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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佳佳

本报讯 俯瞰西湖，再由钱塘江上溯，经

富阳、桐庐、建德、千岛湖，直至安徽休宁——

从钱塘江发源地休宁七股尖算起，这一水系

全长600余公里。

最近，七旬画家寿再生先生创作15米山

水长卷——《钱塘 富春 新安江揽胜图》，将

自然景观与人文建筑，以及个人的记忆尽收

其间。

在杭州闹市中的一方斗室中，寿再生徐

徐展开了这幅15米长卷。

15米长卷记录下
时代行进中的山水胜景

卷首是西湖全景，青山之上，有雷峰塔、

六和塔、保俶塔、城隍阁⋯⋯还有高楼林立的

钱江新城，以及西湖文化广场耸立的环球中

心。可以说，《钱塘 富春 新安江揽胜图》记

录下的是时代行进中的山水胜景。

创作这幅长卷，寿再生仅用了月余时间，

因为他对那些山水太熟悉了。

寿再生生于 1950 年，也就是这一年，他

的父亲、著名的书画大家寿崇德先生从上海

来到新安江边的严州师范任教，与妻子朱凤

钊一起，将四十年的光阴，献给了新中国的美

术教育事业。寿再生自幼研习国画，后曾深

造于佳木斯师范、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深得

国画大家陆俨少的指点。

长卷中，有寿再生少时的记忆和成年后

再访的痕迹：梅城古镇、南峰塔、北峰塔隔江

而望；穿越古镇的城门，再往远处，一片房舍

之中，最显眼的建筑是严州中学。“这是我当

年读书的地方。”寿再生说，“上学途中常去图

书馆阅读书刊，久坐不倦。”后来，他作为知识

青年赴北大荒时，随身携带的行李中就有一

箱书——《复活》《斯巴达克斯》《孙中山选集》

《共产党宣言》⋯⋯这是青年寿再生的一张书

单。

寿再生的长卷中，可以看出他对父辈精

神的传承。新安江水库、千岛湖、严子陵钓台

⋯⋯这些，在他的父亲寿崇德先生的画笔下，

都曾出现过无数次，展现了新中国自然与人

文风光，以及火热的建设风貌。

同样，这些被父辈以丹青再现的山水，也

被寿再生描摹过许多次，当然，他的笔下，是

对这个时代的记录，他试图告知观者，不要忘

却那些悠远历史中行走的人与发生的事，这

样才能对“严光子久遗风终古不泯”实现更好

地抵达。

书房斗室中有
“万卷书”与“万里路”

寿再生的居所，是名副其实的书房——

面积不大，堆积的书与画之间，仅容一人侧身

通过的小道。

奇妙的是，“万卷书”与“万里路”，在这间

居所中都可以看到。

“万卷书”，自然是眼前挤挤挨挨的书本，

而“万里路”，在寿再生的画作中，是黄山、九

华山、峨眉山、华山、武夷山、雁荡山⋯⋯他几

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每次出游，总会带回一大

本速写，然后再行创作，所以，在寿再生这间

位于杭州闹市的居所中，几乎可以看尽世界

风光。

走遍世界后，寿再生最钟情的还是中国

的山与水，当然也包括眼前 15 米长卷中的

“千里江山”。

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王伯敏先生曾说：

“寿再生有探索精神，对山水艺术之笔墨变

化，锲而不舍地钻研，试图以一种新的水墨构

成形式，进行新的探索，时光不负有心人，而

今他是日益进展，有追摹石涛、黄宾虹的传统

手法，发挥着视觉艺术的现代意识，故其力

作，多有创新。” 本报记者 孙雯

自钱塘江上溯，直至它的源头，600余公里尽收他的笔下

七旬杭州画家画就15米“千里江山图”
自钱塘江上溯，直至它的源头，600余公里尽收他的笔下

七旬杭州画家画就15米“千里江山图”

“一个故事在不同时代产生了同样的社会震动。而在全媒体时代的今天，这个故事应该以怎样的形态进行

传播，重新诠释一种信仰的形成呢？电影《红星照耀中国》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上映，正回答了这一问

题。”

这段文字来自于影评《“到延安去”的一种诗意诠释》，简单几句勾勒，就把电影《红星照耀中国》之中最为本

质想要表达给观众的精神内核给点了出来，这篇影评也获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专家的一致肯定。

从 2019 年 9 月 20 日持续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优秀国产影片展映

及影评活动已圆满结束。截至12月30日，全省114家重点展映影院，以“经典电影”“浙产电影”“档期电影”三

块内容，分批次展映了37部电影，共放映92378场，观影人数达308万余人。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影展活动及影评征文结束

优秀影评名单中有你吗

70年银幕叙事，看神州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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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安 江 揽 胜

图》（西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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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期间，《典妻》等 7 部浙产电影及经

典老电影共上映444场，14827观影人次；

《古田军号》《烈火英雄》《红星照耀中国》

3部档期外优秀主旋律电影共放映375场；

《决胜时刻》《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

《攀登者》4 部主旋律档期商业电影共放映

91559场，3067903观影人次。

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本次电影展映同期

开展的影评活动，征集到各地影评文章60多

篇，其中不乏妙语连珠或发人深省的观影评

论（扫码查看优秀影评获得者）。

“笔者带着舞台记忆几乎是对比着审视

着去观看，仍然有那种最初的感动和震撼，仍

然有一种萦纡不去的压抑和愤懑，仍然有一

种深切的同情。”这是观众对《典妻》最诚恳的

评价。

《攀登者》让人真情流露，“方五洲和徐缨

的爱情缠绵悠远，然而又是克制的，他们俩互

相依靠，支撑着彼此信念。在首次登顶成功

后，方五洲在废弃工厂展示自己矫健灵敏的

身姿，徐缨朗读着字字深情的笔记，镜头此时

仿佛蒙上了一层上世纪六十年代罗曼蒂克的

薄纱。他们遗憾地错过，正如徐缨所说的那

样：原来你登的那座山，是在我俩之间。”

看了《中国机长》，有人在评论电影不足

的同时，也这样描述：“不过，这部影片依然

值得点赞，因为它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即表

现了灾难或危机来临时‘社会性力量’的集

结和发动，恰是这一点，令影片在塑造英雄

的同时，又没有掉入个人英雄主义的套路，

也因此而与那些孤胆英雄式的影片拉开了

距离，表现出符合中国制度特色的独特风

格。”

通过影评人对展映电影不同角度的诠释

与剖析，我们看见了群众对好故事、好电影的

认可，对可以慰藉人心温暖社会的力量的渴

求，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神州巨变的感叹

与赞美，也从电影中感受到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制度的独特优越性。

这些优秀影评文章分别在“浙里影事”

“浙江文艺评论”公众号及“小时新闻”APP

有专门刊载，点击阅读超过 10 万次，受到影

迷观众的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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