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夕会

雅 玩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责任编辑∶龚建星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gjx@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20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

郑辛遥
沟通$$$对频道!接通道!

方同道%

把传统学到极致就能出新
王恩科

! ! ! !不少人把传统与创新，古代与现代，
完全隔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把书法分
为传统派和现代派，认为这是互不相干
的两个品种，我以为这是对传统概念的
误读。
什么是传统？《辞海》释：“由历史延

传而来的思想、道德、风俗、艺术、制度
等。”这里的“传”，显然是指流传，这里的
“统”，显然是指前后统起来，不间断。那
么怎样的东西才能不间断地代代相传
呢？当然是有社会意义的，尽善尽美的，
有永恒价值
的。所以传
统书法不是
历史长河中
偶然泛起的
浪花，而是得到一代又一代人的认可的。

从这个概念和意义上讲，所谓传
统，不都是旧的，大众认可的、能够流
传下去的就是传统的。所以，传统与创
新没有距离，现在的优秀作品，将来就
可能是传统的。而旧的、古代的也不都
是传统的。譬如郑板桥的书法，虽然可
以欣赏，但不能效仿流传，所以不
能称为传统。

传统与创新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链。创
新是传统的延续，创新是建立在
传统的基础上的，没有传统沃土的滋养，
创新就会贫瘠，就创作不出高品格的作
品。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也是在
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不断创新”本身就
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换言之，创新行
为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行为。所以，只有
不断创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传统，
延续传统。
打开书法史这扇古老的大门，无数

先例告诉我们：只有努力学习传统，把传
统学到极致，才能出新———

王献之千方百计跟父亲王羲之学字，
传说写完 !"缸水，可谓学到了极致，最后
自出机杼，写出了不同于父亲的字体。
欧阳询刻苦学习二王，并遍临魏晋

诸体，深得羲献堂奥，但化出的却是完全
不同于二王的欧体。
颜真卿痴迷张旭草书，甚至辞职拜

张旭为师专研书法，楷书嗜好欧阳询，但
学到后来，他的行草完全不同于张旭，楷
书也独树一织。
赵孟頫，苦学智永《千字文》，心摹手

追，日临万
字，耗纸无
数，达到了
惟妙惟肖的
程度，并旷

日持久地临习王羲之《兰亭序》，最终出
新，形成了自己委婉俊秀的赵体。
史料记载，古代书法大家都是一脉

相承的：蔡邕#文姬#钟繇#卫夫人#王羲
之#王献之#羊欣#王僧虔#肖子云———
智永#欧阳询#陆柬之#张旭#颜真卿等
等。他们虽然是同门师祖，但他们的字却

自出新意，各具风貌，这是他们把
传统学到极致，把先哲的智慧化
为自身营养的必然结果。
现在不少人对传统古帖浮光

掠影、蜻蜓点水，不深入学习，以
为创新不需要传统的支持，不需要付出
艰辛的劳动，抛弃古法，自搞一套，非理
性地拼变、夸饰，以图创新，这其实是一
种伪创新。
背离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特法则和

美学属性，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相
信历史也不会承认这是创新。
综观古代先贤的书法创新，基本上

都是在个性风格上的变化，并没有改变
汉字本体的书写原则和对笔画形态的颠
覆，这对我们应该是很好的提示和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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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有句成语叫“玩物丧志”。辞典解释：玩物丧志，意
指玩弄无益之器物易于丧失意志，贻误大事。笔者第一
次听到这句成语不是在课堂上，也不是查阅辞典，而是
在五十年前的派出所里遭受警察叔叔的训诫中获知。

那是无学可上的“文革”岁月，我辈尚未成年的孩
子闲荡在家无所事事，便养起信鸽打发无聊光阴。我鸽
棚里一只刚学会飞翔的雏鸽被宅上另一拨鸽群裹挟进
了人家鸽棚。我前往那户人家索要，对方不承认，还拒
绝我上他的鸽棚检查，于是发生肢体冲突。结果是冲突
双方被请进了天山派出所。那位警察叔叔看着我等十

五六岁的毛头小伙，叹了口气，连连说
道：“玩物丧志———玩物丧志啊！”
打那以后，“玩物丧志”这句成语深

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还会经常提醒自
己：不要贪玩，要把有限的时间花在学知
识、长本领上。然而，随着阅历的增长，我
对这句成语有了质疑。
第一次颠覆我对“玩物丧志”的理解

是大弟的“再就业”。我的大兄弟自幼贪
玩，“文革”第二年，他才 !$岁，便能半夜
起床，和人结伴到郊区捉蟋蟀。捉来蟋蟀
除了留几只玩耍外，其余的卖给市中心

那些玩家。他不论养蟋蟀养热带鱼，还是养猫养狗，玩
什么都会在最短时间里进入“内行”层级。大弟书没念
多少，却有一双灵巧的手，他是钣金工，在他供职的华
中锅炉厂里是技术大拿。万没想到的是，上世纪 %&年
代中期他下岗后，竟能把儿时的玩意变成了生计，在曹
安路花鸟市场开了一家水族馆。

最近一次“颠覆”，是读了一篇《“二次元”的世界，
因为不懂所以爱》的报道。“二次元”，即“真人模仿秀”，
英语 '()*+,-。报道让笔者联想起十多年前在区里一个
拓展办公室工作时引进“动漫嘉年华”一事。开展那天，
购票的队伍从多媒体广场（今兆丰广场）蜿蜒到定西路
上。活动安排在多媒体广场五楼大厅。表演者和观众都
是未成年的少男少女，看似痴头怪脑，玩起动漫剧里的
桥段，却是十分的认真。当天不仅是上海本地粉丝，连
苏浙一带的动漫迷们也赶来轧闹猛。由于场地狭小，差
点酿成踩踏事故，区里紧急叫停，第二天停办。没料想
的是，当年那场动漫嘉年华中表演“真人秀”的年轻人
中，有的已成为上海滩乃至全国的“二次元”大咖。大咖
们现在的身价———站台（出场）费，少则上千，多则上
万。他们中有的开了自己的真人秀工作室，有的受雇于
某动漫生产商。他们的“二次元”玩遍了全国。这样的
“玩”还能和“玩物丧志”连在一起吗？

大兄弟“玩出来的再就业”和“二次元”大咖们玩出
来的商机，让我对“玩物丧志”有了新的理解。不分青红

皂白，将所有“玩物”都归
之于“过错”有失公允。窃
以为，一个人的成长成才，
其实和“爱玩不爱玩”没多
大关系，关键是“玩得健康
不健康”。玩物未必丧志。

与燕子朝夕与共
施弟敏

! ! ! !我回老家看望妹妹，见妹
妹新房子很漂亮，非常高兴，正
欲进门，发现堂前石阶上一堆
泥草碎屑，破碎的小蛋壳和四
溅的蛋黄。我一惊，妹妹说，这
燕子在她廊檐底下硬要筑巢，
泥草碎屑落在台阶上很脏，她
给剿掉。我压不住愤恨大声说：
“怎么可以这样，燕子是益鸟，
是为你送吉祥送福来的，你却
这样残忍啊！”我的训斥声引来
了小队邻居围观，小队长说：
“古人有种花招燕子的举措，燕
子到哪家，是哪家福祉。”可怜
那遭劫的双燕在院子里绕着檐
前穿梭鸣叫，其声时而急促尖
利，时而悲泣凄咽。真是一派
“窥人燕子哭无情”的凄凉景象。

燕子能祈福，世俗是这样
认为的，究竟如何本人未曾考
证过，但它起码是人类的朋友。

同在地
球上的

一个生命，万物之灵竟如此残暴
地对待一个弱小的生命，于心何
忍。妹妹默认了过错，愿意让燕子
在她屋檐下重新筑巢。
就在几天前，我去兼职的学

院上班. 一踏上学院办公室的走
廊，日语班的袁老师冲着我说：
“施老师听见了吗，燕子归来了，
叽叽喳喳，
向 你 道 谢
呢！”我抬头
看廊顶，那
监控器探头
与廊顶夹着的厚塑板之下，去年
留下的燕子窝依然完好，两只黑
色的燕子正一进一出的轮番衔泥
加固旧窝，有时还呢喃细语，想必
是双燕远游归来，重回这个曾经
是它俩伤心地的旧窝，倾诉着不
胜感慨。那燕子似乎与我似曾相
识，小脑袋一转一转的窥视着我，
并叽叽喳喳的对我唱起来。我虽
然不懂燕语，但我自信，这是在对

我表白出自肺腑的感恩。我激动
了，向它们招手说：“远游辛苦了，
欢迎你们双双归来养男育女。”
师生们天天目视燕子的辛劳

动，期盼着巢内雏燕安然。不料一
个晚上风雨来袭，雨水从楼上的
阳台泻漏下来，而燕巢正巧在漏
缝底下，被无情地冲坍了。小燕子

被冲落，跌
在地上，盲
目地张大嘴
巴，不停地
扑翅。老燕

子在不远处盘旋徘徊不知所措，
只是时而发出悲天恨地的鸣叫。
有人为可怜的小燕子找了松软的
棉褥垫上，放上食物，但仍无济于
事，人们与燕子父母都无可奈何
的眼巴巴看着乳燕在挣扎中死
去。我把两只小燕子尸体埋入了
校园花坛里算是入土为安了。坚
强的燕父母，忍着悲痛继续衔泥
重建家园，很快新巢在原址上又

筑了起
来。黄
校长还
特地叫泥工把楼上阳台修补防
漏。我凭经验，担心新涂水泥与老
水泥不会亲密无间，防水效果不
会很佳。一旦风雨再至，后果不堪
设想。于是我先在办公室用硬纸
片塞在监控器探头顶上遮住燕
窝，但半天下来，硬纸片两头垂
下，效果显然不好。我便到装潢店
去寻找到一块 /&厘米见方的厚
塑料片代替纸片。果然不出所料，
燕巢刚筑好，一场大雨又来了，我
急忙走出办公室观看，阳台没有
修好，水仍哗哗漏下，但此时有厚
塑料片保护，雨水只能从塑料片
上向四周泻去，燕窝安然无恙。不
时听到两代燕子呢喃细语的欢
乐。雨一停，燕子便带着高吭嘹亮
的鸣叫掠过院墙觅食去了，

这个与燕子朝夕与共的五
月，我觉得生活异常快乐。

普利特维采湖之美
陈 宪

! ! ! !克罗地
亚普利特维
采湖国家公
园，与波黑
接壤，由 !0

个相互连接的天然湖泊组成，所以又俗称“十六湖”。
!%%!年开始的南斯拉夫分崩离析过程中的克罗地亚、
塞尔维亚与波黑三国杀的第一枪就发生在这里，战火
曾经延续 1年之久……
疆域分治界线重新确定，刀枪入库，这里逐渐成为

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向往的避暑胜地。于是，我们慕名
前往克罗地亚普利特维采湖国家公园。

抵达又称“十六湖”的普利特维采湖，通过居高临
下俯瞰与遍湖走访，发现该湖呈带状蜿蜒于山谷之中，
分为上湖区与下湖区。上湖区有 !$个湖，下湖区 2个
湖。湖泊两岸林木茂盛，湖水碧绿通透，一眼见底，湖与
湖之间有栈道相连，方便游览。下湖区虽有大大小小的
瀑布，但因水流与落差较为有限，以我之见，瀑布并没
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的豪迈之气势，
但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婉约碧玉之美，所以我认为
“十六湖”之美，美在柔情似水；美在山水流绿。

面对“十六湖”碧波通透，山水流绿之美，我渐渐情
绪盎然，疑似少年轻狂：仿佛挥挥手，就招来阵阵湖水
生成的山谷清凉之风，抒一衷流绿情思触动心灵：年轻
时多么渴望命运波澜迭起，如今双鬓染霜，才知人生最
曼妙的风景是内心的淡静与从容，犹若“十六湖”的通
透与静谧。

只集一套人民币
何鑫渠

! ! ! !我不是收藏爱好者，更不爱集币，却
喜收藏第五套人民币。为何？原因很简
单，我喜欢旅游呗！
说到旅游，几乎没有人不喜欢的。而

到哪里去旅游完全取决每人内心，如果
一定要按照标准，有 2个标准可参考：!3
联合国颁布的《中国世界遗产名录》1&
个；$3 国务院命名的
国家重点风景区 $22

个；/3《国家地理杂
志》评出的景点 !!1

处；23 国家旅游局的
14景区 $25个。但有限的人生只能择其
精华中的精华一游，那第五套人民币背
面上 0个景点应该必游。

0个景点分别是 !&&元的北京人民
大会堂、1&元的西藏布达拉宫、$&元的
桂林山水、!&元的长江三峡、1元的山东
泰山、!元的杭州西湖。选中杭州西湖等
0个景点，首要是风景的独特性，说得通

俗点，就是普通旅游者一眼能够区别并
留下美好印象的景点；其次要包括山、
水、湖、城、宫、堂等最常见的风景类型；
再次 0个景点在中国大陆东西南北两个
交通轴上。其中杭州西湖、桂林山水、山
东泰山被联合国、国务院、旅游局、中国
国家地理杂志同时选中相当不易，要知

道，联合国的标准是
人文为主，国务院以
自然为重，国家旅游
局体现政府意志，《国
家地理杂志》展示百

姓意愿，是必游中的必游景点。而三地中
硬要挑一，杭州山、水、湖、城、宫、堂均
全，且交通最为方便，城市与自然融合在
一起。看来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不去苏杭，死了冤枉”是有点道理的。

人生六个景点当然必游咯，不然赚
钱为什么呢？我想这也是设计发行第五
套人民币的心愿。谢问您已去了哪里？

京
剧
票
房
六
要
素

秦
来
来

! ! ! !我跟赵志诚先生算不
上老朋友，平时交往也不
是很多，在一些京剧票房
活动时有过接触。$&!1

年，在市文联指导下的一
次有关“京剧票房”的学术
研讨会上，他不仅作了很
好的发言（这次活动也是
出自他的创意）；而且他为
研讨活动所做的工作，也
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因为我正在完成一个

“新时期上海京剧票房”的
课题，能与来自外省市和
海外的 /& 多位京剧票界
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受
益良多。
随着交往的增

多，也看了他写的
关于票房活动的一
些文章，我感到他
是京剧票界有思想
的爱好者和活动组
织者。他把对京剧
的热爱、对专业老
师和戏迷票友的尊
重、友爱倾注在他
的文字中、他的票
房活动的实践中。
在《试论京剧

票房六要素》中，他
列出了：一、宗旨是京剧票
房的文化和灵魂；二、定位
是京剧票房的性质和形
式；三、制度是京剧票房的
规矩和纪律；四、人员是
京剧票房的根本和源泉；
五、经费是京剧票房的保
障和支撑；六、场所是京

剧票房的基础和前提。这
六个要素，基本涵盖了创
办京剧票房的所有。
除此之外，他又提出

了“玩票六原则”，这六原
则是：不拜师皆为师，不参
赛艺不懈，不近色多交友，
不吝啬多资助，不求名求
快乐，不谋利谋充实。倒也
点出了票房中的一些门
道，他指出：“真正的戏迷
票友在这方面（金钱）不
要吝啬、不要抠门，一个
月的花费不会超过抽烟
喝酒打麻将的支出，花这
个钱既有利于身心健康，

又能以戏会友，何
乐而不为呢？人生
苦短，珍惜人生，
就要活得精彩。钱
是为活着服务的，
而不是为钱而活
着。当钱为你带来
快乐的时候，钱是
有价值的，否则就
是白纸一张。况且，
爱好京剧是一辈子
的，为了明天，为了
许多年以后还有京
剧这个快乐园地，
我们做一点投资不

是很有意义吗？”
赵先生的心得，绝非

“纸上谈兵”。早在 $&&&

年，他联合几位票友创建
了上海“余杨京剧研习
社”，!5年来坚持活动，虽
历经风雨，但越办越兴旺。
$&!&年，他又联合几位票
友创办了“弘扬社”，作为
“余杨社”的升级版，历经
多次调整磨合和探索，最
近的发展呈良好的态势。
“要用文化意识去滋

润票房，要用经营理念去
管理票房，要用人格力量

去塑造票房，这样才能反
映票房的文化属性，才能
符合票房的运作规律，才能
保证票房的持续和发展。”

赵先生的这些心得，
对于创办和延续京剧票
房，具有普遍的借
鉴意义。他结合自
身的经历和感悟，
对怎么玩票（学艺）
和办好票房，向戏
迷票友和票房提供了十分
宝贵和中肯的建议。$&!0

年 "月受《新民晚报》委
托，我向 !&家沪上的票社
约稿，其中就发表了赵先
生撰写的《打造一方乐土》
的文章，介绍了“弘扬社”
的情况，产生了一定的社
会影响。他的“重视对京剧
票界文化的学术研究”的
呼吁，体现了他看问题的
深度和高度，十分可贵，值

得我们去关注和重视。
赵先生不仅“玩票”，

还喜欢结合京剧写一些诗
歌，包括“四大须生”、“四大
名旦”，以及京剧名家，都
是他诗中的主角。当然还

有他关于票房的，
他在《情系京剧·票
界篇》中写道：“皮
黄二百龄，依旧焕
新生。你爱时髦雅，

吾尊古韵清。团圆笑宝钏，
告别哭莺莺。多少悲欢事，
戏中戏外情。”短短四十
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