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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珍 刘凯

湖南田野考古迄今已走过 70 年历程，

积累了大量瓷器标本。它们虽然是残片，却

能讲述更真实动人的历史。长沙博物馆正在

展出的“吉光片羽——湖南考古出土陶瓷特

展”，让观众穿越时空回到 18000 年前，跟着

陶瓷探寻湖南历史与先民足迹。

陶器的起源：
人类定居生活

陶瓷，其实是两种东西。简单来说，先有

陶，后有瓷。

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了中国目前

最早的陶片之一，距今约 1.8-1.7 万年。在漫

长的历史中，陶器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活与

进步。在陶器表面精心雕刻或装饰图案，证

明着人们的生活稳定且日益富足。

距今约 7800-6300 年，一种装饰繁缛的

白陶在湖南地区广为流行，鸟兽与太阳等典

型装饰成为后世反复表现的母题，掀起了史

前中国的第一次艺术浪潮。这些精美的纹饰

是人们对日常生活场景的具象表达，也是天

马行空的抽象创作。凤鸟、兽类、太阳、八角

星等组合，见证了史前人类的信仰崇拜。

伴随着原始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发展，湖

南史前制陶工艺持续进步。中原彩陶艺术浪

潮越过长江，洞庭湖地区也开始多姿多彩。

陶向瓷的过渡：
南北文化交流

随着精细雕琢的玉器、威严庄重的青铜

器的出现，朴素的陶器日益落寞，商周时期

湖南陶器整体面貌简单粗糙。

“困则变，变则通”，神秘楚风的彩绘陶、

极具创意的漆皮陶，以及在长江中下游和岭

南地区文化多重影响下的印纹硬陶和原始

瓷器，窑工们在湖湘大地上宛如魔术师，一

步一步完成了从陶到瓷的华丽转变。

秦汉时期，湖南制陶技术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硬陶在陶器中占比越来越高。陶器

烧造温度越来越高，质地也越来越硬；几何

印纹硬陶类器物也开始在局部出现了釉。

直到东汉中晚期，湘江下游在文化上兼

收并蓄，成为率先掌握成熟青瓷烧造技术的

地区之一，出现了青竹寺窑、百梅窑、石门矶

窑等多个东汉青瓷窑址。这些窑址虽然规模

小且分散，却都烧制出了一批品质优良、独

具特色的青瓷器。这类瓷器，迅速占领长江

中游地区，并且在中原地区也时有发现，也

为后来岳州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陶瓷之间的嬗变，体现了当时南北方的

文化交流和可能的人口迁徙。成熟青瓷的烧

造，完成了从陶到瓷的转变。

瓷器的发展：
生活主流，畅销海内外

在掌握成熟瓷器的烧造技术之后，湘江

下游的制瓷业在晋唐时期迎来了高光时刻，

先后形成了两个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窑口：以

青瓷著称的岳州窑和以彩瓷著称的长沙窑。

岳州窑是汉唐时期湘江下游生产青瓷

的窑址群统称，中心窑场是位于现在岳阳市

湘阴县马王墈一带的湘阴窑。到南朝时期，

这些窑址烧制出的青瓷釉色青翠、胎釉结合

好，品质十分精良，成为南朝宫廷青睐的贡

品。唐代岳州瓷是陆羽《茶经》推崇的名瓷之

一，岳州青瓷茶具可与越瓷媲美。

稍早前的西晋时期，岳州窑生产的青瓷

在中原地区的高等级墓葬中便常有发现，同

时期湖南本地也流行随葬岳州窑青瓷，骑马

俑则反映了中原衣冠南迁带来的北方骑马

习俗。

到了初唐时期，岳阳和长沙地区墓葬中

带有中原文化因素的随葬用青瓷俑种类逐

渐增多，有十二生肖俑、乐舞俑、镇墓兽、侍

女俑、骑马俑、胡人俑等。

中晚唐，长沙窑兴起。

长沙窑瓷器运用诗文、绘画、书法等多

种装饰艺术，丰富新颖，且物美价廉。其种类

也十分丰富，主要有茶具、酒具、灯具、玩具

等，涉及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瓷器在

唐代全面进入人们的社会生活，长沙窑也是

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的代表性窑口，更是中

晚唐草市繁荣的见证。

外销瓷是长沙窑的又一大特色，这些瓷

器多装饰有丰富的异域文化元素，“黑石号”

沉船上出水的长沙窑瓷器上绘有阿拉伯文

和贴花壶上的椰枣、胡人乐舞等纹样，是不

同文明之间通过商业贸易进行交流互鉴的

典范。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曾盛极一时的

长沙窑因社会动荡在五代逐渐衰落。宋元时

期，湘江流域仍然是湖南陶瓷生产规模最

大、商品贸易最繁荣的区域，但制瓷中心已

从湘江下游转移到湘江中游与上游。

目前考古发现的湖南宋元瓷窑已超过

湖南瓷窑总数的一半，这些窑址遍布三湘大

地，可分为三大系别：五代北宋烧制青瓷为

主的衡州窑系，宋元时期以烧制多色釉和彩

绘瓷为主的衡山窑系，南宋晚期至元代以烧

制青白瓷为主的窑址。不同类型的窑场既有

本地独有的特色产品，也有对全国各地宋元

名窑的仿烧之作。

到明清时期，瓷都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

畅销海内外。此时湖南的瓷窑数量相比宋元

时期急剧减少，但仍有烧制青花瓷的羊舞岭

窑、醴陵窑等杰出代表。

清末，包括瓷器在内的大批洋货倾销内

地，挤占市场，醴陵的传统瓷业也受到巨大

冲击。湘西凤凰人熊希龄胸怀实业救国之

志，在醴陵创办了“湖南官立瓷业学堂”“湖

南瓷业制造公司”，成功烧制出釉下五彩瓷

器，问世不久就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彩。醴

陵的传统制瓷业由此走上浴火涅槃的现代

化转型之路，并一步步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

又一瓷都。

李蒲星

萧红亮跟绝大多数的湘潭画家

不一样，他并不很在意来经营自己，

并不很在意别人欣赏他的画，他更多

的是自得其乐。这一点正是萧红亮的

独特之处。

如今，包括文人、艺术家在内，大

多人不忌讳势利、世俗。因此，萧红亮

这种有超脱精神、超脱意识的画家，

实际上是非常少的。萧红亮的这种天

生的品性，使得他的画有一种独特的

气韵和气质。

萧红亮一直以花鸟画为主，在传

统绘画分类中属于小写意花鸟画。小

写意花鸟，从近代以来，很多大画家是不太愿意

画的，因为小写意花鸟有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

容易画得很低俗。小写意花鸟之所以成为一类，

就是因为它比较符合社会普通民众的审美趣味。

所以，很多画家，特别是文人画家起来之后，对小

写意花鸟画是不太以为然的。他们认为小写意花

鸟是属于雅俗共赏中俗的这一类，并不雅。

萧红亮选择了这样的一种花鸟画类型，实

际上跟我前面讲的，它是一个矛盾。但是萧红

亮的独特之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就是在这

个矛盾里形成了他自己。他一直坚持画这种小

写意，一直坚持。他的小写意，画得不俗气，甚

至还有文人的那种雅和韵味。这个实际上不是

刻意追求做得到的。只有你是一个有这种心性

的人，你才能做得到，我认为这是萧红亮特别

不容易被人理解的地方。

小写意花鸟，它之所以不太被文人画家喜

欢，除了它比较容易引起普通市民的兴趣之外

还有一点，它受大自然的形、色约束比较大，也

就是说比较追求形似。因为比较追求形似，所

以小写意花鸟，大家好像觉得个性都不强，都

差不多。近代以来，上海的江寒汀、北京的王雪

涛，这都是画小写意花鸟最为著名的画家。跟

那些大写意花鸟画家相比，大家觉得他们的个

性都不强。但是实际上，有时候个性不是最重

要，是因为很多个性是假的。

很多画大写意的，表面上说有个性，实际上

这个性是假的，是没有艺术价值的那种个性。个性

是艺术最核心的价值，正因如此，它有很复杂的一

面。因此，不是说我有个性，我的画中就有个性；不

是说我讲有个性，我的画就会变得有个性。

萧红亮的艺术独特性怎么理解呢？我的理

解就是，比如说跑 100 米和跑 1 万米。跑 1 万米

的第一名和第二名之间的差距是很明显的，谁

都看得出来。但是跑 100 米的第一名和第二

名，差距就很小，有时小到就是受过专业训练

的教练、裁判员都看不出来，要靠电脑的影像

去判断，就快那么零点零几秒，就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只不过一般的人看不出来。

萧红亮画小写意花鸟，有些画大写意的人

会觉得他的选择错了，选择了一个容易画得比

较俗的题材。但是实际上因为萧红亮他有这种

心性，反而不俗气。这种心性一是他天生的，另

外大概是湘潭这个城市的独特之处。湘潭可以

出一个莫鸿勋这样的人，当然也可能出一个萧

红亮这样的人。

萧红亮的画，一定要从它的意义和价值来

看。这个看似矛盾，他选择了一个绝大多数画

家可能会做不好的，可能会画得比较俗，比较

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一个类型。但是，由于自

己的心性，他却能够把这个别人可能把它画得

很俗的题材，赋予某种雅的气韵和气息。这是

萧红亮的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认识萧红亮二十几年来，我觉得他的画越

来越好，越来越进步。他有一种绘画语言的自

觉性，他的画有一种内在的精致。

很多画家，特别是那些经常花大量的时间和

精力，消耗在各种各样的人际交往中的画家，他

就没有心思去想画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画，不仅

外表粗糙，内在也缺乏，这都是真正的专业人士、

懂行的人能看得出来的，外行可能看不出来。

萧红亮的进步，就特别表现在这些年来，他

的画里的这种内在的精致，做得越来越好。比如

说，他画叶子时的那种安排和处理，比如说他画

的小鱼，比如说他画的鸟、鸟的羽毛。我们把萧

红亮的这些，去和王雪涛、江寒汀作比较，你就

会发现萧红亮在前辈画家的基础之上，实际上

更精致，甚至有一种虽是用写意的笔法画出，但

有一种工细的内在的东西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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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瀚潞

刘小平每天都是新的。

在文艺界，刘小平先以篆刻闻

名。自幼习书的他，25 岁时获西泠印

社乘风杯篆刻大赛金奖，之后书法入

选中国书法兰亭奖，楷书、篆书皆精。

11 月中旬，好些年没办过个展

的刘小平新展开幕。一场以兰花为

主题的艺术盛宴在长沙美术馆“悠

然绽放”，室雅兰香，引人入胜。展览

上，刘小平展出了他以兰花为题创

作 的 绘 画 和 书 法 作 品 118 件 。落 墨

成形、以笔抒怀的兰花之美，以及初

无 意 、竟 传 香 的 写 兰 之 妙 ，尽 展 眼

前。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位篆刻家、

书法家的书画竟如此妙。刘小平正

如展览门厅处那一方他被人们熟知

的印章所述——“刘小平每天都是新

的”。每过一个阶段，刘小平都有新的

面貌、新的创意和新的高度。

刘小平说，书法篆刻是一条寂寞

而凄苦的道路。但因年少时家中的各

类字帖给予了童趣，打零工时篆字的陪伴消解

了疲倦，求学时的篆刻稿费维持了日常开销，

他对书法篆刻有着独特的、执着的、珍重的感

情。刘小平说，自己的字并不是雅俗共赏的那

种，可能存在对话困难。正如此次展出的篆书

联，对大多数人来说识别已是不易。但他并不

打算取悦迎合众人，只依旧在自己的创作路上

前行。

刘小平有点痴，有点愚。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他参加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举办的首

届书法篆刻研修班。因为常年生活在交通不算

便利的地方，所以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喜欢

探讨问题，勤于临古。有一次，他提出了篆刻组

每位学员每季要临摹古印 300 方，当时，大家

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但等再一次集

中讲评时，他却拿出了数百方的临印。

刘小平从未拜在某位名师门下，多年来他

一直由书本领着自己在走。他习惯于临习古代

墨迹，并尽量向最远古的前人学习。他觉得，要

在河流的源头上，才能够开辟出另一条波澜壮

阔和性格迥异的河流来。“习惯了这种学习状

况 后 ，反 而 学 得 不 受 他 人 影 响 ，没 有 思 想 禁

锢”，在书法篆刻的世界里，刘小平的想象漫无

目的地飞，可以自由寻找不一样的天地。比如

篆刻，他在秦汉印中寻找创作、创新的线索，尝

试过甲骨文、砖瓦文字、隶书入印。他尝试以简

化字入印，希望能拓宽篆刻的书体选择边界。

他还尝试过陶瓷印，尽可能展现清晰可见的淋

漓的运刀过程，以完成石印中不可能实现的艺

术效果。

刘小平的书案，常年是一派凌乱，到处堆

满了写字的纸。刘小平的创作，也常常处于一

种非创作状态，临临字、看看帖，随手抄一段。

创作和书写，由着心性出发。苏轼所说的“书初

无意于佳乃佳尔”，大抵也是如此。至于写兰的

缘由，刘小平道，是缘溪行误入桃花源般偶然，

是习字刻印之余解乏消遣的无意之举。

尽管“初无意”，但近年来刘小平写兰已逾

8000 件。多年深厚的书法功底，造就了他笔下

兰花与众不同的风格和趣味。刘小平崇敬兰花

的品格，常年隐居东江的他写兰自出新意，不

践古人。他的笔下，兰草与前人有着不一样的

姿态、布局。

他写兰，兰叶柔美舒放，清雅俊爽。在叶片

交织处，刘小平常常顿然收笔，兰叶形成一种

“让”的姿态。兰花常用淡墨，如彩蝶翩翩纷飞，

芳香四溢。布局灵动，兰草亭亭，常从左右两侧

生长，不似古人写兰端正，显其天真烂漫。构图

疏密有致，兰草、书法、印章相映成趣，达到自

然天成的境界。

刘小平很简单。书法家鄢福初说，刘小平

是那种虽不常聚，一想起来就像有兰杜香气随

风而来的道友。作家叶梦曾提及刘小平的一桩

趣闻。某天，长沙的一个展览活动，中午有热闹

的名流聚餐。刘小平郑重其事地拒绝，以“另有

饭局”告假，就匆匆走了。后来，有人发现他居

然在八一桥某路边店吃盒饭。

兰香浮动自悠然矣。

袁孔斌

随着婉转悠扬的乐声响起，永兴县花

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新编花鼓小戏《敬老

院风波》于 10 月 26 日在益阳市大剧院上

演。

该剧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村准备

以夏荷家为试点打造精品民宿。为了不影

响“女儿”夏荷创业，瘫痪多年的王奶奶准

备瞒着夏荷住到敬老院。护工小菊领着王

奶奶办手续时，夏荷匆匆赶来阻止，三人发

生了争执。不明真相的小菊责备夏荷不孝，

但当弄明白王奶奶和夏荷是一对特殊的

“母女”后，小菊又接过爱的接力棒精心看

护王奶奶。

演出不仅令人耳目一新，也如一阵清

风，徐徐吹来，颇有惊喜之感。《敬老院风

波》以现代题材为主，反映现实生活，提倡

和谐新风，以与老百姓关注的事件、老百姓

身边发生的感人故事为创作素材，内容健

康，积极向上，反映了当代社会的精神风

貌。

从《敬老院风波》，我们很欣喜地看到

当代戏剧工作者并不满足于用老祖宗留下

的遗产混饭吃，他们用当代意识和视角，甚

至是现代题材来承载古老的戏曲，让传统

艺术摆脱高台教化，最大限度地发挥娱乐

功能；新创作小戏既被当代观众认可，同时

又不“离经叛道”。他们用一部部可圈可点

的作品和一次次敢为人先的策划，为湖南

花鼓小戏在当代语境下赢得话语权做出了

有益的尝试。

小戏不小，主题紧扣时代脉搏是湖南

花鼓小戏最大亮点。新编花鼓小戏《敬老院

风波》反映了现实生活，凸显了社会难点、

热点和焦点。这场小戏情节紧凑，言简意

赅，高潮过渡自然，小中见大，以一滴水见

太阳，展现的是社会大舞台。

贴近生活、乡土气息浓郁芬芳是花鼓

小戏的艺术特色。新编花鼓小戏《敬老院风

波》乡土气息极其浓郁，对白、唱腔中的乡

土语言特色自不待言，甚至连舞台上那些

简单的布景、简朴的道具和简洁的衣着等，

都无不让人感受着来自自然的那种亲切、

温馨与平和，既充分展示了本地文化特色，

又易于在大众中演出传播。

表 演 到 位 ，舞 台 艺 术 锦 上 添 花 是 湖

南 花 鼓 小 戏 的 诱 人 魅 力 。《敬 老 院 风 波》

的演员们虽然不是大腕、名家，但认真、敬

业，使整场演出一气呵成、精彩纷呈。饰演

者唱腔优美，人物刻画传神，表演娴熟自

然 ；表 演 功 夫 轻 盈 ，夸 张 诙 谐 ，既 可 憎 又

可笑；唱念做打都很到位，喜怒哀乐淋漓

尽致，使这出戏高潮迭起，引发了观众的

阵阵掌声。

地方戏曲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湖

南花鼓戏是艺苑里的一支奇葩、大众心目

中的宠儿，深入万户千家。小戏也能登大

雅，祝愿湖南花鼓小戏老树发新枝，开出更

美丽的花朵。

翰墨飘香 一方水土 艺林掇英

粉墨春秋 小戏亦能登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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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白陶亚腰罐，新石器时代高

庙文化（距今约 7000年），桂阳千家坪

遗址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②：青瓷骑马俑，西晋（265-

317），长沙赤岗冲M1出土，湖南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③：青釉褐彩绘人物纹器底，唐

（618-907），长沙铜官窑遗址出土，湖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粉地彩绘瓶，南宋（1127-1279），衡山窑出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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