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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钩沉

本报讯（记者 李 岩）近日，中国文联
2023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立项项目公
示，我市青年导演夏基翔申报、主创的话剧
《生命状》入选。

商丘归德话剧艺术中心承制的 《生命
状》是以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黄伟和
商丘市水上义务救援队为创作原型，整个
剧在呈现形式与方法上均有创新突破，美

轮美奂的场景，坎坷曲折的故事，朴实易
懂的语言，让观众情不自禁流泪、鼓掌。
《生命状》公演以来，媒体连续报道，观众
好评如潮。

作为河南省重点文艺创作项目的《生命
状》不仅填补了我市本土原创话剧艺术门类
空白，也是河南省今年唯一入选的中国文联
2023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立项项目。

夏基翔表示：“话剧《生命状》自创作
以来，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媒体、观众的大力
支持，获得了初步成功。这次得以入选中国
文联2023年度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立项项
目，一方面是对我们目前的创作和艺术水准
认可，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更上一层楼的鞭
策与期望。我们将继续取长补短，寻找不
足，努力讲好‘商丘好人’故事。”

话剧《生命状》入选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项目

在商丘，贾长城赫赫有名。我之于他，
确乎心仪已久。

贾长城，绝非凡夫俗子。他系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商丘
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系中国艺术创作院书法
创作院副院长、河南省炎黄书画院副院长、
《书法》杂志特聘书法家。

不需夸张，贾长城乃书法界不可多得之
才，称其为人中骐骥亦不为过。他完全可称
得上书坛一员名将，至于影响力有多大，先
前我可真说不清楚。好在近日我看到陕西省
国画院研究员、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学术委员
张渝评论说“贾长城寓居小城却有全国影响
力”，这不禁令我眼前一亮，心灵共鸣。我
认定，对贾长城如此高的评价、如此高的定
位，绝非溢美之词。

其书法作品参与中国书协举办的展览有
30余次。全国第一、三、四届楹联书法展，
全国第一届大字书法展，全国首届正书大
展，全国第二届行草书大展，全国第七届书
法篆刻展，全国第六、七、八届中青年书法
篆刻家作品展，中国书法家协会首届优秀会
员作品展，中国七子书法巡回展 （举办 9
次）等。

其作品频频获大奖。书写的 《明诗三
首》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创作奖；两幅
作品获全国第八届中国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
展三等奖；还有作品曾获中国企业文化年文
化艺术博览会国粹奖大奖、首届敦煌书法艺
术节“百家奖”、首届中国书坛青年百强榜

“十佳”书家等。
其多部书法作品集问世。华夏翰林出版

社、河南美术出版社、吉林大学出版社、中
州古籍出版社等分别出版了《首届兰亭奖获
奖作者作品集——贾长城书法作品集 》《墨
海弄潮百人集——贾长城书法作品集》《翰
逸神飞——贾长城卷》《涤心斋书法》等；
《中国当代书法家辞典》《中国历代书法家人
名大辞典》《河南书法五千年》等书画集或
辞书，均有其条目、作品及传略载入。

书家对其好评如潮。诗人、作家、书法
家王澄评说：“长城之作品可以孙虔礼‘古
不乖时，今不同弊’八字概括。他之传统功
力是深厚的，因而，他写任何书体，都有一
个‘古’字在支撑着；他之审美意识是前卫
的，因而，他的作品始终保持着浓郁的时代
气息；他非常重视综合素质的提高，因而，
他的风格虽属流行，却与时俗无缘。”著名
书画评论家严学章，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得者
方建光，河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孙
荪和湖北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三峡大学书
法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
师周德聪，中国书协会员、书法博士陈培
站，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江苏省书法家协
会副主席、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主席谢少承，
上海《书法》杂志原执行主编、中国书法家
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胡传海，河南省书协副
主席、《书法导报》副总编孟会祥，中国书
协会员、副教授李林等名家评论贾长城作品
的文章，亦先后在《书法》等媒体发表，可
谓不同凡响。

这一切的一切，正面的佐证和侧面的印
证，均言之凿凿，公允而鲜明地昭示：对贾
长城的评价与定位，具有相当的客观性与权
威性，他的的确确是位颇有全国影响力的书
法大家，是饮誉华夏的书坛翘楚。

贾长城先生何以成功？奥秘何在？诚
然，他天资聪颖、禀赋不凡，但绝不是成就
大器的决定性因素。

尊重传统，神交先贤。贾长城和书法结
缘于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启蒙得益于汉隶，
后走上碑帖融合之路。张芝池水尽墨，智永
40年不下楼，赵子昂日书万字，何子贞朝夕
不废笔墨等人深学苦研书法的事迹，使他深
感学习书法不易，从而激发了他孜孜不倦的
进取精神。他把自秦汉至明清不同时期的不
同书体、不同流派的书法作品梳理抉择，汲
取精华，滋养自己，体现出对传统的深情。
他是个睿智的思想者，师古而不泥古。在其
心目中，王羲之书法，秀润旷达、端庄清
和，而少了些许浑朴厚重之气；颜真卿的楷
书，圆厚朴实，力能扛鼎，但又不如其行书
酣畅淋漓。从而，他在思索中坦诚地展开与
先贤的心灵对话，深入挖掘出赓续传承的基
因密码。他以勤奋临帖为基础，反复锤炼线
条的质量，细心体悟，以博学多闻的视角来
寻找书法艺术传统与时世的契合点，逐渐开
启书法创作的自由之门。

笔随时代，贵在出新。2006年，贾长城
负笈京华，深造于中国书法院，拜师交友，
博观约取，从社会流行元素中汲取营养，滋

润心灵。海纳百川，彰显厚德载物的格局；
宏阔的文化视野，昭示其自强的进取精神。
从而，他形成了入古出新的创作理念。他先
以颜真卿、何绍基行草书为根基，辅以篆隶
之法，再将多种书法元素融为一炉，别出心
裁，其行草书颇有翩若惊鸿、宛如游龙之
状，行中有草，草中有篆隶，而篆隶中又有
行草的意趣，于开放中蕴含着精微，于豪迈
里透露出飘逸。有论者赞其作品开合有度，
轻重得宜，疏密有致，节奏明快，富有阳刚
之美。

贾长城在几十年的笔墨生涯中，对创作
书法精品有着深切的体认：要有静气、清气
和灵气。首先，创作一定要保持定力，静下
心来，将自己调整到最佳精神状态，如此写
出来的字方能静而雅。须知沉静的墨韵，是
多方熏陶的结晶。其次，通过自我修养、借
鉴他种艺术蓄养清气。清气是一个人的情
怀、风骨、格调的体现。有了清气，书写出
的作品方能格调清新，耐人品味，正如唐代
韩愈所言：“笔追清风洗俗耳，心夺造化回
阳春。”再次，创作时要有灵气。而灵气则
是一个书者气质和心智的表现。聚精会神，
浸淫其中，思维活跃，灵气自来。

书法之法，其妙在人。以心驭笔，心笔
双畅。在贾长城的心目中，书法如纸上的芭
蕾，似有形的音乐。所以，书法创作当以人
为本，明德扬善，助推文明，悦己悦人。只
有将人品与技巧共生共养、同步同频，方能
具有用笔、结字、谋篇的掌控能力，赋予作
品“神、气、骨、血、肉”气质，营造出空
灵通脱的意境。换言之，人生的境界决定书
法艺术的境界，文化素养的高度决定书法品
位的高度。他从清初八大山人、弘仁等大家
特别是弘一大师的作品中，参悟到以真情入
书的至理，又从颜真卿树立的“无意于佳乃
佳”的范例，领悟了“书，心画也”的真
谛。进而他体认到：古贤与今贤的结合点是
高雅，人品与艺品的结合点是高尚，而只有
好的人品才会出好的作品。继而他形成了

“重情致轻技巧，重神气轻形貌，重布白轻
笔墨”的创作信条。他以“清荷”为别署，
昭示其对纯洁高雅的追求；以“涤斋”名其
居，映照出涤荡心灵尘埃的深意；书写的

“昨夜朔风吹倒人/梅花枝上十分春”“律己
宜带秋气/处事宜带春风”等名诗、名词、
名文、名句，字里行间荡漾着高雅的气息，
亦是自我的心灵洗涤；时时保持着谦谦君子
之风，又利用自己的特长热心做些公益。多
年来，他在城乡义写春联、中堂和“福”
字上万幅，还为宋城公园、香君公园、紫
荆公园及学校与公益性社团义务书写名
称、牌匾等上百处。如切如磋，如琢如
磨。由此足见其品格上的磨砺和精神修养的
自觉提升。

“眼界高时无物碍，心源开处有波清。”
贾长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决意利用大好
时光去创作，做到心情好一点、作品精一
点，以展示个人心怀天下的人生价值，以展
现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当下，他正踔厉奋
发地行走在攀登书法巅峰的路上。

入 古 出 新 匠 心 独 运
—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得者贾长城成功之道探秘

□ 杨 石

一部动画片，感动无数人。影片《长安
三万里》之所以能感动人，更感动了许多商
丘人，这是因为商丘人看着更觉亲切，我有
这样的体会。

一是以历史原貌为主题，以高适和李白
相识、相知、相敬、相帮为主线，纵横捭阖
历史事件和人物，穿越历史空间，让各种事
件、各类人物在相应的环境中出现，既尊重
历史，阐明事件发生的因果，又利用各种场
合勾画出了各类人物的气质特征。全剧以主
要人物为主线，对主要人物塑造得比较成
功；对次要人物虽着笔不多却活灵活现，使
观众见上一两次就难以忘记。

二是在弘扬塑造积极向上主要人物形象
的同时，又批评鞭策了消极享乐者的形象。
第一主人公高适积极向上，忠心报效国家，
虽几经波折仍矢志不渝，越挫越勇，有差距
就学，有短板就补。累了，疲倦了，他就回
到梁园，梁园可以说是高适多年耕作之处，
也是他的魂归之处，“吾心安处是故乡”，梁
园是他灵魂栖息之地。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
力，最终由八品小吏成为节度使。论文，他
是那个时代文坛佼佼者之一；论武，他与郭
子义统帅两支大军南北策应，围歼叛军。影
片也勾画了消极享乐者这个群体，他们虽有
报国之志，但经不得挫折，一经挫折，不是
牢骚满腹，就是游山玩水，到处求仙问道，
他们得过且过的消极形象对后世产生了不利
影响。

三是揭示了梁园由汉朝鼎盛期到唐朝由
盛到衰败时期的文化传承。虽经战乱摧残，
昔日亭台楼阁多变成了断壁残垣，七台八景
也时过境迁，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文人墨客聚
集梁园？为什么祖籍河北景县的高适却来梁
园落户？为什么李白、杜甫等也不远千里来
到梁园？高适耕作习文练武在此 26年，且
每次落魄之后为什么又回到梁园？

李白之所以“十载客梁园”，虽因为
“千金买壁”得到红颜知己的冲动、感动，
更因为梁园识才、爱才、崇才、敬才的氛
围。梁园浓厚的文化底蕴、风土人情、淳朴
民风、好客传统感动了他，他才在此生活、
喝酒、放歌。李白在梁园因为“千金买壁”
得到如意妻室，从此前朝宰相孙女宗煜跟定
李白一生，李白去哪里，宗煜就跟到哪里，
当李白蒙难时，宗煜上下打点，四处找人，
朝廷才赦免了李白。

在唐朝时，汉朝刘武所建造的三百里园
林虽然破旧了，但梁园好客淳朴的民风仍
在，汉朝司马相如、枚乘、邹阳、公孙诡、严忌、羊胜等文学
大家们打下的文化底蕴犹存，且文学仍然厚重并得到了传承。
梁园精神永驻，梁园魂魄长存。这应该是高适长期居住梁园，
李白客居梁园十年，还有杜甫、王昌龄、岑参、李商隐、王
勃、李贺等文人常在梁园集聚的真正原因吧。

如今，汉唐文化已扎根梁园每寸土地，汉唐文化已沁入到
梁园人民的血液里。我们相信，借电影《长安三万里》的力
量，梁园人民找到了精神家园，梁园人民既能铭记历史、踔厉
前行，也能乘风破浪正当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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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长城书法作品。

公元 744年，唐朝著名诗人高适游览芒
砀山，史料记载，这一次高适是和李白、杜
甫从睢阳出发结伴出行的。高适《宋中十
首》中云：“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砀间。赤
帝终已矣，白云长不还。时清更何有，禾黍
遍空山。”高适是如何从睢阳到达芒砀山的
呢？是坐船、骑马还是步行？从高适所作
《东征赋》中可以看出，高适从睢阳出发是
选择坐船，因为《东征赋》写有“出东苑而
遂行，沿浊河而兹始”，“东苑”本是西汉梁
孝王修建的园林，在睢阳东南睢水两岸。
《史记·梁孝王世家》 记载“梁孝王筑东
苑，方三百余里”，东苑又叫梁园。“浊河”
即隋唐大运河，因引黄河水通航而导致河水
浑浊，故称浊河。

“朝临孟渚上”说明高适早上就从睢阳
出发了，孟渚泽在睢阳古城东北、虞城西
北、曹县东南、单县西南。孟渚泽又作孟
诸、望诸、盟诸、明都，是中国九大古泽之
首，《禹贡》《左传》《周礼》《尔雅》《史
记》《汉书》均有记载。睢阳到孟渚泽还有
一段距离，高适很可能从隋唐大运河坐船经
睢阳渠北上转到孟渚泽。关于睢阳渠，古籍
有明确记载，东汉末年曹操开凿了睢阳渠。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七年
（公元202年）春，正月，曹操军谯，遂至浚
仪，治睢阳渠。遣使以太牢祀桥玄。进军官
渡。”睢阳渠因在睢阳境内利用古睢水以沟
通汴、淮而得名。睢水在睢阳城南，北汴河
在睢阳城北，曹操通过开凿运河将两条河流
连接起来，但不可能全部在平地开河，为节
省人力、物力，就充分利用天然湖泽，开凿
睢水到孟渚泽（这一段距离较短），然后从
孟渚泽连接北汴河是一个最佳方案。由于
东汉至唐代商丘所遭受的黄河水患较为轻
微，商丘依然保留着汉代以来的地表，这
条睢阳渠可能至唐朝还在使用。高适等唐朝
诸多诗人去芒砀山有可能都是选择这条最近
的道路，即从睢阳城南隋唐大运河出发，经
睢阳渠，到孟渚泽，从孟渚泽到北汴河。北
汴河流经芒砀山北麓山脚下，距离芒砀山仅
10 余公里，汉唐时期芒砀山周围水系发
达，河流众多，湖泽密布，从北汴河到芒砀
山也应该有水道相通。如果高适从隋唐大运
河一直向东南行，到夏邑或永城再转往芒砀山，距离就远了。

“忽见芒砀间”说明孟渚泽面积很大，芒砀山群峰凸显。
高适的这句诗为探索唐朝睢阳到芒砀山的水上通道提供了

重要参考资料，为研究商丘唐朝水运状况增添了一笔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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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夏邑县曹集乡老年文化艺术团
戏曲志愿者在长寿亭演出。该剧团自编自演，
演身边人，唱身边事，满满正能量，深受戏迷
称赞。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同学们，欢迎你们来到宋国故城考古发掘现场，商丘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举足轻
重的位置，我们的考古发掘就是在寻找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历史遗迹、寻找殷商文化的
源头……”8月24日上午，商丘市环保志愿者协会组织近百名学生志愿者到商丘宋国
故城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学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商丘市文物考古研
究院院长岳洪彬带领学生们走进发掘现场，深入浅出地讲解商丘“城摞城”现象，以
及目前发掘工作的进展，在学生们心中种下爱家乡、爱考古的种子。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摄

由 中 国
文联等主办
的中国民间
文学大系出
版工程系列
新 成 果 发 布
会 8 月 21 日
在 北 京 举
行。据了解，
通 过 开 展 对
民 间 文 学 的
大 规 模 信 息
采集、文本资
料整理、编纂
出版等工作，
截至目前，已
出版 62卷《中
国 民 间 文 学
大系》图书。

据介绍，
大 系 出 版 工
程 是 2017 年
中 共 中 央 办
公厅、国务院
办 公 厅 印 发
《关于实施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发
展 工 程 的 意
见》中的重点
项 目 之 一 。
2021 年 4 月，
该 出 版 工 程
列 入 中 宣 部
《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传 承
发展工程“十
四五”重点项
目规划》。

据介绍，
《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文库
建 设 是 大 系

出版工程的主要内容。目前已
出版的62卷《大系》图书，涉及
神话、史诗、民间传说、民间故
事、民间歌谣等 12个门类，来
自河南、河北、湖南、湖北等 23
个省份。

《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文库
所收作品按照科学性、广泛性、
地域性、代表性的原则编选，在
田野调查、文字记录、图片拍摄
和音频视频等信息采集以及查
阅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立
足区域特色，彰显民族民间文
化多样性，多维度、全景式展现
民间文学的历史风貌与新时代
人文精神。

据悉，在开展《中国民间文
学大系》书库编纂工作的同时，
中国民协广泛动员全国民间文
艺工作者，积极收集整理民间
口头文学作品及理论研究原创
文献等，不断充实大系出版工
程基础资料数据库。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累计收录
15956册，已完成 16.38亿字数
字化存录。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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