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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中国民主同盟优秀盟
员， 第七届、 第八届、 第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 第六届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 第七届
上海市数学会理事长， 复旦大学教授、 博
士生导师胡和生因病于 ２ 月 ２ 日 １２ 时 １６
分在上海逝世， 享年 ９６ 岁。

胡和生， 江苏南京人，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生
于上海， １９８１ 年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
导师。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任
民盟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 第十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 与民盟盟员、 著名数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于 １９５７ 年结为伉
俪。

胡和生长期从事微分几何和数学物理

研究， 在射影微分几何、 黎曼空间完全运
动群、 规范场等研究方面均有建树， 为中
国微分几何的学科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
她多次应邀在美国、 日本以及欧洲许多国
家著名学府讲学， 在许多国际学术会议上
作大会邀请报告 ， 特别是 ２００２ 年在国际
数学家大会上应邀作诺特 （Ｎｏｅｔｈｅｒ） 报

告 ， 成为第一位走上诺特讲台的中国女
性。

胡和生院士于 １９６０ 年获得上海市科技
论文奖一等奖， １９７８ 年获国家科学大会奖，
１９８２ 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１９８５ 年
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１９８８ 年获
国家级优秀教材一等奖， ２０００ 年获国家优
秀科技著作特别奖， ２００３ 年获何梁何利科
技进步奖以及复旦大学首届校长奖等多项

荣誉。 ２０２１ 年被评为纪念中国民主同盟成
立 ８０ 周年荣誉老盟员。

胡和生高度重视数学教学和人才培养

工作。 她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微
分几何研究室主任， 承担了大量基础课和
专业课的教学工作， ７０ 岁高龄后还继续坚
持组织讨论班， 并指导毕业论文。 她培养
了 ２０ 名博士和 ３０ 余名硕士， 多人成长为
优秀的微分几何学家。

胡和生与丈夫谷超豪是数学王国的

“神仙眷侣”， 也是民盟的 “院士伉俪”。 他
们相识于图书馆， 相恋在数学世界， 一路
携手跋涉。 １９９１ 年， 胡和生当选为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 （院士）， 谷超豪比自己当选
院士的时候还高兴， 欣然为妻子赋诗一首
以表祝贺 ： “苦读寒窗夜 ， 挑灯黎明前 。
几何得真传 ， 物理试新篇 。 红妆不须理 ，

秀色天然妍。 学苑有令名，
共庆艳阳天。”

值得一提的是， 夫妻二
人不仅都是上海盟员， 也都
师从民盟先辈苏步青院士。
胡和生与恩师苏步青等编写

的 《微分几何》 是国内首先
引入整体微分几何内容的大

学教材， 为国内许多高校所
采用， 并获得国家级优秀

教材一等奖。
据民盟市委机关老朋友

回忆， 在复旦大学民盟组织
的活动中， 经常能看到谷超
豪、胡和生夫妇的身影。 “他
们只要有时间都会参加民盟

活动， 而且会把盟费一起带
来。虽然他们都是院士，但一

点架子都没有，与盟员们都很亲近。 ”机关盟
员还曾到他们居住的复旦玖园拜访，他们总
是热情地欢迎，“他们的房间里都是书，不愧
是遨游数学天地的院士伉俪”。

“中国数学界第一位女院士”
胡和生在沪逝世

在秦砖汉瓦的空间架构中遨游

《魔都俏佳人》掀起新春文化舞台热潮

法国以 “浪漫” 闻名于世。
自然， 接吻， 亦处处可见。

１８７１ 年 ， 张德彝在巴黎看
到一对青年男女在车里接吻的情

形， 觉得很不雅观。 “见楼下经
过一车， 内坐一男一女， 正驰骋
间， 女扶男腿， 男捧女腮， 大笑
亲吻， 殊向不雅相， 亦风俗使然
也。” １９３３ 年， 邹韬奋看到巴黎
的咖啡店里男女接吻， 旁若无人
的情形。 “在这里可以看到形形
式式的 ‘曲接美’， 可以看到男
女旁若无人似的依偎蜜吻， 可以
看到男女旁若无人似的公开 ‘吊
膀子’。 这种种行为， 在我们初
来的东方人看来， 多少存着好奇
心和注意的态度， 但在他们已司
空见惯， 不但在咖啡馆前， 就在
很熟闹的街上， 揽腰倚肩的男女
边走边吻 ， 旁人也都像没有看
见， 就是看见了也熟视无睹。” 留法北大哲学教授张竞
生在 《接吻的艺术》 说到： “及到了巴黎， 才看见了法
国人的风尚， 渐渐觉得接吻是人生的一种艺术， 一种极
有乐趣的事情。” 在法国， 他体会并享受到一种 “灵的
接吻”。

想来， 我小住巴黎西北之迈松拉菲特期间， 看见路
旁市政厅前的小花园里摆有一对座椅， 其靠背便是一男
一女互相接吻的样式， 造型独特， 意思显豁。 又有一
次， 我从电影博物馆出来， 一路沿着塞纳河走， 大概是
新雨水涨， 塞纳河水与河岸齐平， 近西岱岛时， 看到路
旁石栏上赫然印一烈焰红唇， 甚是显眼。

在巴黎， 一些接吻的雕塑最让人印象深刻。
蒙帕纳斯公墓中有一件 “宝”。 那里有一座价值不

低于 ５０００ 万美元的雕塑 《吻》， 安置在一个叫塔妮娅·
拉切夫斯卡娅的俄罗斯女孩墓前。 那是康斯坦丁·布朗
库西的作品。

布朗库西出生于罗马尼亚， 毕业于布加勒斯特国立
艺术大学， １９０４ 年移居法国， 后以极简主义的风格成
为现代主义雕塑先驱。

一个冬日暖阳， 我来到雕塑前。 雕塑被放置在墓前
一个高高的台基上， 整个石柱雕刻出两个坐着、 紧紧环
抱在一起的恋人， 这对恋人浑然一体， 你便是我、 我便
是你。 我在蓬皮杜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看到布朗库西于
１９２３ 年到 １９２５ 年完成的一尊类似的雕塑， 相抱的恋人
共有一只眼、 一张嘴。 俄罗斯姑娘塔妮娅爱上了布朗库
西的朋友马尔拜医生， 后来因爱生恨而自杀。 马尔拜购
买了这尊 《吻》， 安置在塔妮娅墓前。 我去墓园时空无
一人， 阳光照在人身上， 温暖而舒适。

和布朗库西同为西方现代艺术大师的毕加索所做的

《吻》 多矣， 彼时巴黎的毕加索博物馆刚刚装修好， 重
新开放， 人们蜂拥而来， 都想先睹为快。 我亦排队附
庸， 在其中看到数幅毕加索所做的 《吻》， 印象最为深
刻的是 １９３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他所做的 《吻》。

这幅 《吻》 夸张变形， 别具一格。 画面中心便是两
张张大的口， 互相咬合在一起， 两人的鼻子扭结在一
起。 左边粉色的人头是男子， 从他的上唇上的和下巴下
的胡子可知， 黄豆般大的眼睛上翻着， 右边面部黄色的
人是个女子， 闭着眼。 两排白牙， 下面的一排当是左边
的男子的， 而上面斜着的一排白牙当是右边女子的。 布
朗库西刀下的人物的嘴是紧闭着的， 合二为一， 毕加索
笔下的人物是嘴是张开着的， 也是合二为一。 毕加索拆
解形态， 布朗库西简化形态， 一个颠覆了绘画的传统，
一个重塑了雕塑风格， 风格不同， 意境相似， 可谓殊途
同归。

在卢浮宫的德农馆， 右拐的一个展厅里， 两边摆放
着一些雕塑， 靠近角落的地方有一尊雕塑格外引人注
目， 一个女人躺在地上， 腿部搭着床单， 挺起胸脯， 双
手向上， 环抱着竖着翅膀的一个男子的头， 仰面， 但又
有气无力地后仰着， 而男子俯着身， 左膝跪地， 右腿蹬
直， 一手扶着她的头， 一手抱着他的胸， 深情注视。

这便是意大利艺术家安东尼奥·卡诺瓦的新古典主
义雕塑杰作： 《爱神吻醒普赛克》。 这个振翅的男子是
爱神丘比特， 下面的女子便是普赛克。

这尊 １７９３ 年完成的雕塑造型复杂、 技艺精湛， 特
别是那一对翅膀看起来透明轻盈。

与罗丹的 《吻》 中保罗发达的胸肌和结实的上臂相
比， 爱神更像女性， 有着光滑的肌肤和柔美的身体， 大
概因为他是神不是人的缘故吧。

看过雕塑的正面后， 我们转到雕塑的背面， 可以看
到普赛克的身后丢着一个罐子， 这里讲的是这样的一个
故事。 对普赛克的美丽心怀妒意的维纳斯， 派普赛克去
冥界寻找冥府女神普洛塞庇娜的 “美”， 并警告她万勿
打开那装有 “美 ” 的罐子 。 然而 ， 普赛克得到装有
“美” 的罐子后， 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 打开了罐子，
这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唯有冥界的 “睡意”。 “睡意”
袭来， 普赛克四肢麻木， 最后瘫倒在地。 随后， 丘比特
振翅飞来， 用一个吻， 将她重新唤醒。

卡诺瓦的这组雕塑细节满满， 如果不看雕塑后面，
便无法领会这个动人的神话故事。 雕塑的背面， 丘比特
身旁斜挎着一个箭袋， 子旁边丢着一支而普赛克身旁的
罐朝花箭， 看来， 丘比特正是用这把箭刺醒了普赛克。
随后， 丘比特给了普赛克一个吻， 使她慢慢苏醒， 重获
新生。 （作者系民盟上海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盟员）

吴寒松，祖籍浙江海宁。字循之，别号天乐
山人。上海市书法家协会理事、上海民盟书画院
理事、 上海市书法家协会教育委员会和青少年
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 上海建桥学院艺术设计学
院特聘教授、 上海市徐汇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大无限艺术学校校长。艺术简历被收入《世界名人
录》、《中国当代书法家名人大辞典》，２０２１年收入《上
海市志》。

２０００ 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化艺术
人才中心、 中国文联艺术指导委员会等单位授予
世界华人艺术人才称号。著有《书法教学 １００个为
什么》、《吴寒松教书法》、《循之隶书苏轼前后赤壁
赋》、《循之行书古诗十六首》、《循之篆书古诗三十
三首》、《循之书画作品集》、《循之书画集》。

吴寒松不仅是一位勇于探索、蕴古求新、不
断变革书风的艺术家， 还是一位桃李满申江的
青少年书法教育家。 他精研篆籀八分垂五十余
载，转益多师，先后得林仲兴、徐伯清、钱君稥、
程十发等大家的指点、亲授，耳提面命，艺益精
进。他的书法作品，由篆籀八分上窥秦砖汉瓦、
缶翁石鼓；撷诸家法意，融会贯通，又另辟蹊径，
以分法作篆，侧锋作隶，笔力矫健，自具面目，颇
饶探索和创新的意味，在当今书坛独树一帜。

兼收并蓄转益多师的艺术积淀

吴寒松自 １２ 岁起就究心书法艺术，在钱君
匋、赵冷月等名师的指导下遍临《礼器碑》《张迁

碑》《石门颂 》、《西狭颂 》《史晨碑 》《乙瑛碑 》诸
碑，上溯《石鼓文》《散氏盘》，直至秦砖汉瓦；在
书体和运笔上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天骨开张，
笔力矫健，具有浓厚的碑学书风。

他将秦砖汉瓦、 篆籀八分遒劲沉雄的阳刚
之美， 具体而微地落实到书法艺术的用笔、用
墨、结字、章法等各个方面。他创作的书法作品，
是时代精神和个人风格在书法艺术上的体现；
无论书体与气势，均能体现出一种力量之美，墨
浓毫健，用笔恣肆，从而进一步拓展了书法艺术
的审美空间。

从艺五十多年来，他锲而不舍，天天临池和
进行书法传授，虽寒暑也不中辍。近年来又浸淫
刻竹和陶瓷艺术。 艺术大师吴昌硕早年也曾通
过治印、刻竹笔筒、刻铜墨盒等腕力训练来增强
书写的力度。

他的《传统印象》系列作品所临写的《张迁
碑》《石鼓文》《散氏盘》《郑文公碑》，以及王羲之
《奉橘帖》、颜真卿《祭侄文稿》、米芾《研山铭》、
蔡襄《澄心堂帖》、王铎《听颕师弹琴》等，笔法严
谨，功力深湛，反映了他五十年如一日，孜孜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墨池
舀研之功。

秦砖汉瓦书法元素的当代演绎

书法艺术的书写笔墨应该与时俱进， 与当
代的文化、当代的变革同步。新世纪以来，书坛
逐渐掀起了一股稽古创新之风。 吴寒松也把关
注的目光投射到邃古久远的秦砖汉瓦之中，希
冀从源头上返朴归真地探求书法艺术的真髓和

真谛。

秦砖汉瓦上镌铸的文字古拙遒美， 其篆法
线条在刚柔、曲直、疏密、倚正等诸方面都臻达
高度和谐，或方峭、或曲劲、或圆淳、或流美，天
趣盎然。 把秦砖汉瓦的书法元素有机地融入到
当下书法艺术的创作中去， 是吴寒松在书法创
新中所作的可喜尝试。

吴寒松颇具秦砖汉瓦风姿的书法作品，“字
既尽美，尤善布置”。他通过学习西方现代主义
绘画的平面构成原理，于落笔纷披之际，妥善处
理好线条和墨块之间黑、白、灰的相互关系，增
强空间感， 使书法作品臻达整体和谐的意法之
美。

吴寒松借鉴了秦砖汉瓦因形制宜、 随意屈
伸、增减偏旁部首的章法，象篆刻家规划印面一
般地创作书法作品，疏宕有致，险极而归中和。
导师钱君稥观看了吴寒松的书法作品后感慨地

说： 吴寒松常常把古文字的零部件拆开后重新
组合，取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吴寒松从长期的创作实践中领悟到：“可以
通过改变字形结构”，以及“利用有限的白，创造
无限的艺术境界”。如他创作的《鱼之乐》，通过
大片留白，拓展出一片虚幻的想像空间，作品具
有空间的腾挪之美。

在创作中，吴寒松还稽考了汉代许慎的《说
文解字》，从“六书”规则上来寻根和解读汉字的
渊源，辨识其构字原理，了解哪几个字的哪些部
位和部首是可以挪位甚至省略的。 在挥毫书写
书法作品时，吴寒松根据所书内容的需要和字、
词的组合， 借鉴西方现代艺术平面构成的规则
与理念，通过黑、白、灰的对比，在平面中实现层
次推进，作品整体的艺术效果臻于化境。如他创

作的 《鱼得水， 鸟归林》，“水”和
“鸟”的结字都能寻根上溯到甲骨
文等古文字。

立意为象循形追意的书法实践

汉代瓦当在非圆非方的当面

上改造和限制方块字，使之屈曲，
化直线为弧线；并通过适度变形，
将鸟兽等装饰纹样附丽在文字结

构之中，被鲁迅先生赞誉为“汉人
艺术雄沉博大”。吴寒松从图文并
茂的瓦当上憬悟到 “立象尽意”、
化象为意。艺术家在进行书法创作时，是可以通
过具体可感的客观形象， 来寄寓作为创作主体
的书法家的主观情思的。

“象”与书法创作的关系，可参稽东汉书法
家蔡邕所说的：“纵横有可象者， 方得谓之书。”
汉语文字是由点、 划和线条所构成的抽象符号，
在书写中通过书法家的审美追求，通过线条的纵
横运行、节奏对比，通过书法艺术本身所具备的
变形特征，有可能“兴象”与“立象”，进而使原本
抽象的符号在笔毫的运行中“纵横有可象者”；并
在此基础上，创作成可供视觉审美的意象。

从吴寒松《循形追意》系列作品的表层形态
来看，其书法创作的基本思维方式是象征，是对
客观事物的意象性描绘，如他创作的“车系列”、
“门系列”。

吴寒松创作的《门系列》书法作品，以繁体字
“开”和“门”，形象地寓意：人必先打开“心灵之门”，
然后才能开启“世间之门”和“宇宙之门”。他创作的
《车系列》书法作品，以极简的艺术造型手法，表现

丰富的感情世界，寓意车轮滚滚，夫妻同心，齐心协
力，才能“通四海”、“达三江”。

吴寒松《循形追意》系列作品，在书写过程
中通过抽象符号的幻象呈现， 以具体可感的形
象（如“车”和“门”），传递出创作主体的思想、情
感和意趣。正如王弼在《易学略例?明象》中指出
的那样：“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吴寒松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书法实践中，
通过全面继承书法艺术的传统精粹， 通过广收
博采西方艺术的构成理念， 特别是通过对秦砖
汉瓦艺术遗产的不倦探索和深入研习， 在古文
字的空间架构中蕴古铄今， 为传统书法艺术在
当下的艺术创新，作了可喜的求索和尝试。

（配图：无限/吴寒松书法作品）

艺 漫步术

———吴寒松书法艺术的求索与创新

郑寒， 1992 年毕业于东华大学
艺术学院 ， 民盟中央美术院上海分
院副院长 、 上海民盟书画院常务理
事 ，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艺术学院绘
画系系主任 、 副教授 ， 上海工艺美
术学会理事兼设计委员会副主任 ，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

《北方的天空下 》 以壮阔的气
势 ， 表现了作者对黄土地故园深沉
的凝望 ， 在夕阳斜照 ， 富有动感的
暖色调大写意中 ， 寄托着作者饱满
的热情 ， 是艺术扎根人民 ， 绘画写
在大地上的生动映照 。 作品以纸本
水彩为媒 ， 在水色交融中既有水彩
画的通透性与肌理斑驳流淌 ， 又呈
现出油画般的厚重体块与浓烈色彩

的对比转换 ， 在娴熟的写实表现技
巧中融入意象与书写性的笔法 ， 营
造了一个既来自生活 ， 又超然于世
俗的烟火 ， 超越于自然的光影与色
彩的艺术之境， 在道法天地自然中，
彰显东方诗意的文化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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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切 悼 念

郑寒 《北方的天空下》 纸本水彩

文化 观察

在万家灯火的龙年新春佳节里， 一部充
满欢乐的方言贺岁剧 《魔都俏佳人》 在上海
上音歌剧院连演 １０ 场。 《魔都俏佳人》 是上
海 “演艺大世界” 首部 “方言贺岁剧”， 这部
剧既是希望打造上海的又一贺岁文化品牌 ，
也是推动文旅融合、 带动上海节假日文化消
费的一次主动尝试。 跨界融合的喜剧为观众
带来了 “轻松、 接地气又高质量” 的方言文
化大餐； 也在甲辰龙年伊始， 为沪上演艺市
场带来充满欢乐的 “开门红”。

本轮的 １０ 场演出， 观众好评不断， 热度
一路飙升， 在新春佳节期间， 《魔都俏佳人》
的热度不退反增。 观众们的热情让歌剧院充
满了新春的热闹， 不少观众表示 “众神归位
了， 必须值回票价， 演员们都是上海人从小
到大熟悉的面孔， 我们也是借此机会进剧场
感受上海年味。” 还有不少戏迷也表示 “没想
到传统戏曲演员在话剧表演里也这么出色 ，
上海滩的 ‘顶配’ 演员班底果然不会让我失
望。”

每日演出谢幕的 “彩蛋” 也是观众们最
期待的一个环节， 主演们献唱自己的 “看家
本领”， 引来台下阵阵掌声和欢呼声， 不少观
众表示： “谢幕大饱耳福太精彩了， 各路神
仙齐聚， 值回票价”。

《繁花》 收官 “佳人” 登台， 用方言演

绎上海风情。 之前热播的王家卫电视剧 《繁
花》 掀起一股沪语热潮 ， 而 《魔都俏佳人 》
的一大 “亮点” 也是方言———尤其是沪语演

绎为主、 宁波官话、 陕西话、 苏北话等各地
方言轮番登场的演出形式， 使得当初该剧演
出消息甫一公布， 就吸引了很多关注目光。

此剧的另一大 “亮点” 是云集了众多上
海家喻户晓的明星演员。 参演这部贺岁喜剧
的演员都是上海观众们耳熟能详的名家、 明
星， 名角们过招切磋， 每个人都在突破自己
固有的表演方式 ， 且生活里也大多是老友 ，
同台演出都备感欣喜和兴奋。 在一众领衔主
演中， 有不少盟员艺术家的身影， 让我们来
逐一认识下吧。

著名表演艺术家 、 上海沪剧院国家一
级演员茅善玉说 ， 自己天天都在追 《繁
花》， 剧中故事和场景都和自己的记忆高度
贴合 ， 再通过沪语来演绎 ， 更是让她觉得
“地道 ” 。 她还表示 ， 要让观众走进剧场 ，
有一种走亲戚 、 拿红包的过年感受 。 值得
一提的是 ， ２ 月 １７ 日该剧收官演出日适逢
其从业 ５０ 周年。 五十年前的这天， １２ 岁的
茅 善 玉 走 进 了 上 海 沪 剧 团 开 始 学 习 沪

剧———从演员到团长 、 到院长 、 再到如今
沪剧表演艺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才与代表

人物 。 作为海派文化推广者 ， 从台前到幕

后 ， 茅善玉用了五十载的时光 ， 始终守护
着江南梨园的那一抹秀色， 并在沪剧流派的
传承和创新之路上不断探索。

去年凭借电影 《追月》 获得金鸡奖最佳
女主角奖的著名演员何赛飞， 对于此次回归
舞台有着极大的热情。 她表示， 自己在影视
剧里演过形形色色的上海女性， 但是演骗子
集团老大还是第一回新体验。 此外， 何赛飞
和剧中另一主演赵志刚都是越剧演员出身 ，
曾在央视一起合作过， 此次在话剧舞台再合
作， 也将延续一贯的默契。

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副团长毛猛达演了一

辈子的沪语舞台作品， 包括 《石库门的笑声》
这样常演不衰的作品， 《魔都俏佳人》 是他
头一回演一个沪语的话剧， “随着更多话剧、
音乐剧作品的加入， 很多青年观众开始进入
到我们的场子里来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我们应该乘着大家对上海话热情的这股东风，
推出更多的上海话文艺作品。”

正所谓最真的情感， 也最能打动人。 在
这阖家团圆的传统节日， 该剧已然成为了家
庭过节新选择， 同时也为后续上海本土贺岁
剧的创作演出开辟了新路径， 更进一步为方
言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献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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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浦区政协原常委、 解放日报社退休记者 储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