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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

尹晓星的“主峰”就是他在全省乃至全国音乐

界创下的多个第一或唯一。

尹晓星与作曲家姚林创作的苗族歌剧

《相亲亭》，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部运用湘西

南、桂东北苗族山歌音乐中的特色元素与个

性化因子，且颇具“当代性”的苗族歌剧。歌剧

在中央电视台全程直播，这在湖南是首次。

1989 年 5 月，尹晓星与作曲家林绿琪创作的

歌剧《赖宁》，是我国第一部以扑灭突发山火、

挽救山村“英雄少年”赖宁为主题的大型民族

歌剧。尹晓星创作的歌舞剧《传宝》，也是湖南

首部在全国广为传演且影响较大的剧目。数

十年后，这 3 部现实题材歌(舞)剧的 9 个主要

唱段共同入选《中国歌剧优秀唱段选》。除此

之外，湖南第一部童声合唱套曲是 1985 年尹

晓星创作的大型童声合唱套曲《山花童谣》，

被誉为“山野纯真的山花”。湖南首部在中央

电 视 台 热 播 的 童 声 合 唱 套 曲《军 徽 与 红 领

巾》，也出自尹晓星。

在音乐评论上，尹晓星敢于立“首”论。他

率先撰写文章《行可楷模德如膏雨》《美在超

越》《卓越的创作成就崇高的人格境界——白

诚仁音乐作品研讨会综述》，第一个站出来为

三位杰出音乐家作出历史性定位：“储声虹教

授是湖南音乐教育界一代宗师”“何纪光是新

型高腔唱法创立者”“白诚仁是开创当代湖湘

音乐伟业的领军人物”，迅即得到了社会广泛

认可。他的《浅谈歌曲音乐形象的塑造》入选

《湖南文艺 60 年·文艺评论卷》，填补了 20 世

纪 70 年代湖南省音乐评论之空白。2012 年，

他还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省级音乐评论委员

会，即湖南省音乐评论委员会，并当选为会

长。出奇的是，他迄今应邀为新疆、云南等地

音乐家出版作品专集或论著撰写序言或跋 70

多篇、40 多万字，中国文联《词刊》载文称其

“现已形成‘尹晓星现象’”。

尹晓星在音乐编辑方面的高峰要属《中

小 学 音 乐 报》。1985 年 1 月 ，经 过 数 年 调 研

与筹备，尹晓星在经济欠发达的邵阳创办、

主编全国第一张给中小学的音乐报纸——

《中小学音乐报》。当时不少人说他是“癞蛤

蟆 想 吃 天 鹅 肉 ”，结 果 却“ 一 炮 打 响 ”，首 期

发行 12 万份，饮誉海内外，赢得盛赞，被评

价 为“ 填 补 了 我 国 报 业 史 上 的 一 项 空 白 的

壮 举 ”“ 是 亿 万 青 少 年 儿 童 可 信 赖 的 小 伙

伴”！1995 年，尹晓星又与黄胜泉策划、主编

出 版 了 中 国 第 一 部《中 国 音 乐 家 辞 典》，

2012 年底，尹晓星在湖南音乐界发起并策划

组织编写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省级音乐史书

《湖南当代音乐史》。

看似寻常最奇崛
艺苑掇英

谭伟平

在我的印象中，肖家墨是一个少见的笔

耕不辍、创作勤奋的年轻人，是一个有艺术天

赋，而且对艺术有着狂热痴迷的画家。在他的

油画世界里，故乡的山水草木总是占据着显

眼醒目的地步；在他的笔下，故乡的过去、现

在与将来，理所当然成为他表现的主要素材，

并呈现出四个创作特点：

肖家墨的油画里浸透着记忆中的乡愁。

湘西凤凰是一个具有浓厚浪漫传奇色彩的地

方，肖家墨从小就生活在这里，浸润了它的神

韵风采。他的油画世界里，自然而然流淌着它

的岁月年轮、山川风貌、地域特色、民族性格

等。

创作于 2009 年的《故乡的小巷》中，一级

又一级石板台阶，在逼仄拥挤的房屋之间向

前蜿蜒延伸而去，这既是写实，又是忆旧。过

去的时光难忘记，用画面留住故乡的旧貌，是

选择了记录文明发展进程中历史阶段的一种

方式。创作于 2013 年的《牧归》更是典型地表

现了这种浓浓的乡愁：一个人牵着一头体格

健硕的黄牛，行走在乡间的水渠边，周边芳草

萋萋，树木凋零……生活的艰辛与田野的希

望，都矛盾地集中在画面之中。

有人认为，肖家墨的作品不是重现湘西

自然风光的清畅甜美，而是着意营造画面光

影的神韵。在油画语言上，他摒弃传统油画的

表现手法，在轻盈、灵动的画面中揉入了湘西

人特有的直爽性格。

肖家墨的油画能触碰心海中的乡恋。乡

恋是什么？“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在，

我的心中”。歌曲《乡恋》用艺术性语言诠释了

其内涵。而肖家墨用手中的画笔，也艺术地表

现了人们对故乡刻骨铭心的爱恋。

2010 年创作的《故乡夕照》，将凤凰古城

的全貌临摹下来，以沱江为中心，那桥那水、

楼亭庭院、瓦房勾栏，清晰逼真，历历在目。可

以说，如果没有对故乡刻骨铭心的真情厚爱，

是难以在画面上表现这么逼真的场面、这么

细腻的情感、这么生动的景象、这么靓丽的风

物。一片深情尽在画中！2016 年的《走出山村

的那条路》，则将对故乡的希望，寄托在绿色

的田野上，用艺术的方式，表达了“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寓意。

正如他的博导陈和西教授所评价，“他以

个人特有的艺术领悟，通过写实的艺术技巧，

大肆张扬艺术的生命力，在作品里表现出了

一种朴实与执着的精神，呈现了他青春的无

限激情和飘飘的念想，也表现出了对家乡的

那份炽热的情感。”

在肖家墨的油画创

作 中 ，对 故 乡 深 沉 的 情

感 ，不 只 是 体 现 在 对 过

去 的 回 忆 与 表 现 上 ，还

体现在对家乡变化的细

致描绘中，他以自己对风景绘画所特有的解

读领悟力，用色彩画出了家乡的山乡巨变，最

能突出集中表现这一特点的是他的《山迹系

列》。

如《山迹》系列之二，用红色作为底色，将

家乡的大山所具有的震撼力，用他所感知的

色彩语言表达出来，给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山迹》系列之三，则以黑色、褐色为主，突出

山体的强壮与威压，与画面上方天空中一抹

云烟互相衬托，表现了山民们愚公移山般的

决心与信心。在《云影下的光》《夏日和风》《水

映兰山》《春水绿如蓝》等油画创作中，肖家墨

借用色彩景物，来表达他对家乡求新图变的

心情，较之《心迹系列》更为突出。

肖家墨善于运用艳丽的暖色彩，将自己

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寄托在家乡的山水草木、

景观风物等上面，可以说处处都是景语，处处

也是人语，达到了“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

效果。

肖家墨的油画大都是写实性的风景画，

但也不难体会到他在画中所寄寓的情感，以

及“写意”性思考的努力。我觉得这种努力是

值得肯定的，与中国传统的“意象”相结合，或

许可开辟出一条新路来也未尝不可。我从他

的画中看到了他的这种努力，虽然显得有些

青 涩 与 浅 露 了 些 。如 2021 年 创 作 的《5G 时

代·湘西新貌》，作者敏锐捕捉到信息革命带

给湘西山区人们的生活大变化，通过人群聚

集的画面，可以看到未来社会将会带给边远

山区人们生活的巨大变化！“春江水暖鸭先

知”，现实生活中的一丝水波，也为艺术创作

走向生活提供了某种可能。在一组《堤溪记事

系列》中，作者将人们对美丽大自然的热爱，

对乡村振兴的希望，对未来新生活的期盼，都

通过画面表现出来了。

纵观肖家墨的风景油画创作，我感受到

他是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以心映照万物，为山

川而立言，通过画面表达出自己的情感、立场

与态度：阳光而且明媚，热闹不失宁静；在回

忆中充满希望与憧憬，在留恋中渴望前进与

变化；既有牧歌的风味，又有幸福的韵味……

情景交融、景随情至、情为景生。“笑意写在脸

上，哼一曲乡居小唱，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遗忘在乡间的

小路上”。愿肖家墨能随意挥洒自己手中的彩

笔，画出乡间小路美好的新生活。

2013 年 10 月，《尹晓星选集》由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全书共 6 卷 7 部，成为湖南音乐

“史上”第一部音乐家选集、第一部门类多元

的选集式的音乐专著。吕骥、贺绿汀，孙慎、李

焕之、李凌、赵沨、瞿希贤、瞿维、冯光钰、姜春

阳、周大风、傅晶、白诚仁、储声虹、龚耀年、陈

勇等名家大师，为尹晓星撰写发表评论文章多

达 84篇、50多万字，有的还多次题词。《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人民音乐》等主流媒体，对尹

晓星音乐作品、评论、编辑给予高度评价与专

题报道。纵观乐坛，享受这种“特殊礼遇”、富

有如此人格魅力的音乐家实属不多。诚如《尹

晓星选集》总序中所写：“尹晓星是个‘工作狂’，

是一个全身心干事业的‘拼命三郎’……是一

位人品、文品、艺品、作品兼备的作曲家、音乐

评论家、音乐编辑家。”

如果说评传，评的是作品与人生，传的是

一种精神境界与思想品格。那么，窃以为，《音

乐家尹晓星评传》至少蕴含着“勤”“创”“善”

“专”四字硬核精神与境界。

“勤”，业精于勤荒于嬉。无论是成果数量

还是质量，尹晓星一人身兼数职，从 15 岁发

表处女作算起，六十年如一日，他敢想、敢干

又能干，不怕累和苦，雷厉风行，想到做到，浑

身始终保持一股干劲，时刻为学业事业的精

进注入澎湃动能。“创”，无论是创立业界第一

或唯一的数量还是质量，他胸怀大局，视野开

阔，勇于开拓创新、独辟蹊径，敢于下“先手

棋”、啃“硬骨头”，善于发时代先声、奏时代强

音、创历史新局，可谓“敢为人先”，担当作为。

“善”，文艺只有向上向善才能成为时代的号

角。无论是创办主编书刊还是创作与评论，尹

晓星始终传递真善美，弘扬正能量，致力于以

美育人，以音乐艺术感染人、激励人、鼓舞人，

淡泊名利，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专”，在音

乐创作、评论、编辑三个方面，他既齐头并进

又各个击破，专心、专注、专业，持之以恒，坚

定文化自信，坚守艺术理想，为人民抒怀、为

时代放歌，终身执着追求于完美与极致，可谓

崇德尚艺，特立独行。

肖舞 贺薇婍

放眼文艺界，出书者多，出评传者少，出评传的

音乐家更少。

日前，由作曲家兼音乐评论家刘乐权撰写、中

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音乐家尹晓星评传》甫一发

行，就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笔者在满怀赞叹与

感佩之中读罢该书，认为其外表看似质朴平实，但

其内在思想内涵与精神高度却异常丰沛与奇伟，集

专业性、学术性、文学性于一体，字里行间洋溢着尹

晓星这位“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作出突出贡

献”的音乐家人生的传奇色彩，真可谓“看似寻常最

奇崛”。

左手作曲，右手作文

尹晓星从 15 岁发表处女作，17 岁创作歌剧音

乐。从此，与音乐、文学结了深缘。

上世纪 60 年代，他在读师范时，就常在报刊发

表一些新诗、歌词和散文。还只是个十七八岁的“毛

头小伙”时，尹晓星开始了歌剧音乐写作。尹晓星回

忆，当时的自己还不是很懂什么叫歌剧音乐，但初生

牛犊不畏虎，他接到剧本就写，一连写出了《找队

长》《一颗螺丝钉》等大小剧目。

上世纪 70 年代，尹晓星多次长时间地深入湘

西南边陲及桂东北一带采风，向伢利学吹木叶，跟

奥达学打油茶，随阿巴学“庆堂鼓”，了解“赶歌”盛

况，采集收录了不少可资创作参考的原始音乐素

材。一次，尹晓星投宿一阿巴家，老人家知道他是一

个音乐工作者，边喝油茶边拉起青年时期“赶歌”的

情景。老人家兴致勃发，如数家珍，一首首唱给尹晓

星听。尹晓星如饥似渴，用笔记记，打开录音机录呀

录呀，整整录了四盒卡带，等宾主双方均有睡意，东

方已泛鱼肚白。最终，在 1979 年 4 月，尹晓星与作曲

家姚林创作了融诗、乐、舞于一体的苗族歌剧《相亲

亭》，以抒情笔调描绘农业科研中苗寨青年的恋爱

故事。

至今，尹晓星已刊播、出版、上演音乐作品 2100

余部（首），荣获国家级、全国性及省(部)级音乐创作

奖 160 余项(次)，涉及歌剧音乐、舞蹈音乐、民族器

乐曲、歌曲、大型声乐(合唱)套曲、电视连续剧音乐

等体裁。其中，歌剧《相亲亭》两次荣获全国性大奖，

晋京参加全国调演并进中南海演出，演职人员受到

中央领导接见。

作曲之外，尹晓星还是个音乐评论家和音乐编

辑家。尹晓星的文章，饱含着创造性的独到见解与

先进的思想理念，创造性的精准评述与渊博的专业

知识，创造性的隽永语言与变化的时尚词汇。既有

独立思考与真知灼见，又文采飞扬，好读、耐读、易

读，内外兼修，表里如一。他先后在《人民音乐》《中

国音乐》等数十家报(书)刊，发表音乐理论、评论文

章 580 余篇、300 多万字。同时，他创办、主编、策划

出版 46 种音乐书（报）刊，拥有编辑作品 7000 余万

字。特别是他在半个多世纪的音乐编辑工作中，无

偿地培养了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音乐工作者，且大

多数现已成为音乐专业中坚力量。

艺苑杂谈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

乐坛黄牛，拼命三郎

李亚雄

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她有着浓郁的湘楚文化特色和高

超的刺绣技艺。作为一名见证了湘

绣 成 长 壮 大 ，长 期 受 湘 绣 文 化 熏

陶，与湘绣有着数十年情缘的地道

长沙人，我对于湘绣的一往情深，

是不管身在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

她，就会从心底涌起痴痴的向往和

百转千回的眷恋。

记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隔壁

的伯母家、对面的婶婶家、邻里的

姐姐家等大都以绣花为业。她们总

是笑意盈盈的，穿着整洁而朴素，

端 坐 在 正 房 靠 窗 位 置 的 方 凳 上 ，

面前各架一个木制的长方形花绷

子 。阳 光 暖 暖 而 疏 朗 地 照 在 她 们

身 上 ，那 静 态 的 一 刻 就 非 常 的 美

好 了 。待 到 她 们 将 两 手 分 置 绣 面

上下，下抵上拉，穿针引线地绣起

来 ，那 些 银 绦 彩 线 一 下 子 活 泛 起

来，仿佛像音乐一样流淌开来，情

状 实 在 是 令 人 陶 醉 。那 时 小 小 的

我 并 没 有 在 她 们 中 间 顽 皮 地 跳

跃，而总是很安静地凝神看着她们

灵巧的双手，创造奇迹般地绣出了

那些绝美的图案。

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刻骨铭

心，以至于对湘绣的持续关注一直

伴随着我的成长。参加工作后，为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经常上门向

湘绣企业、刺绣大师请教。经过两

三年的调研，我撰写的题为《打造

湘绣品牌，振兴民族产业》的文章，

得到了党委内刊单篇刊发，并获评

全市社科优秀成果，其中“将青竹

湖延长线建设纳入重点建设项目

笼子”和“以沙坪集镇为中心，规划

建设 500 亩左右的沙坪湘绣城，包

括文化广场、展览中心等”建言，已

由当年的“海市蜃楼”变成了现在

的“旅游坐标”，沙坪湘绣广场也已

成为湘绣之乡的标志性建筑和靓

丽的风景线。

去年金秋时节，我随一批文联

工作者到沙坪采风，他们撰写的美

文在长沙晚报副刊上连续刊载了

六 期 ，再 一 次 向 社 会 展 示 了 湘 绣

迷 人 的 秀 色 和 多 姿 的 风 采 。在 采

风的过程中，我们来到湘绣小镇、

广 场 ，看 到 了 湘 绣 现 在 的 产 业 化

规模；来到湘绣博物馆和企业，看

到了琳琅满目、品类繁多、惟妙惟

肖、精美绝伦的湘绣产品，一行人

为之惊艳和倾倒，赞不绝口。在惊

叹 中 国 湘 绣 之 乡 快 速 发 展 的 同

时，同行中也有人感叹，作为长沙

本 地 人 ，对 湘 绣 认 识 都 还 停 留 在

过 去 的 作 坊 时 代 ，确 实 很 有 必 要

写好湘绣这篇文章，助力湘绣的宣

传推广。

今天，如果驾车从长沙伍家岭

出发，沿芙蓉北路过捞刀河桥，上

北二环，延中青、长青二路，约半小

时，你就会看到彩釉雕花、碧瓦翘

檐的“中国湘绣之乡”的牌楼，无论

春夏秋冬，它都在风雨中坚守，像

执着的湘绣人，在这片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上默默

耕耘，传承薪火，为振兴湘绣不遗

余 力 。不 断 成 长 的 新 时 代 的 湘 绣

人，对产业的看重与期许、对事业

的执着与坚守、对企业及员工的负

责与信义，可谓大真、大善、大美，

都深深地感动着我。

源 于 此 ，我 创 作 了 歌 词《湘·

绣》。作品虽不能全面展示描绘湖

湘美景的绣品神韵、不能全面抒写

婀 娜 多 姿 “ 飘 飘 兮 若 流 风 之 回

雪”的绣女神采，谨以此表达我对

于湘绣眷恋多年的炽炽初心，企盼

湘绣这一民族产业在经济全球化、

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潮下，能不断

振兴壮大做强，这一极富民族文化

符号的宝贵遗产能放射出更加璀

璨光芒。

省作协名誉主席姜贻斌评价

说，“《湘·绣》中的歌词，非常有画

面感，‘你从天边走来，像七色的虹

彩’，‘你从湘江走来，像晶莹的玉

带’，描绘了那种唯美和充满诗意

的意境，让人忍不住想要倾听。彩

虹和玉带都是美的事物，前者是感

知的意向的美，后者是具象的可以

触摸的美，歌词将两种不同的美结

合在一起，不能不说是作者的高超

之处。‘绣那鸦青鹭白湖湘景’，这

句歌词点出了美的精华，湘女的多

情、热情、心灵手巧，在这一刻得到

释放。湘女湘绣，就是一幅最美的

画卷。”

歌曲《湘·绣》最终完成，是集

体智慧的结晶。李亮华、张芝明、廖

建中三位老师在《湘·绣》作曲、演

唱、制作上花费了很多心血，付出

了辛勤汗水，借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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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绣曲解乡愁

湘·绣（歌词）

你从天边走来，像七色的虹彩

少女婀娜，倚青天绣台

化笔墨于无痕，演绎针线百态

芊芊玉手，龙飞凤舞巧剪裁

你从湘江走来，像晶莹的玉带

少女多情，化春水云外

集芙蓉为霓裳，尽展潇湘神采

悠悠岁月，穿针引线诉心怀

绣那鸦青鹭白湖湘景

百鸟朝凤来

绣那橘绿橙黄锦绣乡

好花四季开

湘约天下，丰姿传万代

绣美未来，匠心永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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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家墨油画作品《晨归》

吴学安

随着字体设计风潮的兴起，部分字库字

体设计者为求新求奇迎合市场，出现大量“江

湖书法体”字体，不规范使用汉字，主要体现

在错别字现象严重、忽视汉字书写规范，甚至

故意将汉字笔画和结构粗俗、夸张变形成“丑

书”“怪书”……这些字体产品严重破坏汉字

原有间架结构，把汉字的偏旁部首刻意夸张

变形，肆意制造飞白等效果，甚至随意增减笔

画，破坏了汉字的形意之美，不利于汉字规范

化传播，也严重误导了大众审美。

汉字是意美、形美、音美“三美”兼具的文

字，也是世界上少数几种兼具实用价值和审美

价值、可以构成书法艺术的字体之一。从创作

角度看，强调汉字的规范性不是鼓励人们都去

写印刷体，更不是将汉字之美的解释权收归一

小部分人所有，而是引导人们诚意正心，不做

明明缺乏功底却借助于各种外在形式哗众取

宠、打着热爱书法的旗号行糟蹋传统文化之实

的事。规范汉字使用，并不是拒绝个性化的汉

字书写，而是提升审美水平的题中之义。

作为一种语言文字，汉字首先要传递信

息。汉字传承了中华文化。大量史书典籍用汉

字将史实记载，将丰富的史料积累起来。汉字

将汉文化不断地沉淀和积累，不断地坚定文

化自信。一些个人和机构追求标新立异，突出

视觉冲击，忽视汉字的书写规范、书写技法和

文化内涵、审美特征，故意将汉字笔画和结构

进行粗俗、草率的夸张变形，创造出一些拙劣

的字库字体产品。一些商户和使用者，或缺乏

对字体的审美，或为了追求夸大冲击等广告

效应和引人耳目，对“江湖字体”大加青睐，将

其广泛应用于商业宣传、文化宣传等社会活

动中。这种现象，亟待予以规范。此次，国家新

闻出版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新闻出版、广播电视领域不规范使用汉

字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开展不规范使

用汉字问题专项整治，是“强力规范”，是有的

放矢，有助于遏制不规范使用汉字现象。

毋庸讳言，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也是赋予

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石。汉字是传承中华文

明的重要载体，维护汉字书写规范便是维护文

化根脉，培养书法审美更是培养对历史文化的

认同。以丑为美、以怪为美的字体出现在公共空

间，不但不能体现汉字之美，反而会降低全社会

的审美水平，不利于大众汉字书写规范意识和

审美趣味的培养，也会对青少年产生误导。敬畏

汉字就是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我们要捍卫汉字

使用规范，更好传承汉字之美、文化之美。

汉字之美
源远流长

艺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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