这些虎
画，误以为是活虎，扭头就跑，怎么也不肯入室，可
见其虎画之神韵。

有趣的是，邵先生因痴迷绘画，对身边琐事兴
趣寥寥，却独好烹饪。他将绘画的理念融进厨艺，
讲究味觉、视觉和品相，尤其在食材配色上，绿、
红、黄、白，荤与素，合理搭配却不繁杂，清清爽爽，
色香味俱佳。他烹饪的菜肴就像一件件艺术品，
秀色诱人，令人不舍下箸，品菜肴犹品其画，回味
无穷。

如今，邵先生笃痴画事。每天一早，他都在自
己的画室画画，气闲神定。动物、花鸟、人物、山水
各类题材交替轮转，画好一幅，往墙上一挂，自我
欣赏一番。让笔墨语言拓至完美的边界，周而复
始，乐此不疲。

也许，艺术能带走孤独，带走人生的某些失
落，对抗生命的虚无，淡忘生活的琐碎烦恼。画得
乏了，他就点支烟，喝杯茶，提提神，任由阳光从窗
台洒进来，让画室浸满光明。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人是需要一点精神
的，画画做学问也是需要一点痴劲的。我想，有这
样的痴劲，在勇攀艺术顶峰的路上，又有何关隘不
能逾越呢？

沙龙精神
□赵淑萍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朋友这里看到
了一叠《宁波戏剧沙龙》。封面设计很艺
术：一尊裙袂飞扬、临风飘举的飞天，一片
绚烂斑驳的晚秋的枫叶，一幕戏剧中的经
典场景……一种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信手
翻翻，吃惊地发现，里面居然有沈祖安，顾
天高、蔡体良、罗怀臻,李尧坤,赵美成、乔
嘉瑞等名家的稿件。虽说是一本内刊，杂
志的视野非常高阔，它不仅聚焦宁波剧坛，
而且关注着全国戏剧界的动态。新戏介
绍、活动报道、戏剧评论……好多文章富有
真知灼见，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批评精神。

于是，在网上搜索《宁波戏剧沙龙》的
有关信息，没想到居然搜出一个“宁波戏剧
沙龙”的博客。博文涉及面更广，不仅有戏
剧，还有文学和时事政治。博主名叫裴明
海，就是《宁波戏剧沙龙》的主编。阅读博
文，我知道了沙龙的来龙去脉。2010年，经
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批准，以剧作家杨东
标、戚天法、王信厚、孙仰芳、张金海、柯武
松为成员的宁波戏剧沙龙正式挂牌成立。
沙龙的负责人，则是裴明海先生。年逾古
稀的老先生还真会闹腾，不仅开了博客，而
且还编出了一本很有品位的杂志。

这几位成员赫赫有名，越剧《江南女巡
按》《孟姜女》《琥珀泪》《皇后易嫁》、甬剧《风
雨一家人》《风雨祠堂》《宁波大哥》、姚剧《王
阳明》《五月杨梅红》《传孙楼》等都是他们的
手笔。几十年来，他们笔耕不倦，飞扬的灵
思、澎湃的激情跟浙东这方土地息息相连。

或许我跟沙龙有缘。有一年，市文化
局和文联举办戏剧评论征文，我按照地址
投去，没想到征文中登的QQ号、邮箱乃至
联系电话，正好是裴明海老师的。

起初，裴老师只是间或联系我，问有没
有文章可以投到他的《宁波戏剧沙龙》。直
到有一天，裴老师在电话那头说：“请你去
采访一个人，花费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可以

吗？”不知怎么，我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也
许是因为我喜爱戏剧，对戏剧人的人生充
满好奇；也许是因为提出要求的是一位老
者。于是，一个冬天的夜晚，我们去采访曾
经的越剧演员、擅长舞台摄影的应佩佩老
师。裴老师衣着笨重，步履蹒跚，上车、下
车都很费周折，走一段路就气喘吁吁，在爬
楼梯时更见艰难。我和应老师初次见面，
难免拘谨。裴老师在旁帮着提问，我就做
笔录。在翻看应老师拍的剧照时，他们谈
论起每一部戏当初创作、排练、上演时的情
形，几个细节都清清楚楚、历历在目，这令
我肃然起敬。此后，不论怎样忙，只要裴老
师提出要求，我就跟着他去采访。记得在
八月的酷暑中，他带我去宁波演艺集团有
限公司采访演艺界的几位名人，同时，他把
厚厚的一叠杂志送去，累得满头大汗。看
着他这种热火朝天的劲头，我很感动，都已
经年逾古稀的人，做这一些图的是什么呢？

后来，他还带我参加他们的沙龙活
动。沙龙的几位老剧作家每个月都要相聚
一次，交流信息、交流各自的创作情况，谁
有了新剧，大家就帮着“挑刺”，他们的目标
是每年都拿出新作品。事实上，他们做到
了。这两年来，越剧《十里红妆》的成功、长
篇小说《海虹》的出版、《宁波大哥》一次次
的修改最后成为精品，这里面凝聚着集体
的智慧。老先生们回忆着过去的事情，追
忆当年小百花怎样风靡香港，追忆甬剧团
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怎样靠演儿童剧来维
持生存，感慨着这几十年宁波戏剧界的变
化。同时也感叹，如今从事戏剧创作和评
论的年轻人太少了。

我突然想起，近几期的《宁波戏剧沙
龙》，其实已经有了不少新面孔，有些作者
就是宁波文化艺术研究院新聘的业余编剧
和特邀评论员。其实，文化艺术研究院的
老师和老剧作家们为了戏剧事业真是“处
心积虑”，这背后，他们做了多少通联工作
啊。在沙龙资金缺乏的情况下，还有省内
乃至全国许多戏剧界的名家赐稿，他们大
都是受了沙龙精神的感召吧。

现在，只要收到《宁波戏剧沙龙》，我都
会认认真真地阅读。因为，这个沙龙和杂
志的背后，是一颗颗赤诚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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