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市知名文艺家邱丰
先生的百年诞辰，近日，“枫叶映
秋光——邱丰先生一百周年诞辰
纪念展”在南通博物苑展出。

邱丰先生是南通文化界、美
术界老一辈优秀艺术家的代表，
他的艺术实践与探索遍及国画、
油画、版画、雕塑、地方美术史、
工艺美术史及考古等领域。南
通书画院、南通博物苑等收藏有
邱丰遗作的场所此次捧出珍藏，
让观众感受到邱老对南通文化
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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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者：无求品自高

邱丰1923年出生于南通，自幼
喜欢绘画。1938年，南通沦陷。正
值少年的他选择以艺抗战，执起画笔
学习创作木刻版画，揭露日寇的侵略
罪行。17岁时，他成为新四军第一
师三旅政治部民运工作队队员，绘制
抗日宣传画。

这期间，邱丰结识了被称为“南
通保尔”的红色艺术家徐惊百，受其
言传身教，版画水平不断提高。邱丰
创作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版画作品，成
为南通地区新兴版画的开拓者之
一。其中，针砭时弊的版画《除夕》
《拾荒者》《囤积居奇》在战火纷飞的
年代就享誉艺坛。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南湖春早》《送电到农村去》
等作品则歌颂了党的建设事业和人
民的幸福生活。

1956年秋，国画大师王个簃回
家乡访问，邱丰在曹用平的引荐下，
在南公园拜个簃先生为师。他的美
术生涯是从学习西画开始，转学中国
画之后，深得王个簃教益，主攻山水，
画技精进。

邱丰曾在崇英中学（市一中）、南
通中学、女子师范等多所学校任教，创
建了南通地区第一个木刻组织——
啄木鸟木刻小组。1958年，他参与
筹建了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和工艺美
术专科学校，涉足工艺美术领域。
1972年下半年，邱丰借调至南通博
物馆，从事文物征集工作，数年间十
探青墩，成为“探揭青墩遗址面纱第
一人”。

1978年，南通书画研究院成立，
邱丰是最早进院的成员之一。万事
开头难，作为院办公室主任，他积极
配合院领导做了大量创建初期的基
础工作。他策划主办了赵丹遗作展，
袁运甫、袁运生、范曾省亲画展等，在
当时都引发了热潮。

“哪里需要他，他就往哪里去，并
且能够做一行、爱一行、专一行。”该
展策展人，南通书画院、个簃艺术馆
联合支部书记钱红如是感慨。

邱丰的艺术实践影响了众多的
美术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退休教
师顾平生回忆，20世纪50年代初，南
通文艺事业发展迎来新生，“范曾、袁

运生、顾乐夫等如今享誉国内外的书
画大师，在成长历程中都受到了邱丰
先生的熏陶。‘无求品自高’，我想，邱
丰先生一生都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
感染了年轻的一代。”

领路人：传工艺瑰宝

“邱老师称自己是‘文化建设事
业的铺路石’。我认为，他不仅是铺
路石，还是地方文化事业的一位领路
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黄培中回忆
起邱丰，充满真情实感。

1959年，黄培中来到工艺美校
就读，接受邱丰先生的教导，学习雕
塑基础知识。“那时候要到军山上面
去取土，回来再加工、做造型设计。”
他还记得，为了激发学生的兴趣，邱
老师指导大家从做“鸽子”开始，由简
入难，慢慢领会要领。

黄培中说：“邱老师注重教育与
劳动生产相结合，他曾带我们到基层
工厂里去，在玩具厂与设计人员交
流，观察玩具的造型设计，到雕刻乐
器厂学雕二胡龙头……邱老师与这
些手工艺人的关系都非常好，在他的
影响下，南通青年艺术家的作品特别
接地气。”

邱丰在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民
间工艺组负责刻纸组期间，为“南通刻
纸”绘制了不少图稿，如《北京十大建
筑》《梁山伯与祝英台》等系列工艺品，
并面向国内外展示，促进中外文化交
流。他还推进促成了“南京、扬州、南
通三地剪纸艺术年展”，首届年展吸引
了省内各地文艺界人士以及艺术爱好
者来到南通，盛况空前。

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第一个开
启了民间工艺美术的调研。在田间地
头发现传统木版年画、刺绣、剪纸、灯
彩等工艺文化瑰宝，并邀请这批手工
艺人走进研究所，汲取原始精华，创作
新的作品，赋予其时代意义。

“特别是木版年画，他在传统技
艺的基础上，改变传统的人物画像，
融入了南通地方的民族英雄形象，一
边是抗元名将金应，一边是抗倭民族
英雄曹顶，将其刻出来，制作年画，让
更多人知晓英雄故事。”老师的言传
身教给予黄培中很大的启发。久而
久之，黄培中也养成了“有心人”的习
惯，在发现美的过程中，注重工艺美

术与地方人文的融合和创作。

大杂家：续地方文脉

1989年，经画家余曾善推荐，21岁
的张建斌进入南通书画院学习，尽管是
以临时工的身份，但他感到十分满足。

彼时，邱丰先生已从书画院离
休，后又被返聘任专职画师，偶尔前
来赏画评画、切磋技艺。关于先生的
美名，张建斌听到许多，“听到最多的
就是，他在书画、考古和培养后继人
才上的作为。”

1989年4月，他第一次见到了邱
老。“邱老师善于画山水。他看到我
画的山水画，就很热心地上前指导，
并叮嘱我，通过临摹古画，从中领会
古人的心得，达到神韵境界。这对于
我现代山水的创作也很有帮助。”那
时，只要大家跑过去向邱老讨教，老
人家知无不言，多以鼓励的方式助学
生更好地成长。

基于对历史的重视，邱丰编著了
《南通地方书画人名录》，潜心梳理地
方美术史，赓续南通书画文脉。他还
著有《画家李方膺》《沈寿年谱》等专
著，并编著《砚史补》《紫琅印存》等书
籍。范曾先生点赞邱公著作：“藏之
名山，传之其人，亦吾通文运之大幸
也。”沈启鹏先生评价邱老：“在实践
中锻炼，得益良多，终成南通一代大
杂家。”

在书画院，张建斌在习得技艺的
同时悄然濡染人文精神。绘画、书
法、诗文、策展，甚至为人处世等诸多
方面，邱老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邱老常说，‘摹古会死、写生为辅、读
文为主’。他教导我们要多读书，历
史、人文，包括杂书也要读，这其实反
映了他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
思想。”

改革开放之后，南通纺织博物
馆、狼山法乳堂、个簃艺术馆、鉴真东
渡遇险纪念塔，这些在南通历史上留
下深深印痕的文化地标，都离不开邱
丰的推动和筹建。今天，当我们漫步
在这些文博场馆里，不能忘记一位文
化老人不可磨灭的贡献。晚年的邱
老，还担任了通州艺苑的苑长。他的
艺术生涯，一直延续到2009年4月
生命的终点。

本报记者张坚 杨镇潇

回望邱丰先生艺术生涯，重温南通文化深刻印记——

秋光枫叶思故人
晚报讯 红楼启卷，请卿入梦。1日，

第十三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获奖
作品之一——《红楼梦》再度来通，在南通
大剧院歌剧厅倾情上演。此次演出将持
续3天，让南通市民近距离、沉浸式感受经
典文学与东方美学的双重魅力。

该剧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中
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学术指导，江
苏文投集团策划，江苏大剧院出品，南京
民族乐团联合出品，黎星工作室联合制
作，以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的爱情为
主线，在尊重原著的同时，邀请一批年轻
且具有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追求的优秀艺
术家，为其注入独特的现代审美和意义。

视觉上，剧目借鉴明清古画的美学特
质，展现端庄古雅的舞蹈群像，并运用富
有中国特色的古典符号，致敬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赋予民族文学经典新生命
力；叙事方式上，采取传统章回体小说特
色，分为“入府”“幻境”“含酸”“省亲”“游
园”“葬花”“元宵”“丢玉”“冲喜”“团圆”

“花葬”“归彼大荒”，12个舞段各有题名，
各自独立又可串联成篇。

今年，民族舞剧《红楼梦》全国巡演再
度开启，受到了各地观众的热捧和期待，
本次南通站更是出票即“秒空”。当晚，

“红子”们奔赴所爱，相约南通，如愿解锁
“戏中戏、梦中梦”。首场顺利落幕，现场
掌声经久不息，演员们4次出场谢幕，观众
依旧不舍离去。市民顾先生观后直呼“惊
艳”：“无论是舞美的层次感、色彩感，还是
演员的表现力，都值得细细品味。”

为了给观众朋友带来最佳的观剧体
验，大剧院还设置了精美的主题打卡点，给
予别具一格的“红楼”之旅；此外，南通站专
属纪念票、限定印章，以及周边文创，可供
大家领取、选购。 记者杨镇潇

原创民族舞剧
《红楼梦》
在通上演

舞剧《红楼梦》的门票。记者顾欣

纪念展现场。记者张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