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北京今日电 （见习记者 潘子璇）
王时敏的《秋山白云图》轴、王鉴的《四家灵
气图》轴、王翚的《晚梧秋影图》轴、王原祁
的《神完气足图》轴……今天上午，“故宫博
物院藏清初‘四王’绘画特展”开展，多达
!"!件套“四王”作品现身故宫文华殿书画
馆，其中一级文物占展出文物半数以上，
堪称艺术盛宴。
明末清初山水画坛，以师生或亲属联结

在一起的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史称
“四王”。“四王”遵从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
论”，他们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当时山水画的正

统，对清代山水画坛影响深远。故宫博物院收
藏“四王”的存世作品 #$$余件套，其中一级
文物 !$%件套，二级文物 &$$余件套，不仅为
全国文物单位之首，更为海内外所藏之最。
本次特展“分为“‘师古’为宗”、“融古出

新”以及“霑溉后学”三个单元。恰逢中秋国
庆假期，为了给观众更好的体验，故宫还将
招募古琴、琵琶演奏志愿者在展厅旁的小亭
中奏乐，将观众带入“四王”的山水画中。

另外，故宫出版社还推出了《跟着“四
王”游山水》的艺术普及类读本，向读者讲述
“四王”每个人的传奇绘画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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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评书大家单田芳，一袭长衫演化成各色
人物，一番妙语勾勒出世态万千。曾经，多少
书迷被那句“欲知后事如何”勾得难以回魂；
如今，依然有将近 "亿人在电视、广播乃至网
络上守着那把“云遮月”的独特嗓音，痴痴等
待着“下回分解”。
然而，就在昨日，这个名字中有着八个

“口”字、一辈子贡献了 !$$多部评书的老艺
术家走了。网络上悼念声一片，都在追忆和感
慨：“去哪儿，再听‘下回分解’！”

录新书 日日不间断
要多勤奋，才能像单田芳这般，高龄高

产？曾有人统计，如果将单田芳的评书从头
播，每天播一回，可播到 "$'&年。而若将他的
书一字排开，从反映商周时期的《封神榜》到
眼下的改革题材的评书，能写一部中国历史
评书演义。姜昆称最佩服单田芳的年届古稀
还能保持高产：“作艺有天分，说书靠勤奋。单
田芳不似同龄人，退休后在家终日养花喂鸟、
品茶听戏……逍遥自在地享清福。随着年龄
的增长，他愈来愈变成了一名虔诚备考的小
学生，日日录节目、月月出新书。”
袁乃中原是单田芳的书迷，因缘际会与

之相识相知，两人相差十岁却渐成每日必要
通一番电话的至交。“或许人们想不到，他们
在广播或者网络那头听到每日新鲜推送的书
目，都是单田芳一个人关在家里 !$平方米的

小小录音棚里‘说’出来的。”袁乃中虽只去过
一次，却印象深刻：“录音棚里除了话筒和相
关设备，什么都没有，而老先生每天 %点起
床，一根烟、一壶茶，思忖片刻便开始录书，每
天录到 !$点收工，再开始寻思第二天的内
容。就这样日日不间断，岁岁在坚持。”

办书场 网络做渠道
都说“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单田芳

的书迷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八岁孩童，且南北
通吃，从未有一处“水土不服”。这和他本身与
时俱进、不畏创新的态度息息相关。直到 ()

岁时，大病初愈的单田芳还自我挑战，演绎了
根据百年老字号恒源祥纪实文学作品《羊行
天下》改编而成的首部现代版立体电视评书
《羊神》。事实上，单田芳除了擅长《朱元璋》
《隋唐演义》《水浒传》等传统书目外，还尝试
过《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
城》等革命题材，甚至改编过苏联小说，说过
《福尔摩斯探案集》。

单田芳的与时俱进不仅在书目的拓展，
也在说书手段的创新。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老
先生很“潮”，不但电视、广播玩得转，也精于
新媒体传播。他创办了自己的网络书场，既
可以在线听书，又可以在线交流。"$$*年就
已累计了 '$万听众。他关注潮流动态，《琅
琊榜》《芈月传》都会追看，了解年轻人的喜
好和口味。

(&岁时，单田芳出了本自传取名《言归
正传》，道尽跌宕起伏的一生。而在此之前，他
还寻思着在电视台搞类似西方“脱口秀”一类
的节目，主持新闻、时事、体育等。这份年轻心

态和积极进取心让姜昆震撼：“老先生的魄力
让人敬畏。作为一位功成名就的艺术大家，他
在追求的道路上矢志不渝，苦苦地跋涉，从不
肯放弃学习，不停地拓宽新视野，值得年轻一
代学习和反思。”

选徒弟 本科是门槛
单田芳出生于一个曲艺世家，外祖父王

福义，是闯关东进沈阳最早的竹板书老艺人。
母亲王香桂能说能唱能弹，是西河大鼓的佼
佼者。从小受到家庭熏陶的单田芳，七八岁即
学会了一些传统书目。到了十三四岁时，已经
能记住几部长篇大书。虽说是家学渊源，单田
芳却从未有骄傲自满，他始终清醒地意识到
“要说好书，就必须掌握更多历史知识、积累
更深厚的文化素养”。

所以即便已声名鹊起，他依然会到东北
大学潜心学习历史，“我的先辈都没什么文
化，说书靠口传心授。但到了我这一代，口传
心授怎么行？你说到一个典故，要知道它的出
处，必须讲出所以然，这就需要去历史里钻
研。我一开始说的都是传统书，不管是《朱元
璋》还是《隋唐演义》，我都必须查查历史上是
怎么回事情，看我们都把这些历史加工到一
个什么程度，弄明白哪些是虚构加工，哪些是
史实。”
单田芳对文化知识的敬畏心也表现在收

徒的门槛上，与之相交甚笃的王汝刚透露：
“单田芳收徒有个规矩，圈内圈外不论，行业
领域不限，唯独对学历有要求，必须要大学本
科生。他坚持，有文化才能说好书。”

本报记者 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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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朱渊）时隔 ($年，冼星海
人生中最后一部管弦乐作品《中国狂想曲》昨
晚在嘉定保利大剧院奏响。作为 "$!(年度国
家艺术基金传播推广交流资助项目，这台由
哈萨克斯坦国家爱乐乐团带来的“《丝路星
海》———冼星海音乐作品巡演”，纪念了冼星
海这位从上海出发的伟大音乐家，也让他的
“丝路之声”重又回来响遍祖国大地。

!*%"年，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辗转来
到古丝路重镇阿拉木图，在贫病交加之际被
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收留。两人志
同道合，拜卡达莫夫给了冼星海精神上极大

的鼓舞。这一时期，冼星海创作了很多音乐
作品，还收集和改编了大量哈萨克民歌。这
些曾经在商路、驼队、绿洲奏响的民歌经冼
星海改编，成为了振奋人心的力量，并回溯
丝路传到中国，激励中哈人民为抗击德日法
西斯而战。
昨晚，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女士欣然前

往观演，当《中国狂想曲》《阿曼盖尔达》《牧
歌》《满江红》等作品在时隔 ($多年后重新奏
响，让冼妮娜激动不已。她表示：“希望这台演
出能秉承丝路精神，用音乐的力量，将中国声
音传播得更远。”

《丝路星海》传播中国声音 !四王"画作亮相文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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