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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府书 艺有奔先
长青

西秦 大地 ，人 杰地
灵。书 法 艺 术在这 里放
射着 异 彩，在众 多 的 书
家和 书 法 爱 好者 中，任
步武 先生 以其执著 的 追
求，深 覃 的 功 底，在 山 城 宝 鸡 书 法 家 中
虫树一帜。他的 墨迹先后 被 《中 国 艺术
界名 人辞 典 （书 法 卷 ）》，《当 代 书 法界
名人辞 典 》等 收 入；西 安 书 法艺 术博物
馆、扶风、麟游 博物 馆 以 及云南 曲 靖市

碑书 画碑林，郑 州 黄河碑 林 等地 也 将
他的 作 品 收藏 ；他还 为 重建法 门 寺 纪 念

碑和 药 王 山 孙 思 邈 医 德 纪 念 碑 书 写 了 碑
文……。他 的一 篇 篇 不 朽佳作，引 起了
书法 界 的 关注 和好 评。而对一 次 次 成
功，任 步 武先生从 不 固 步 自 封，更 不到
处炫 耀，至今，他 的 成 就 和 荣誉，在 他
的工作 单位 宝 成 通用 电 子 公 司 还 鲜 为人
知。

任步武先生 ，字 奔 先 ，祖 居陕西，
生于 1933年。他 自 幼 喜好 书 法，以后 在
部队近30年 的 戎 马 生涯 中 ，亦未 间断 临
池，惜 无师 承 ，走 了 不 少 弯 路。俗 话
说，人 过30不 学 艺 ，可45岁 了 ，任 先生
学艺 的 心 志 仍 坚定 不 移。从部 队 转 业
后，他 拜 著 名 书 法 家 为 师 ，认真地研 习
书帖，“一点一 画 无假借，心摹 手 迹 不
轻下 ”苦练不 辍 ，就连 大年 三 十 和 初
一，他也要研 墨 习 字，在 孜孜 不 倦 的 追
求下，无 不 精 心 临 摹 ，尤得 益于欧 、褚
楷法 ，后 又 追 溯 二王，力 求 精 细 工 整 ，
从而 形成 了 他法 度 严 谨 ，端庄 秀 丽 的 书
风。著 名 学者文 怀沙 先 生 颇 为 欣 赏 他 的
书艺 ，喜而赞曰 ：“乃著书者也”。将
他的 字幅荐给 日 本友 人欣 赏。著 名 画家
范曾曾 称其 字 “美之 ，雅而 不 俗”，并
与任先生书 画合 璧 ，亲 作 范 文 正 公

（ 范仲 淹 ）大 幅 造 像 ，画 端 配 以任先生
书写的小楷 《岳 阳楼 记 》，此
合璧 之 精 品，于 范曾 先生50寿
辰时在南开大学展 出 ，受到人
们的 赞扬。几年来，任先生的
作品 先后在全 国 神 剑 、银 牛 、
杏花 、九 华 山 、九成 宫、长 白

山国 际 书 法 法 大
赛中 十 余 次 获
奖。尤 其是 1987
年在 《书 法 》杂
志举 办的 创 刊十
周年 “书 苑 撷
英”中 成 为 全 国
3 7名 入 选 者 中 陕
西唯一 的 获大 奖
者。

任步 武 先生
不汉 自 己 “三万
六千 日 ，夜 夜
当秉 烛”的 苦 练
探求 着 书 艺 ，还
热心 带 传，将书
法这一 优秀文 化
历史 遗产 ，广 为
传播。在他的 学生 中 ，有年六 ，七 岁 的 儿
童，也有年 过 花 甲的老人 ，其 中 不 少学生 巳
崭露头角 ，分别在 省内外一些 书 法大 赛 中
获奖。笔者 曾 有幸 参 加过 一 次 由 任 先生主
讲的 书 法 学 习 班 。那是在八八年 的 冬天 ，晚
上时 常 停 电 ，任 先生就 买 来蜡烛 ，在 烛光 的
映照下认真地 传授着 自 已 积 累的丰富的 知
识和经 验 ，秉 烛授艺 ，一时被 传为 美 谈 。

“ 老牛亦解韶光贵 ，不 待 扬 鞭 自 奋蹄”。
年近 花 甲的任 步武先生 ，珍惜 着 时光 ，追
求着技艺 ，我们 衷心祝愿任先生书 艺 精 进 ，
为弘扬 书 法 艺 术，做 出 更 多 更大 的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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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的 电 视 艺 术
近年 来 得 到 了 迅 速 的
发展 ，产 生 了 一 些 脍
炙人 口 、颇 受 群 众 喜
爱的 优 秀 电 视 剧 ，在
促进 精神 文 明 建设 上
起到 了 一 定 的 作 用 。
美中 不 足 的 是。我们
一些 电 视 台 一 年 中 还
总有 相 当 时 间 靠 外 国
及港 台 电 视连 续 剧 占
据荧 屏 。过 去 的 不 说 ，

近期 播 出 的 就 有 《昨 夜 星辰 》、
《 星 星 知 我心》、《老 干 探 》、
《 贵 族 侦 探 》、《石 人 圈 》《调
色板 》、《女 刑侦队 长 》等 。有
的长 达 四 、五 十 集 甚 至 七 、八 十
集，一 部 接 着 一 部 ，充 斥 着 我们
的电 视 荧 屏。相 比 之下 ，我们 的
电视 剧 太 少 ，数 量 尚 难 满 足 我 国
人民 文 化 生 活 的 需 求 。

诚然 ，作 为 艺 术 交 流 ，调 剂

文化 生 活 ，适 量 上 演 一 些 外 国 电 视
剧到 本 无 可 非 议 。但 我 们 是社 会 主 义
国家 ，我 们 的 社 会 制 度 、意 识 形 态 。
风俗 习 惯 等 与 外 国 和 港 台 地 区 不
同，在 这 种 情 况 下 ，过 多 播 放 他 们
的电 视 剧。甚 至 有 点 “喧 宾 夺
主”，这 样 无 疑 有 损 于 我们 的 民 族
形象 。

我国 有 丰 富 的 文 化 历 史 遗 产 。
又有 当 代 众 多 的 英 雄 人 物 ，改 革
闯将。丰 富 多 彩 的 生 活 画 卷 中 有 多
少题 材 等 着 我 们 的 艺 术 家 去搬 上荧
屏，以 激 励 全 国 人 民 奋 发 向 上，建
设四 化 的 毫 情。因 此 ，无论 从 加 强
思想 教 育 上 看 ，还 是 从 繁 荣 文 艺 创
作，丰 富 文 化 生 活 出 发 。艺 术 家 都
应该 大 力 重 视 发 展 我 国 自 己 的 电 视
艺术。这 既 是 笔

者的 愿 望 ，也 恐
怕是 不 少 观 众 的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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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美的《高粱情》醇美的《高粱情》
潇雨　焕 玉

紫红 色 的 帷幕拉开，舞 台 上
出现了 一群抬着 花 轿 的 “北方 汉
子”，他们在粗 犷 质朴 的 “颠 轿
曲”中 ，狂喊 调笑。突然 ，轿里
传来一 阵 九 儿的 抽泣，舞 台 的 天
幕上 映 出 一 个倒 卧 的 女性躯体 ，
细嫩的 肌肤上绕 着一 条 黑色 的 锁
链；九 儿 从 轿 里 抽出 一 把剪 刀，
向轿 夫们 哭诉 着 自 己的 不幸……

由陕 西 省歌舞 剧 院舞蹈 演员
训练班 演 出 的舞剧 《高 梁 情 》，
通过 “高 粱 泪”、“高 梁 情”、

“ 高 粱 酒 ”和 “高 粱 祭 ”四 场
欢，以 其 优美 的 音乐 、精 湛 的 舞
蹈表 演和 感人心 肺的 舞 台 整 体效
果，塑 造 了 九儿、余 占 鳌 等 北方
农民 敢 恨 、敢爱 、敢做 、敢 当 的
朴实 形 象 。如果说 电 影 《红 高
粱》以 真 实 的 镜 头和 手法 ，把一
群活生生 的 生 灵不加任 何 粉 饰地
呈现给 观众 的 话，那 么 ，舞 剧
《 高 梁 情 》则 足 以 它 特有 的 艺 术
表现和 舞美 效 果，让 观众在美 的
享受 中 领 略到主 人公 的 一 片 深

“ 情”。狂热 的 爱和刻骨 的 恨都
从演员 的 举手投足之 间如 泉 水一

样喷 涌而 出 ，
一切都是 “情”
之所归，如 果 说它 有 什 么 魅 力 的
话，那就是它 以 诗一般 的 舞 蹈语
言，画一 般 的 舞美设 计，勾 画 出
一场娓娓 婉婉、凄 凄凉 凉 、悲 悲
壮壮 的 《高 粱 情 》。使人初看 眼
湿，再 看 心 烫 。
　另 外 ，创作人 员 在服 装 设计
和背景 制作 上也 的 确 匠 心 独具 ，
并大胆地剔 除了 电 影 中 “光 身 子
睡觉 ，剃光 头抬轿 、酒 坛 子 撒
尿”等粗俗落后 的 情 景 ，使 舞剧
从序 幕到 尾声，自 始 至终都有一
种美不 胜 收 的 感 觉。“高梁 情 ”
一场 戏中 由20几位 少 女 身 着 绿色
裙装，手 拷 绿 色 绸 扇 排 列我一 排
排高 粱 苗，一 身 红 裙 的 九儿和 父
亲在这 片 “高 粱地 ”里捉 迷藏式
地游来游去 ，远景 映 出 高 出 人 头
一望 无边 的 高 梁地 ，整个画面与
电影 中 的 摄影效 果 有 异 曲 同 工之
妙。“高 梁 酒”一场 中 ，余 占 鳌
与九儿 成 功 地酿就 了 “十 八 里
红”高粱 酒，舞台 呈现 出 热烈轻
松的 气氛。由 四 名 少 女组成 的四

个大 酒 缸 的 “缸
舞”更是 编 排者
的绝笔，酒缸 满
台子 转，结 人 以
醇香 四 溢 ，欲醉
欲狂 的 意 念 。

该剧 的 尾声
更是 悲 愤 、壮
烈。当 九 儿 弥 留
之际，回 想 起与 余 占 鳌 在高粱
地里 相 识 相 爱 的 情 景时，漆 黑
的舞 台 上换成一 轮 喷 薄而出 的
太阳 ，染成 一 片红高梁 ，那 太
阳象红殷殷 的 高梁 酒 ，又象铺
天盖地的 鲜 血，头顶高 梁 花的
余占 鳌 和 骑着 毛驴 的 九 儿 晨雾
中走 向 远 方，远处传来声声渐
高的 儿子的 呼 唤 ：娘——娘
——上西南 、宽 宽 的 大 道 ，长 长
的宝 船……

呵！我该 赞美 的 是耿直挺
立，性格如 高 粱一 样 的 北方 汉
子，还是痴 情 刚 烈，醇美 象高
梁酒一样的 北方女子 ，也许更

应该赞美 那些 塑造 他们
光彩形 象 的剧作 者们 ，
抑或，还有更 多？

胡家 庙 影 评学会
外出 交 流经验
西安市 职工影评学

会胡 家庙 分会 最近 前往
重庆 、贵 阳 、昆 明 和成
都，和兄弟 省 市 交流 了
群众影评的 方 法 和 经
验，探 讨 了 横 向合 作 问
题，扩大了西安职 工影评的影响。  中怡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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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 “黄 色 文 艺 ”
十九世 纪 美国有 两

个资本 家 为 了 赚钱 ，在
他们 所 办 的报 纸上 竞 相
登载 低级趣味 的 连 环
画，“黄 色 孩童 ”就是
其中 之一 ，它 是 黄色报
纸的 起 源。所 以 ，后来
人们就 以 “黄色 ”来象
征腐化 堕落。这样 ，专

门刊载色 情 、仇杀 、犯
罪的 新 闻 ，就 被 称 为

“ 黄色新 闻”；歌 曲 中
的靡靡之 音，就被称 为

“ 黄 色 歌 曲。”到 现
在，人们 已经 习 惯 于把
各种 表现低级趣味 的文
艺作 品 统称 为 “黄色文
艺”。　（黄 高 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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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遇《开 国 大 典》摄 制 组
至仁

长春电 影 制 片厂为
向国 庆 四 十周 年 献礼 ，
隆重推 出 历 史 巨 片 《开
国大典 》，这使我 回 想
起今 年巧 遇摄制 组 的 一
段往事来。

5 月 中 旬 ，我们 一
行5人 因 公 出 差 到 南
京。适逢全国 化工订 货
会议在宁 召开 ，客店暴
满，直到晚上 9点 多 钟
我们 才算找到 了解放军
总后一 家招 待所。招 待
所原 为 内 部使 用 ，现在
也对社会开放 ，档 次 极
普通 ，三人 房 间 每人 每
晚仅收 费 5元。当 晚 天
已晚 ，我们在 院 里看见
横七竖八地停 着一些 解
放初 期 才能 见 到 的“道
吉”、“嘎斯 ”军 车 ，
都没在 意。谁知在 这家
不起 眼 的 招 待所 里 ，我
们竟 和 《开 国 大典 》中
的“领 袖 ”们 相处 了一
天半 时 间 。

和“小平 ”同 桌
吃饭

长春电 影 制 片 一 为
向国 庆 四 十周 年 献礼 ，
隆重推 出 历 史 巨 片 《开
国大典》，这使我 回 想
起今 年巧 遇摄制 组 的 一
段往事来。
5月 中 旬 ，我们 一
行5人 因 公 出 差 到 南
京。适逢全国 化工订 货
会议在宁 召开 ，客店暴
满，直到晚上 9点 多 钟
我们 才算找到 了解放军
总后一 家招 待所。招 待
所原 为 内 部使 用 ，现在
也对社会开放 ，档 次 极
普通 ，三人 房 间 每人 每
晚仅收 费 5元。当 晚 天
已晚 ，我们在 院 里看见
横七竖八地停 着一些 解
放初 期 才能 见 到 的“道
吉”、“嘎斯 ”军 车 ，
都没在 意。谁知在 这家
不起 眼 的 招 待所 里 ，我
们竟 和 《开 国 大典 》中
的“领 袖 ”们 相处 了一
天半 时 间 。

和“小平 ”同 桌
吃饭

第二 天一 早 ，我 们
在二楼 餐 厅用 餐。餐 厅
里人 很 多 ，似乎都有些
面熟，却 又一 时 想不 起
在哪 里见 过。正 暗 自 细
想，只 见一个 身 着微 白
的米黄色军 装 ，佩戴 着

《 中 国 人 民解放 军 》胸
章的 军 人 ，右 手 端 着一
碗稀 饭 ，左 手拿 着 两 只
馒头 ，环 顾 四 周 。见我
们饭桌上还有个空 位 ，
径直走来。我 们 惊 呆
了——以他 那 矮 个 短
发，坚毅 自 信 的 眼 神 ，
平易 近人 的 微笑，潇 洒
果敢 的 气 质……同 行
的王增 智厂长 阅 历 甚
广，恰巧 这时 端 饭 过
来，我 们 问 他 ：“你
瞧，这人是 谁？”他 定
眼端祥 ，略 一 思 索 ，
随及 起 身，兴奋地 伸 出
右手 问 候：“小 平 同
志，您 好！”“小 平 ”
微笑 着，连 声 说：“同
志们 好，大 家 好。”依
然是我们 早 已熟 习 的 神

态，只 是 少 了 些 川味 。
用的 是普通话。果真是

“ 小平”，我 们一 行 兴
奋极 了 ，抓 紧 机会和他
亲切 交谈起来。

在《开国 大典》摄制
组，邓小平 由 四 川 演员
卢奇 扮 演。卢 奇 看上去
3 0来岁 ，外貌和 青年时
期的 邓小平酷 像。他 曾
在电影 《百色 起义 》中
成功 地 塑 造 了 邓 小 平 的
形象 ，获得 了 影视界 的
好评。但他 并不 满 足 已
取得 的 成 绩 ，在 拍 摄

《 开 》剧 中 ，又查 阅 了
大量的 资 料，决心使 剧
中的 小平形 象作到 形 神
兼备 ，更上一 层 楼。我
们边 吃 边 谈 ，对 卢 奇
说，“你 和 小平有 着极
相似 的 气 质”。卢 奇连
忙摆手 ，说 ：“因 为 扮 演
小平 同 志 这个角 色 ，多
次碰 到过今 天这样的 场
面，我 十 分 理解全 国 人
民的 心 情 ，但我 怎么 能
和领 袖 相 比。我决心 不
辜负 人 民 的 希望 ，努力
去塑 造人物 的 形 象。至
于是否能 够成功 ，请 你
们看 到影 片后 多 提宝 贵
意见”。（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