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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7文娱

油画《东京审判》全长 !"#米

! ! ! ! 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篆文，在中
国文字的发展历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但由于时代久远和认知困难，研究
者已经日趋减少。为在书法艺术上把
传统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上海书法家
许思豪花费了将近 !"年功夫，集金文
书写家喻户晓的唐诗宋词和古代美
文。日前，《金文拾贝———集金文书诗
文百篇》修订重版。

金文等古代汉字晦涩难懂，不仅
一般的书法爱好者不敢轻易临习，即
便是学养深厚的书法家，对古文字也
往往会望而生畏，以古文字形体创作
成功的书法更是凤毛麟角。如何帮助
金文从古老的文化遗产中走出，许思
豪从 #" 多年前就开始有一个大胆的

尝试：用金文和诗词相结合，进行书法
的重新创作。

别人眼里平淡无奇的古代汉字，
在许思豪眼里就变成了闪闪发光的珍
宝，他自己说金文像浩瀚的大海，自己
便如海边的顽童去拾最美的贝壳。有
时候为了寻找一个字，凑成一首诗，犹
如大海捞针，深陷困境而不能自拔，有
时候几天几周只能找到一个字。太多
的困难让许思豪举步维艰，但他没有
放手，最终编辑出版一部金文书法作
品集，以金文书写大家耳熟能详的一
百首经典诗词名篇。

安徽大学校长、著名古文字学家
黄德宽教授称赞，许思豪为金文书法
创作填补了一个空白。创作金文书法

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熟悉金文
以及特点和构型规律，二是具有书法
家的艺术功底，三是肯坐冷板凳，有锲
而不舍持之以恒的精神。许思豪费尽
了心血，十年磨一剑，在业余时间里潜
心于金文的学习和书法创作。没有宠
辱不惊的平和心以及持之以恒的坚强
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 $%"&年初版之时，《金文拾贝》
只印刷了 #%%%册，#%年后在二手书网
站上书价翻了若干倍，这本小众图书已
经成了很多古汉字爱好者、书法家们案
头参考。由此许思豪有了修订重版的想
法，更正初版的错误，并增补了《兰亭集
序》《归来去辞》《心经》《前（后）赤壁赋》
等金文书古文八篇。本报记者 乐梦融

找一字如大海捞一针
许思豪!金文拾贝"编撰故事

! ! ! !正在中华艺术宫展出的巨幅历史油画《东京审判》，全长
#'(米，高 )米，展示了包括参与东京审判的法官、检察官、
被告、辩护律师、证人、法庭工作人员等各类人物 )%%余位，
'#(人次。画家李斌从东京审判“开庭 &%周年”画到了“闭庭

&%周年”，等这次展览闭幕，他还要根据现场观众的
意见再进行修改，“增添宪兵的场面，增加法庭

威严感”。至于什么时候真正可以宣布
画完，“大概要等到今年 &月 &

日吧。”

! !文字与画面并置
生于 #*)*年的李斌，声如洪钟，身上

有着那代人特有的历史责任感。《东京审判》
画面上的人物周遭，密密麻麻地印满了当时
的庭审记录文字，如实反映了检方、辩方、证
人的观点，让立于其面前直视画面者，有透
不过气来的紧迫感。“上面的文字都是从庭
审记录中抽出来的原话，既要是庭审内容的
重点，又必须有概括力。”上海交通大学东京
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为此付出了许多
努力。

李斌认为，这样文字与画面并置，用绣
像人物方法、+比 +比例的绘画表现方式与
所表现的题材有关。从 +*)'年到 +*)(年两
年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 ,级战犯进
行审判的过程，法庭上充斥着各种人的说话

声音，然而从声音到图像，是一个
从抽象到具象的过程。从什

么样的途径才能真
实了解当时那

些人的

真实模
样呢？李斌从
美国国家档案馆买来
了当年的庭审记录胶片，从中
节选了 +- 个小时，“$ 年半时间庭审
的日子，有个 +-人组成的摄影队，每天 (个
小时不停地拍，胶卷堆得山一样高。”

从开始在心中构思这幅画，李斌就每天
盯着买来的 +-个小时的影像资料，硬是把
屏幕上所有出现的人物都认识了一遍。“溥
仪在里面说了八天，我画上去，有的证人只
说了一句话，我也画上去。”历史上有名没名
的人，都在这幅宏大的历史画卷中以最接近
真实的面貌展现在大众面前。

史学与美学结合
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法庭上的人大部

分时间都戴着耳机坐着说话。这对于画面构
思来说是一种挑战，于是，李斌把画面分成了

三个部分，开庭篇、闭庭篇、与中间法
官的合影，连接处是庭审过程。

“绘画艺术不仅仅要
把人画得像，更重要的是
构成，仅起到照相机的作
用是不够的。”从事历史画
的画家应该具备的能力是
既要还原历史人物的风
貌，画的本身也要有韵味。
画家如何走笔自然会吸引
观看者的眼球。《东京审
判》的画幅如此之大，给艺
术家的创作带来了时间上
的紧迫性，这样的紧迫性
又有意无意给画面的走笔
带来了一种活跃之气。“画
笔与画布自如的碰撞，既

自如，又要相对准确。”因为现存影像里的人
物动作已经如此生动，一味模仿是愚蠢的。

可以说，《东京审判》这幅作品，是史学
和美学的紧密集合，也是功能和审美之间
的交错。为了更接近历史，就在前不久，李
斌把法官检察官的群英像那一段，又重新
画了一遍，他还要继续修改，让宏大叙事变
成普罗大众都能接受的面貌，在审美中了
解史实。

李斌说：“以往，我们围绕着抗日战争历
史的题材总给人以悲壮的、哭诉的、仇恨的
感觉。但这段历史中的东京审判却如此不
同。今天我们要对所有战场和法庭上的英雄
致敬。”

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梅汝璈之女梅小
璈评价，一般艺术家往往激情四溢，作品中
主观、写意、浪漫的因素较为明显；另一方
面，也有极端重视细节乃至宏观视角不够开
阔的状况。李斌仔细查看了大量影像和书面
资料，把宏大场景和需要表现的所有人物的
状况完全调查清楚，然后选取极具代表性的
细节、情态，恰到好处地予以描绘，又处处契
合正义、和平的主题，有突破性的发展。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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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上铺满人和“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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