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 ! ! !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最近，上海沪剧院倾
情奉献的大型沪剧《回望》走进了上海第二工
业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在礼堂里演绎了一场
撩人心魄的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带给
观众持久的回味和深深思索。能够在 !"#$年
最后一个月里再一次重温当年共产党人的光
辉形象，景仰他们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崇
高精神，感受理想信仰的格外珍贵，无疑是一
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沪剧《回望》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市重
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以王愿坚的小说《党费》
改编，主要演员全部由在戏剧界先后崭露头角
的优秀青年演员担任，茅善玉监制。在约两个
小时的演出时间里，通过今天与昨天的自然衔
接，将尘封在以往岁月里的一段历史全景展
现。这样的回望，有血有肉，有大量真实的素材
支撑，有与守墓人的情景对话，由此折射出历
史回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没有先辈们打下
江山的那种献身精神，就难有后人安享幸福生
活的快乐。历史的经验，早已告诉了人们。

故事从上海女青年美娅到江西替外婆扫
墓，在当地遇到了一位常年在此的守墓人谈
起，从而引出了一个红色的难忘故事。随着剧
情的徐徐展开，当年主力红军长征后苏区环
境依然极为严酷，许多人甚至是妻离子散。前
有追兵堵截，后有叛徒出卖，山上的游击队缺
盐又少粮，早已到了最危急的重要关头。如何
将粮食运上山去，真是伤透了脑筋。而山上下
来的接头人卢金勇又被叛徒出卖，运粮渠道
一下子中断。敌人的无情和叛徒的出卖，将游

击队置于险象环生之中。关键时刻，妻子黄英
接过牺牲丈夫的重任，与众人一起，将用党费
买来的粮食想尽办法送到山上，其情其景不
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为了送粮食给山上的游击队，其中穿插
了一段黄英的女儿妞儿因肚子饿，从闻到很
想吃上几口，最后理解了妈妈的用意，竟主动
不再要吃。这样的过程，妈妈始终不松口，妞
儿一副饿极的模样不时交替呈现，母女之间
内心的痛苦与挣扎悄然显现。感动之余，深感
编剧与导演将母女之间的情感戏把握得恰到

好处，十分到位。在关系到山上游击队生死安
危和山下妞儿肚子饿极了的选择上，更多的
是无奈，有时看似残酷的选择也是不得已而
为之，使人潸然泪下。

在当时极其恶劣的环境中，没有党旗同
样可以宣誓，而这样的场面在那个时候，似乎
也更多地寓意了理想信仰力量的无比强大。
交党费的铺垫，把优秀共产党员无私忘我的浓
浓情怀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在揭穿叛徒的
一场戏里，妻子张翠兰得知自己的丈夫桑林武
竟然是叛徒时，悲愤交加，在最终处决了已沦

为叛徒的丈夫后，又羞愧自杀，凸显了一个共
产党员在大是大非面前完全没有一己私利，也
不会为了一己私利去与党讨价还价。

值得一提的是，守墓人这个角色是剧中
的一大特色。透过守墓人的眼光，将回望红色
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娓娓道来。守墓人为什
么数十年来一直在这里默默守墓，为何对栩
栩如生的英雄人物形象如此熟悉？从我刚开
始观看时就有这样的疑问。谜底终于揭开了！
原来，守墓人就是桑林武和张翠兰的儿子。为
了替父亲赎罪，%&年来他一直在此默默守墓，
无怨无悔。如此的坚守，是需要巨大勇气的，
也是对自己内心情感的真正释放。爱憎分明，
在守墓人这里，已经得到了充分诠释。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沪剧《回望》

带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过
去。只有牢记过去，才能立足现在，展望将
来。尤其是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对于
当下许多年轻人而言，更有好好重温的必
要。历史是不能被割裂的'它让更多的人知
道先辈们可歌可泣的故事，沿着他们的足迹
继续前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沪剧《回
望》的成功之处，正是在于这方面有新的斩
获，因而也就能
引起更多的共
鸣。它在剧场不
时获得的阵阵掌
声和得到观众的
充分肯定，就能
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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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红色难忘故事

! ! ! ! ()$*年，南京艺术学院恢复招生之后，我
幸运地成为南京艺术学院的第一届学生，亲
眼见证了“海老”从文革之后恢复工作、重新
回到南京艺术学院任上的那段美好的光景。
那时候，因为海老不是经常来学校，所以，每
次到学校来都形成盛况。他给我们示范，我们
在画室里把他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同学
都站到课桌上看海老画画。

大学三年级的一天，教务处长李国杰老
师告诉我，海老看到我写的文章，说很好。
那时候我是南京艺术学院历史上第一个在学
报上发表文章的学生。此前一年，海老在江
苏美术馆办了一个很大规模的展览。我看了
展览之后除了至今都余波未平的震撼，还对
海老的题跋特别感兴趣。尽管当时写海老文
章的人很多，但都没有提到他题画的问题。
在温肇桐教授的指导下，我写了一篇《刘海
粟先生题画艺术浅识》，并在南艺学报上发
表。海老看了我的文章以后就说要见见这
个学生。海老就把我叫到西康路省委招待
所，跟我谈了很多，都是鼓励的话，至今言
犹在耳。

关于海老的艺术成就，以及他的为人、为
师的风格特点，很多人都研究过。当然，对海
老研究的论文数量很多，累积起来的文字也
非常多，但我认为对海老研究的深度是远远
不够的，尤其是我们对海老几十年的研究，基
本上重点都是在史料收集方面，如何转移到
对他艺术本体的核心问题上的研究，仍然是
一个问题。如何去挖掘深层的内容，以反映刘
海粟先生这一代艺术家对于 !&世纪中国美
术发展的贡献。

我认为对于刘海粟先生的研究并不是指
向他一个人的艺术和艺术发展，以及艺术成
就，而是指向了整个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
的整体。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中，不管是艺
术教育，还是艺术创作；不管是作为画家，
还是作为美术教育家，刘海粟先生所走过的
道路，正是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一段历
史。在这段历程中，研究的空白点还有很
多。上个月在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百年巨
匠”展览，展出了海老 #)++年的一件手卷
《洞庭渔村图卷》（,,-+!.&$-*/0），这件作品

过去没看到过，出版物里面也没有，也没有
谁提到过。恰恰是这一手卷对于我们研究海
老在 +&年代初期的创作具有无比的重要性。
通过这件作品，我们了解到海老没有脱离这
个社会，他反映新中国新题材的作品也曾经
在美术舞台上出现，但是，他的表现不突
出，他没有得到当时主流美术界的重视，或
者当时在艺术选择中并没有选择刘海粟，包
括像林风眠这样的画家。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非常努力，但他
们对于题材的认识和理解，他们的画法和风
格，与这个时代之间还是有差距，不像那些
从解放区过来的具有革命血统的画家那样能
够非常娴熟地理解和表现一些新的题材。包
括潘天寿画的《踊跃交公粮》等等，这些画
家的作品都没有被重视。虽然，他们在一个
短暂的时期之内非常努力。我认为努力了以

后不成功，这不重要。但是，他们努力了，
我们要对他们的努力给予一种特别的尊重，
要客观看待这一时期的作品以及他们的努
力。我们要研究他们努力的过程，研究他们
曾经对新美术史的贡献是什么，以及他们的
影响在哪里。

对于刘海粟先生这一代艺术家的研究，
我们可能还需要有更多的发现。因为确确实
实他们在几十年来画了很多画，不仅仅是今
天展示的这些作品，或者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或者是各个美术馆里珍藏的那些作品，可能
民间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

在这个展厅里有一张油画《四行仓库》，
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和抗战初期上海著名
战役是有关联的。国民党军中画家中也有同

题材的作品。在不同的表现方法中，海老画
得很平和，看不到硝烟，也看不到残垣断壁，
但人们会想到 #),$年 #&月底的四行仓库保
卫战，想到“八百壮士”。海老为什么在战事
之中或稍后画这张画？他的用意在哪里？这
张画的表现和海老对于这一事件的关注，也
指向了某些人对一些问题的质疑。对于刘海
粟先生这样的画家，他们既为艺术而艺术，
但也没有游离在时代之外。类似这样的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还有很多欠缺，正是我们今天
需要检讨的。像海老这样一位伟大的画家，
反映了 !&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全部过程。因
为他的高寿，他的见证，正是我们今天研究的
重要个案。
当我们今天回首海老的艺术，包括我们回

首十年之内海老的展览，每一次展览的深度对
于史料的挖掘，都有很大的不同。去年在海老
诞辰 #!&周年的时候，我有幸和刘蟾、张安娜
去纽约，做了几场活动去推广海老的艺术。这
一系列的工作是这么多年来对海老艺术推广
工作之一二。

不久前，“沧海一粟———刘海粟艺术展”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我的心情是不一样的。因
为 !&&%年海老诞辰 ##&周年的时候，在中国
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展览，那个展览也有研讨
会，今天和十年前的差异在哪里？显然，#&年
以后这个展览的布展比原来更考究，展出的
展品数量更多，展出的规模也更大。而我们对
于海老关注的热度显然也比以前要高。这一切
都有赖于我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和深入。
因为这些努力，才有可能把海老的艺术推广到
公众中去，让公众更多地了解中国这位伟大的
画家曾经为 !&世纪中国美术事业所做出的重
要贡献。

在这十年当中，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
变化。人们对于海老的认识也在加深，也会有
所不同。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希望各位专家去
共同努力，去深入研究。

对于刘海粟先生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 陈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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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沪剧《回望》有感 ! 邵天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