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码民了 民叠处岛圈亮⑥同
神

。

尾巴也甩向一旁
,

自然地搭在臀上
,

作悠闲行走状
,

形象生动
。 ’

另一只陶猪成黑褐色
,

残缺一耳
,

嘴微向前伸
,

耳略前耸
,

耳根下

纵穿一孔
,

尾巴扬起
,

后腿力蹬
,

作奔跑状
。

好象是受到了外界的

惊吓
。

形象十分生动逼真
。

一只幼猪用泥球加工而成
,

仅仅粗略力

工都使其看上去肥胖溜圆
,

小巧可爱
。

还有一只残缺两只腿
,

脊高

耸
,

嘴闭拢
,

无 目无尾
。

另外还有一些不完整的
,

残肢碎片
。

与此

同时
,

还出土 了 件小陶狗
,

其中两件较为完整
。

一只残缺三条腿
,

长颈
,

昂首
,

尾巴上翘
,

前肢向前伸
,

可能在日
。

在哈尔滨市郊的皇山也找到了 种动物雕像
,

有一些是属于

某种支脚和许多不太清楚的残片
。

其中一大部分可能应当列入动物

类中被打碎的雕像的一部分
,

所有雕像都不太大
,

捏塑得很粗糙
,

想

必是匆忙间捏成的
。

但是全部是用火烧制成的
。

粘土是纯净的
,

没

有杂质
。

有褐色和各种色调
。

在孔东遗址出土了一座打制的石熊像
。

其中一件小头
,

肥壮

的身体
,

头上有耳
,

用穿孔表示出卷曲的身体和前肢
。

另一件打制

得更粗简
。

在加夏遗址中发现了熊像
,

是幼仔形象
,

突嘴
,

短耳
,

粗壮

的身体
,

短小的四肢
。

在苏丘岛还发现了陶猪
、

陶熊头的雕像
。

远东南部
,

青树林文化
,

在青树林遗址中上方的山顶发现 了

马鹿祭祀
,

其中有件陶制的母鹿头
。

这些动物雕塑虽然有些己残缺
,

但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并不是指

作品的物质形态的完整性而是指作品的构思
,

内容
,

结构的完整性
,

即思想内容与表现形式高度统一到的一种意境和情趣
。

比如莺歌岭

的小陶猪虽然有些残缺
,

但还是可以看到它们造型的洗练简约
,

神

情意趣的充沛弥足
,

与近现代西方雕塑大师手下的动物形象相 比毫

不逊色
,

甚至更多了出自古人的原始感觉和内心的所进发的质朴而

天真的神韵
。

三
、

其 他

在苏岛丘岛遗址中发现了两件陶球
。

黑皮陶
,

红褐色胎
。

一

件是从顶端刻划双钩螺旋纹
,

两条曲线顺时针旋转下走
,

一直旋转

刻划到球体的另一端
。

从侧面看
,

线条是接近横向的直线
。

从顶面

看
,

线条是螺旋形
。

另一件陶球
,

表面是几朵单螺旋纹
,

在四朵螺

旋纹空隙处刻划双层的菱形同纹或雷纹
。

这两件陶球的纹痕宽深
,

在纹沟内露出红褐色的胎质
,

形成黑皮底与红褐色花纹对比强烈的

艺术效果
。

对陶球的功能有不同的看法
。

有人认为是儿童的玩具
,

还

有认为是制作陶器螺旋纹的球形模具
。

不过现在这种装饰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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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富于变幻色彩可能与宗教祭祀有关的陶球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件艺

术品了
。

加夏的遗址中还发现了小船像
,

小船上部已残掉
,

只剩下船

的底部
。

目前根据考古资料显示
,

在黑龙江发现的除了人物和动物题材

的雕塑还不多
。

但随着考古界的发展相信还会发现更多的艺术珍
口
日日 。

人类原始社会是一个约持续数百万年的十分漫长的人类黎明时

期
,

由于这个洪荒时代距今天的我们来说太遥远了
,

所以他让我们

感到混沌
,

迷茫
,

笼罩着猜不透的迷
。

也正因如此原始社会的雕塑

艺术也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

这也使这些艺术品具有了无穷的艺术

魅 力
。

作者单位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黑龙江省青年古筝演

奏家
,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

术学院副教授
、

硕士研究

生导师张彤与父母于

年 月应邀赴美国圣路易

密苏里大学进行演出
、

讲

学
。

此次演奏会在当地引

起 了很大的轰动
,

《圣路

易 时 报 》
、

《圣 路 易 新

闻 》等中英文报纸在演出

之前就对演奏家
、

演出内

容进行 了多次报道
。 “

古

筝琵琶独奏音乐会
”

于美

国当地时间 月 日 时

在圣路易密苏里木学演艺

中心拉开帷幕
,

张彤和其

父亲张贵声教授表演了古

筝独 奏
,

分 别演 奏 了 《湘 妃 泪 》
·

《采花 》
、

《赫哲 人 的

春天 》
、

《铁 马 吟 》和 《长 城调 》等 中 国名 曲
。

张彤 的

母亲李桂香教授进行 了琵琶独奏
,

演奏 了 《月儿 高 》
、

《十

面埋伏 》等 中国名 曲
。

张彤说
“

当天的音乐会举行得相

当成功
,

之前我们准备了充裕的演奏曲目
,

本想选择性地演

奏
,

但因为现场观众的热情非常高
,

所以就情不 自禁地把所

有准备的曲目都演奏了
,

音乐会一直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

演

奏会后听众的掌声持续近 分钟
,

我们多次谢幕
。 ”

密苏里

大学校长 博士激动地说
“

中国民族音乐太神奇
、

太美妙 了
,

希望你们 能再次来到密苏里大学
。 ”

《圣路易时

报 》的头版头条也 以
“

中国音乐家创造神奇
”

为题进行 了

报 道
。

谈到在美国举办音乐会最深的感受
,

张彤说
“

美国观

众的素质那是没的说
,

在两个半小时的音乐会上
,

全场始终

保持着 良好 的秩序
。

在我们演奏的过程中
,

观众席鸦雀无

声
,

我感觉到音乐真是文化交流 的纽带
。 ”

张彤说
“

美

国人注重对子女的素质教育
,

他们通常把学习音乐作为 自身

修养的一部分
,

而不是非让孩子今后从事这项专业
,

成为音

乐家
。

他们更希望孩子通过对音乐的学习
,

能够成为有素养

的听众
,

能够感受到音乐带来的美和快乐
。

美国人欣赏音乐

有一个特点
,

他们会找到一个适合 自己欣赏的点
,

使 自己迅

速融入到音乐中去
。

这一点通过现场观众的 目光你能真切地

感 受 到
。 ”

很多人知道古筝
,

但对它不是很了解
。

古筝在中国具有悠

久的历史
,

传统筝曲分为很多流派
,

曾有人形容其为
“

炎黄子

孙的信物
,

华夏后裔的标识
。 ”

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古

筝
,

进而喜爱中国民族音乐
,

在音乐会之后
,

张彤还以
“

筝艺
、

筝道
”

为题在密苏里大学讲学
,

师生反响热烈
。

据张彤介绍
,

他曾在早稻 田大学
、

国立台北艺术大学讲学
,

也都引起了听众

对中国民族音乐的深厚兴趣
。

“

全世界的中国人是一家
。 ”

张彤此次去美国演出对这句

话感触颇深
。

张彤说
“ 这次音乐会之所以能成功

,

与当地华

人的帮助是密不可分的
。

圣路易密苏里大学的冯鸿矶教授就是

其中之一
,

她的女儿冯碧慧更是担任了本场音乐会的报幕员
。

在独奏音乐会的最后
,

我和冯碧慧还即兴演奏了一 曲以美国民

歌为素材的古筝和小提琴的二重奏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