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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动态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这两天一种“注射器书
法”火了。据说这是一位“书法名家”
的创新，用注射器将墨水喷射到宣纸
上即成书法，这在书法界引起了极大
的争议。近几年书法中出现了一种

“丑书”，就是通过各种迥然不同于常
规的方式来进行书法的创作，竟然在
书法观众中有不少拥趸。

“注射器书法”引发争议
这位“书法名家”其实原本也是

常规书写的，他用毛笔写的正楷还很
端正，和现在的“注射器书法”大相径
庭。灵感出现在一次住院，这位书法
家对注射器产生了兴趣，认为可以在
自己的艺术创作上一用。后来他就
用注射器代替了毛笔进行书法创作。

网上一段视频显示，这位书法家
手持几支灌满墨汁的注射器，几位姑
娘手举宣纸，男子边走边用注射器在
纸上射出一条条墨迹，一旁还有人不
断喊着：“好！好！”记者联系到了这
位书法家，书法家对于网上的争议似
乎早有预料。“带有先锋性的东西，大
家怎么骂，我都理解。他们是普通老

百姓，不懂得艺术是什么，而且一些
书法家都不理解。但艺术家就是要
完成这样一个使命——视觉上的一
种引领。”

“注射器书法”说是书法，其实也
看不出一个字形来，最多只是一些水
墨的轨迹而已。倒是整个书写的过
程很有表演性，书法家写书法好像是
在发功运气，但手里偏偏拿的是一支
注射器，这种鲜明的反差，显出了一
些戏剧效果。已经有艺术策展人颇
为尖锐地指出，这不是在写书法，倒
是像在做行为艺术。

“丑书”是对艺术章法的背离
据青年报记者的观察，“注射器

书法”从本质上讲并不是什么新鲜
事。这大致可以归为近些年兴起的
所谓“丑书”的行列。所谓“丑书”就
是书法书写的方式和以往大相径
庭。比如有人单手倒立，用另一只手
写书法。有人两手各拿三支毛笔，嘴
里还衔了 4 支毛笔，十管齐下写书
法。还有人一边仰泳一边写书法。
更有甚者，身体被三个大汉倒举着，
以头发来写书法。

“丑书”的书法到底怎么样暂且不

论（当然大部分似是而非），就论书写
的这个奇特怪异的形式，就吸引了不
少目光。事实上，现在为“丑书”叫好
的人大有人在，“丑书”甚至于被认为
是当代书法家对于书法艺术的一项巨
大的贡献。然而事实究竟怎么样呢？

“松风阁书法日讲”中对“丑书”
有一个判断，作者认为那些没有法
度，空谈技巧、空谈所谓的虚理念的
书法创作都是“丑书”。“因为时代不
同，其社会倡导之理念必然有不一样
的地方，这些东西，对于书法来说，并
无太多实际意义，能从传统和历史的
过往中汲取力量，才是最重要的。因
此，书法最重要的是传统法度的遵循
与否。这是书法艺术的根基。”

“丑书”之所以引起争议，就是因
为其对于艺术章法的背离。就像让京
剧演员跳芭蕾舞，京剧就不再是京剧
了，而变成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丑书”的盛行是目前书法界一
些风气发展的结果。前年上海第九
届书法篆刻大展时，上海书法家协会
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很多书法家
把形式看得比内容重，结果形式新奇
了，书法的质量却不怎么样，这是一
种不正确的看法。

《宝岛一村》的十年
时代变迁的记录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著名戏剧大
师赖声川的《宝岛一村》，今年已经演
到了第十年，这部令人动容的经典
剧，魅力到底在哪儿？近日，上剧场

“丁乃竺的会客厅”请来了剧中三位
男主人屈中恒、冯翊纲和宋少卿，畅
聊这部剧的故事，他们都表示，《宝岛
一村》对历史的敬重、对时代变迁的
记录，让它得以成为经典。

“人生的遭遇哪是人能估算的？”
这是戏中屈中恒饰演的老赵给儿子
的信中所说的话。编剧、导演赖声川
曾说：“建筑物没有了，故事没有了，
就像胡同拆掉了，故事没有了，历史
也就没了，剩下的又是什么，除了光
鲜亮丽的高楼大厦，还能记得我们从
哪里来的呢？”有时当我们想去找历
史时，历史已经要走了。于是，赖声
川带着这种反思，结合王伟忠对曾经
的历史的描述，把25个家庭的100多
个故事，浓缩在三位男主人老赵（屈
中恒饰）、小朱（冯翊纲饰）和周宁（宋
少卿饰）的家中，一一讲述。

《宝岛一村》被文艺评论家周黎
明称赞为“这个时代话剧舞台上巅峰
之作”，首演至今的十年中，有人离
开，有人长大，也有人一直都在。家
长之一的冯翊纲透露一个秘密：“宋
少卿、屈中恒和我，三个人有个约定，
三家的家长都不能说‘不演’。《宝岛
一村》这件事要往下发展，就要我们
三个人都在。”十年来，因为三位“家
长”的坚持，这部剧也得以继续表现
出人性最真实的茁壮、往上走的力
量，以及民族性的坚韧，人类的真情
和大爱。

“注射器书法”就是无厘头

作为“湖北省优秀剧目北京行”
的重要项目，反腐题材现代京剧《在
路上》3日晚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上演。

这部戏讲述了一名铁骨柔情的

女纪检干部在调查一桩暗藏贪腐的
人命案时，直面亲情、友情、人情的压
力考验，克服重重压力与腐败分子斗
智斗勇、激烈较量，最终为党清污、为
民除害的故事。

2017 年以来此剧已演出 30 余
场，受到观众好评。专家称赞该剧

“为反腐英雄塑像”，并对传统京剧表
演形式作出创新。

据新华社电

现代京剧《在路上》为反腐英雄塑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