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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萍

地域文化，是一定区域范围内源远流长、代
代相承的文化传统，涉及历史遗存、人文地理、
民俗风情及一方土地上的人的集体性格、精神指
向等。地域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及其精神价值
的历史传承性，使其当之无愧成为文学艺术创作
的富矿。

宁波戏剧非常重视对历史人文的挖掘、创
作，不少剧目涉及当地的历史事件、文化名人、
民间故事、习俗等，让观众感到亲切，比如越剧
《明州女子尽封王》《走马御史》，甬剧《风雨一
家人》《典妻》《宁波大哥》《筑梦》《柔石桥》
《药行街》《江厦街》《宝顺轮》，姚剧《王阳明》
《严子陵》《五月杨梅红》《童小姐的战场》《鹦歌
姚》等。

《典妻》之于甬剧，可谓是地域题材创作的
成功典范。它由宁海籍作家、翻译家、革命家、
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改
编而成。柔石熟谙浙东风土人情，于鲜明的地域
性中彰显的是对女性命运和女性尊严共同的追
问，由此转向精神文化和生存、人性等方面的探
讨。

舞台上，如泣如诉的流水、苔迹斑驳的石板
路以及斗笠、花轿、宁式大床……民俗风貌逼真
地展现开来。而且，此戏博采众长，大量借鉴京
昆程式，甚至运用了芭蕾舞、话剧中的肢体语言
与表情、造型，但在唱腔上保留了浓浓的甬剧的
韵味，舞台美、文学美、画面美、音乐美充分融
合。

那是甬剧史上的一次突破、一次改革，被誉
为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一次性完成了地方剧
种由乡镇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质的飞跃”。

2019年，《典妻》被拍成了首部甬剧电影，
更具视觉冲击力。鄞江岸、白云庄、天一阁，画
面里的宁波美轮美奂。熟悉的地域景象和生活图
景，让人倍感亲切。

为纪念柔石诞辰120周年，宁波市甬剧团推
出原创新剧 《柔石桥》。戏中，柔石家乡的

“桥”作为一个核心意象，贯穿了烈士的一生。
跨过小桥，背井离乡，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从此在血雨腥风中不屈地战斗。《柔石桥》戏中
有戏，那就是烈士创作 《为奴隶的母亲》 的缘
由。此剧的上演，是对烈士及其作品的一次缅
怀、一次致敬。这样的作品，引起了观众强烈
的共情和共鸣。

余姚，被称为“东南最名邑”“文献名邦”，
有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余姚四贤严子陵、王阳
明、朱舜水、黄宗羲，他们对于宁波乃至整个中
国都有精神引领、学术影响和思想启蒙的作用。

通过艺术创作弘扬地域文化传统，能生动地
树立地方文化形象，扩大地方文化的影响力，但
这类戏不好写，因为缺乏戏剧的元素。姚剧《王
阳明》 撷取先贤一生最富有传奇色彩的几个片
段，如流放、遇刺、破贼、平乱等，串起主线，
制造悬念，同时吸纳了民间关于娄妃的传说，使
戏更加好看。而所有的人生际遇最终又归结到他
的哲学感悟上。剧本不仅具有清丽的辞情美，还
带着浓厚的思辨色彩，闪烁着理性的光辉。

越剧 《走马御史》 取材于 《宋史·陈禾
传》，讲述了北宋宣和年间明州鄞县走马塘 （今
宁波市鄞州区走马塘村）人陈禾的故事。他身为
御史，不畏权势、清正廉洁。此剧唱响了一曲反
对奸佞祸国、捍卫人间正道的正气歌。《走马御
史》上演后，反响热烈，从而引发人们对“进士
第一村”走马塘村的关注和追踪，更有人去探寻
东钱湖的二灵山 （也和陈禾有关）。戏剧弘扬了
本土文化，助力文化旅游，而以本土气息滋养的
原创戏剧更具有生命力。

当然，以上都是成功的案例，但地域题材的
作品，有些涉及历史事件，有些人物有原型，所
以，要把好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一个度。一方
面，要反对纪实化、平面化，不能对地域素材生
吞活剥、生搬硬套，戏剧有戏剧的规律。戏要好
看，才是真理。另一方面，不能脱离历史甚至歪
曲历史。

诚然，对历史剧来说，历史的真实性也不是
评判历史剧成败的标准，只是，民族责任、历史
教育、政治取向是剧作家回避不了的问题，何况
还是人们熟悉的本土的人和事。

那么，剧作家除了应该有正确的历史观，大
的历史节点还是要符合真实。其次，选择地域题
材，无可否认是有一定的文化功利性的。这个功
利性不是坏事。但是，只是为了某种目的，仅把

“地域”作为故事附着的一个背景，其中没有深
度的血肉的联系，在呈现上出现同质化，那就是

“亵渎”了地域题材。宁波戏剧的地域题材创作
一直是一种积极的倾向，而且付出了努力，取得
了硕果。对于地域题材创作的通病，还是应该警
惕。

也谈地域题材
戏剧创作

张芯蕊

■ 缘何是“猫”？

文人喜猫，见怪不怪。
“若是在月湖公园散步，人们常会看到一只或

几只花猫慵懒地蜷缩在青石板上，与周围有着千年
历史的人文景观融为一体。”李宏伟认为，这种景
致恰恰隐喻了“猫”在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
既是历史的旁观者，也是艺术的参与者。

曾几何时，猫从“捕鼠工具”变成了“生活伴
侣”，又衍生为“文化符号”，像是实现了阶层跃
迁。

西汉礼学家戴圣所编的 《礼记》 中提到，“古
之君子，使之必报之。迎猫，为其食田鼠也”，养
猫抓老鼠，是人们驯养家猫的起因。

至唐宋，猫逐渐脱离“捕鼠”的单一标签，成
为身份与审美的象征。北宋黑山沟墓室壁画中，颈
系红带的狸猫口衔黄雀，暗示猫已跻身贵族生活；
南宋诗人胡仲弓笔下“买鱼和饭养如儿”，更将猫
提升至家庭成员的地位。

也正因为人们对猫的熟知与了解，猫对人的亲
昵与神秘，让李宏伟在尝试过静物花卉、江南水乡
的风物后决定，选择“猫”作为观察对象与具体物
象。

“艺术创作的过程，经常需要找到一个表达的
绝佳载体。”李宏伟说，从马蒂斯到安迪·沃霍
尔，再到徐悲鸿、黄胄等大师都有画猫的作品，艺
术家们对猫的痴迷，或缘于其与人的性格相近，以
至于它们十分契合文人心中的某种意象。

比如，徐悲鸿以水墨写猫，《猫趣》 中狡黠俯
伏的猫，双目圆瞪，爪锋暗藏，既是对动物本能的
精准捕捉，也隐喻抗战时期国民的觉醒与抗争——

“怒猫”象征民族气节，“懒猫”讽刺逃避现实的利
己主义者。

再比如，马蒂斯的一幅充满生活趣味的作品
《猫与红鱼》，画面中的猫“戏弄”着鱼缸里的红色
金鱼，像是孤独中在寻求慰藉，鲜明绚丽的色彩更
是传递出了生动活泼的情感。

“在全球化语境下，猫的文化意义愈发多元，
比如憨态可掬的‘招财猫’以及 Hello Kitty、机
器猫等卡通形象，无不展现了猫作为文化符号的多
样性和包容性。”李宏伟认为，猫在不同艺术作品
中的呈现，往往蕴含着艺术家对时代的思考以及对
人性的深刻洞察。

也正因如此，作为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猫更
像是连接过去与现在、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使者。

“由此一来，‘美猫’系列便有了目标。”李宏
伟说，他从中国传统水墨画起步，后来又相继学习
了西方油画、日本动漫，三种绘画语言的重点各不
相同，在“美猫”系列的创作中，得以融会贯通。

“借‘猫’发挥，在技法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工
笔与现代卡通、西方当代艺术的绘画实践，也算是
与猫这个‘文化使者’的国际身份有所契合了。”
李宏伟说。

■ 宁波如何“养”出了猫系艺术

人们常用“猫系”来形容独立、神秘且自由的
个性与品格。

在李宏伟看来，宁波的艺术创作氛围也是如
此，“书香宁波给我灵感、热情”。

2022 年 2 月，李宏伟将自己的画室搬到了宁
波，在步行至月湖公园仅需 10 分钟的南苑饭店，
租下一间办公室，作为长期创作的“根据地”。

“我是杭州萧山人，对宁波并不陌生，但若论
深刻，还需从读懂宁波的‘书香’开始。”李宏伟
回忆，三年前，在著名画家何水法教授的“武义荷
花写生班”上，他与邻桌宁波书画名家瞿蓓相识，
也借此了解了众多书香之城宁波的文化故事。

带着故事重游宁波，更让李宏伟惊喜的是，除
了月湖的园林意趣、天一阁的藏书文化，中西合璧
的鼓楼与老外滩的欧陆风情更让这座城市具有了

“混血美学”。
“每一种风格既能够独立存在，又和谐融入，

体现了这座城市兼具开放与包容的多元气质。”李宏
伟开玩笑说，或许这座城市的风格就是“猫系”的。

两年前，李宏伟开始创作“美猫”系列，至今
已完成十几个系列的约三百幅作品。虽然每幅画作
都有着猫、花瓶、水果、酒杯等几种元素，但每一
幅画的色彩表现力又各不相同。

“有的画展现出马蒂斯绘画的单纯色彩，有的
则透露出蒙德里安色彩构成的痕迹，还有些画作则
像纳比派博纳尔笔下般鲜艳跳跃、明亮夺目。”浙
江省漫画家协会主席陶小明曾这样点评道。

十几个系列约三百幅作品，李宏伟认为最难的
在于保证色彩的丰富性和创新性，不让观众感到视
觉疲劳。“但如果从‘感性工学’的研究思路出
发，那么宁波的春夏秋冬、人文景观、日常生活，
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灵感源泉。”李宏伟说。

2019 年 9 月，李宏伟在日本国立信州大学大学
院综合工学系研究科完成了第二个博士学位——感
性工学博士的学习。这段学术经历，无疑为他的艺
术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论。

“感性工学的核心理念认为设计不仅是功能的
实现，更是情感的传递，所以它通过分析人们对色
彩、触感、声音等元素的感知偏好，设计出更符合
受众情绪需求的作品。”李宏伟介绍。

比如，月湖的晨昏晴雨皆可转化为可量化的色
彩方程式——

春季柳浪闻莺的“鹅黄+青灰”；盛夏藤蔓的
“黛绿+赭石”；深秋银杏叶铺地的“金棕+月白”；
冬雾锁湖时的“银灰+靛青”⋯⋯

这些从城市肌理中提取的“感性色卡”，通过
参数化建模生成无数个配色方案，最终在画布上凝
结为一个个色块。

“而经历了多次试验，通过明度、纯度、亮
度、冷暖对比度等多方面的调整，才促成了现在和
谐、简约而又亮丽的一幅幅个性分明的画。”李宏
伟说。

■ 当这只“猫”踏上丝路

陶小明认为，李宏伟的画，像是一块海绵，吸
收了很多东西。尤其从画面构成和色彩运用来看，
他的作品巧妙地融合了自印象派以来各类当代艺术
流派的技法。

“除了与我个人的绘画学习经历有关，这种融
合的风格更与绘画史上各流派的演变、发展以及东
西方艺术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密不可分。”李宏伟解
释，日本的古文化从文字、书法、绘画等，无不受
中国的影响。

比如浮世绘是受桃花坞年画，也就是江南地区
的民间木版年画的影响，在吸收西方绘画的透视技
巧以后，成为一个被西方人能够接受的、推崇的画
种，进而影响了印象派大师。

“所以印象派的画家作品虽然在光色处理、视
觉构建等方面做了调整，但其中仍旧有着大量浮世
绘的痕迹。”李宏伟说，这些流派风格的衍生，体
现了东西方艺术的相互借鉴。

不仅如此，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一直延续至
今。

上世纪 60 年代，以日本动画大师手冢治虫先
生为首的动漫画家，曾到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参观
学习，日本的动漫早年也深受中国动画片的影响，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我们同时也在学习研究日本
的动漫。所以整个艺术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
借鉴始终没有停止过。”李宏伟说。

日本著名画家平山郁夫曾说：“我踏上丝绸之
路的目的，是为了探寻日本文化的源流。”这种对
文化基因溯源的渴望，也同样影响着李宏伟的创
作。

“丝绸之路是文化交流的永恒纽带，宁波是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是东西方文明交汇
的重要节点。‘美猫’系列画作诞生于此，仿佛也
让这只‘猫’踏上了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东西方文
化的使者。”李宏伟感慨道。

2024 年 12 月，李宏伟带着几十幅画作赶往韩
国，参加世界规模最大的插画专业展览会首尔插画
展 （SIF），与众多艺术家和文化爱好者交流共话。
今年的 7 月至 12 月，“美猫”系列画作也将再次远
渡重洋，相继在日本东京、京都等地巡展。

基于此，这些猫便不仅是李宏伟对宁波多元气
质的感性诠释，也成了“艺术使者”。它们“轻
挠”着不同国家、城市的文化神经，既是一座城市
的倒影，也是文化对话的邀约。

锐观察

解码猫系艺术
的宁波基因

当 一 个 年 轻 、 创 新 的 文 化
空间，一次性“住”进了近百
只 不 同 肤 色 、 姿 态 各 异 的
猫。除了赏心悦目、趣味横
生，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些
在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生
活伴侣，如何转变为“文化使

者”，实现艺术嬗变。
3 月，由中国当代著名油画家

徐芒耀担任学术顾问，中国美术
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纤维艺
术系硕士生导师阿萨杜尔·马克

洛夫担任策展人，“‘美猫如花 百猫百姿’——李宏伟绘画
艺术展”即将在宁波市文化馆 117 艺术中心开展。

李宏伟长年任教于中日两国艺术大学，是动漫学方向艺
术学博士、感性工学方向博士 （学术）。此次来甬将展出 80 余
幅以猫为载体的画作，以或慵懒或优雅的形态，或明亮或暗
淡的色块，展现猫这一动物的多元气质与人文肌理。

在他看来，“百貌百姿”的猫群创作于宁波，既是与这座
城市的创造性对话，也是对文化交流符号创作的探索。

《走马御史》剧照 （宁波市演艺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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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伟在首尔插画展上即兴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