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物馆的魅力在于“讲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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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同福

《鹊华秋色图》中的内涵
□秦延安

“节省每一个铜板”

瓷上石榴红欲燃

□王爱鱼

仿生笔架荔枝丹

□吕冠兰

邮票上第一面五星红旗
□周洪林

时光荏苒，弹指一挥间，新中
国即将迎来建国 71周年。1949年
10月 1日，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
楼上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
红旗。从此，庄严的五星红旗在世
界的东方高高飘扬。在我国发行
的邮票中，鲜艳的五星红旗曾多次
辉映于国家名片上。

邮票上第一面五星红旗，是
1949年11月1日，由东北解放区旅
大邮电管理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纪念》邮票，邮票图案以
北京的前门为背景，左侧半圆形立
体齿轮上印有“1949”的年号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纪念”红色
隶书票名，右侧是一面迎风飘扬的
五星红旗和一颗黄色的五角星且
光芒四射，五角星内绘有毛泽东主
席挥动左臂的形象，国旗下勾画岀

长城、工厂、机器和群众游行队
伍。左上角印有阿拉伯数字“35”，
左下角、右下角分别印有“旅大邮
电管理局”“叁拾伍圆”（当时的解
放区币面值）蓝色楷书字样。该套
邮票共 1枚，是中国邮票中第一枚
展现出新中国国旗——五星红旗
图案的邮票，其主题鲜明，画面热
烈、醒目，色彩鲜艳，充分表达了广
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
无限热爱和崇敬之情；展现了全国
各族人民纵情欢呼新中国诞生的
场景；寓意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万众一心，
为建设新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
强、勇往直前。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
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
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在喜

庆祖国 71华诞之际，聆听这首《歌
唱祖国》的优美旋律，欣赏着邮票
上的五星红旗，使我们感到无比的
振奋和自豪！

1949年 11月 1日，旅大邮电管
理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纪念》邮票

厉行节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
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呼吁：“节省
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
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因此，《红
色中华》充分发挥作为中央机关报
的作用，“节省每一个铜板”成为当
时中央苏区一句响亮的口号。随
后，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发布训令
指出：苏维埃工作人员，要深入了
解浪费对于革命的危害，实际建立

和改善会计制度，自动地开展节省
运动，减少各种费用。

节约的号召一发出，就得到中
央党政机关的响应：中央政府总务
厅召开全体工作人员会议，“决定
在伙食上每人每天节省二两来充
裕红军的给养”；中央国民经济部
全体工作人员，请求人民委员会把
每人每天油盐菜钱由四分减至三
分、粮食由一斤二两减至一斤；中
央粮食部决定，“今后该部工作人
员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节省
一分菜钱更充分的保证红军给
养”；中央劳动部决定每人每天少
吃二两米，同时又要求免发夏衣；
中央土地部除每人每天节约二两
米、节省一分菜钱外，还决定“设置
节约箱，每人每日自动把钱投节省
箱并用纸包好，写上自己的名字，
每七天总结一次，书面发表，以鼓
励节省”，并“一致举手通过今年不
要公家发单衣”。

此外，中央财政部、中央教育
部、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全体工作
人员，除表示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
外，还决定自己开荒种菜，减少伙
食费开支……

节约运动中，毛泽东身为苏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始终
严于律己，从来不搞特殊，生活非
常俭朴，带头吃野菜；他每天的生
活标准也只有三钱盐、二钱油，“每
月只吃二十五斤糙米”；他有吸烟、
吃辣椒的嗜好，却从不因这些嗜好
搞特殊化，是执行苏维埃政府各项
规定和群众纪律的楷模。

苏区后方军事机关比前线部
队的定量更少。红军总部每人每
顿二两多米，放在一个蒲包里煮着
吃。为防止拿错，蒲包上还贴了各
人的名字。

一天，总部开饭时，几个搞杂
务的年轻战士三口两口就把一蒲
包饭“消灭了”。朱总司令上前问
他们这包饭够不够吃，大家都说

“够吃”。朱总司令笑了笑，说他们

没讲真话，瞒得过他，瞒不过自己
的肚子。战士们听了，摸摸肚子，
哄笑起来。小彭承认饭是不大够，

“不过还能对付过去”。朱总司令
满意地说：“对，我们要的就是这种
精神！困难难不倒英雄汉。”接着，
他告诉战士们，他年纪大些，两包
饭正好够三餐，因此多出一包饭，
要他们去伙房领来吃掉。

小伙子们信以为真，连着几天
领吃了朱总司令“多出来”的那包
饭。直到有一次小彭讲起朱总司
令又把前方送给他的一小包盐拿
给伙房用了，大家才一齐去问常给
朱总司令打饭的警卫员小唐：朱总
司令饿没饿肚子？小唐说，哪能不
饿，饿得不行就喝水。他是怕你们
更饿，才有意要我少领一包饭
的。

这以后，战士们再也不肯吃朱
总司令让给他们的饭了。但是通
过这件事，他们更加尊重朱总司
令，也懂得怎样面对困难、战胜困
难。

刘少奇到瑞金后，住在枣子排
村。他虽担任全总苏区中央执行
局委员长，但始终与工作人员一样
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

周恩来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
书记、红军总政委。他与苏维埃机

关干部一样，除每天坚持节省二两
大米外，还严格执行红军部队后方
机关的节俭规定，过着“有盐共咸、
无盐同淡”的清苦生活，他有一则
淡菜请客的故事在苏区流传很
广。

此外，还有苏维埃中央人民委
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项英、彭德
怀等中央党政军的领导同志，在反
浪费和节省运动中身体力行、率先
垂范，不愧是中央苏区艰苦奋斗、
勤俭节约的表率。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苏
维埃政府“眼里不容沙子”，采取铁
腕手段打击贪污浪费现象，坚决防
止当面吃紧、背后紧吃。毛泽东指
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
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1934年 3月，《红色中华》报第
164期还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时
任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博古，及陈
云、罗迈、邓颖超、潘汉年、成仿吾、
陆定一、毛泽覃、彭儒等 23位从白
区进入中央苏区的同志，自发联名
给《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封信：“我
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
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
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
利，愿意：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
红军吃饱饭，好打胜仗……”

“似火山榴映小山，繁中能薄艳中
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烧却翠云
鬟。”这是唐代诗人杜牧笔下的《山石
榴》，令人垂涎欲滴。石榴是汉代张骞
出使西域时带回中原种植的，因“千房
同膜，千子如一”而备受世人喜爱。金
秋时节，在陶瓷中把玩欣赏“榴开百
子”，别有一番情趣与韵味。

“灯笼瓶”是雍正时期景德镇御窑
厂创烧的新器型，因形似灯笼而得
名。这件民国粉彩石榴纹灯笼瓶（图
一），撇口，短颈，丰肩，筒腹，圈足，腹
部正面绘石榴图，弯曲的枝干，绿黄的
叶子，硕大的石榴，两颗石榴露出了高
兴似的笑容，向人们展示美好的内心，
以此寓意多子多福、儿孙满堂。此瓶
胎釉洁白莹润，画工形象细致。

“三多”是石榴、佛手和桃子三种
吉祥的果子。石榴多籽，
叶茂，有后代兴旺发达的
寓意；佛手谐音福寿，历
来是人们祈福祝寿的吉
祥物件；桃子象征长寿。
它们组合在一起统称“三
多”，表示祝愿家族繁衍、
代代康健的意思。这件
民国“三多”纹镂空笔筒
（图二），直口，直壁，只见
在绿叶衬托下，红红的桃
子，令人垂涎。金黄的佛
手微微举起，像在给人们
祈求幸福。石榴或红或
黄，红的露出了笑容。在
鲜艳夺目的榴花陪衬下，

“三多”更是充满吉祥意
味，寓意日子红火、家族
兴旺、多福多寿。

斗彩又称逗彩，创烧
于明代成化年间，是釉下
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
合的一种装饰品种。这
件清雍正斗彩折枝花果
纹盘（图三），敞口，浅腹，
圈足。盘心绘碧草山石，
石榴花果傲立而出：茂密
的叶子，浓淡相间；繁盛
的果实，红黄相交。内壁
分别绘三组折枝花果纹，
与外壁折枝花卉纹相配，
图案布局舒密有间，红、
绿二色搭配，清雅脱俗。
胎体轻薄，白釉温润，斗
彩雅丽，是雍正斗彩仿明

代成化风格之佳器。
胆瓶，因器型如悬胆而得名。胆

瓶始烧于唐代，盛行于宋代，是陶瓷器
型中的经典。这件青花釉里红石榴纹
胆瓶（图四），直口，细长颈，削肩，肩以
下渐硕，腹下部丰满。腹部绘折枝石
榴花果，密密的叶子挂满了枝头，叶子
茂密处红红的石榴大而饱满。瓶底中
书“大清康熙年制”青花篆书款。

葫芦瓶因形似葫芦而得名，自唐
以来，因其谐音“福禄”，为民间所喜
爱。这个清嘉庆粉彩石榴纹葫芦瓶
（图五），小口，短颈，瓶体分两截。腹
部绘石榴纹图案，遒劲的枝干上长满
了绿色的叶子，十几个硕大石榴，有的
绽开了笑脸，有的鲜艳似火。鲜红的
石榴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家族的兴旺，
而瓶形像“吉”字，寓意大吉大利。

凉风突起，白露渐生，寒蝉凄切，愁苦一夏的人
儿总算松了一口气。这一种如释重负的舒畅心情，
若被入画，那便是十分嚣张的绚丽。能把这种季节
的心情绘入画中的便是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
精宫道人、鸥波，吴兴（今浙江湖州）人，故画史又有
称“赵吴兴”。赵孟頫才华横溢，书画双绝。他创立
的“赵体”书法，为“楷书四大家”之一。他在王维的
基础上，提出了“文人画”概念，并成为元代文人画
的领导者。作为赵孟頫的传世代表作，《鹊华秋色
图》被中国画史喻为“文人画风式青绿设色山水”。

《鹊华秋色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纸
本，纵28.4厘米，横90.2厘米，是赵孟頫为祖籍山东
却从未回过乡的至交周密描绘的济南郊区鹊山和
华不注山的秋日盛景。作品采用平远构图，写意笔
法作画。画面清旷辽阔，意境深邃高远，表现出恬
静而悠闲的田园风味，“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
想”。画中，远山近树，长汀层叠，层次分明；渔舟出
没，屋舍隐现，错落有致。

在技法上，作者用写意笔法画山石树木，线条
粗疏，“有唐人之致，北宋之雄”。树干只作简略的
双钩，枝叶用墨点草草而成。山峦用细密柔和的皴
线画出山体的凹凸层次，笔法潇洒，节奏鲜明，使之
显得湿润融和，草木华滋，毫无斧凿。可见赵氏笔
法灵活，画风苍秀简逸，学董源而又有创新。

对于此画由来，题跋中解释，是为解友人周密
的思乡之情。从今天的实际来看，鹊山和华不注山
位于济南的黄河南北两岸。而《鹊华秋色图》中，却
以站南望北的视角，将两座山画在了黄河北岸。因
此自古以来饱受争议，被认为是赵孟頫凭着记忆作
画时的“败笔”。其实细究此图，便知这是该画的

“高妙”所在。
赵孟頫乃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作为前朝

宗室和文化名流，深知“圣人南面而听天下”。虽然
宋朝已不在，自己也无力回天，但仍不愿落下北面
称臣的口实，遭人非议。在赵孟頫的记忆中，由南
往北观看，东边的华山在右，西边的鹊山在左。这
一种视觉经验像一张照片固定在他的脑海里，让他
一直铭记着二山方位总是右华不注山、左鹊山。于
是，赵孟頫以左右分东西的习惯来创作此画，在题
跋中强调的“鹊山在东”实宣示南面为君的姿态。
这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与生物法则在此相颉
颃，入画便成了心声最好的彰显，足可见其用心良
苦。

秋色美好，《鹊华秋色图》更富神韵。我想，它
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画，不仅因为画得出色，更与
其深厚的文化底蕴相关，我想这才是这幅画的隐形
内涵。

博 物 馆 为 什 么 要“ 讲 好 故
事”？概括起来，至少有三个理由：
一是弥补知识不足，化“陌生”为

“熟悉”的需要。游客前去参观，面
对几乎完全陌生的藏品，需要博物
馆通过“讲好故事”来给游客补课，
帮助他们熟悉这些藏品。二是还
原历史真相，化“呆板”为“生动”的
需要。平面线性地介绍藏品概念，
有时并不能够吸引游客，也难以让
游客理解，博物馆只有在深入挖掘
内涵、还原历史真相上“讲好故
事”，才能吸引游客立体地感知、生
动地掌握。三是延伸教育功能，化

“沉醉”为“承载”的需要。让游客
沉醉其中，只是“讲好故事”的一个
初始目标，其终极目标则是要引导
游客从沉醉“文化与过去”中走出
来，力争在不断增强文化自信中去
作些深刻思考，在不断传承历史中
去作出应有担当。

博物馆“讲好故事”，传统的做
法往往是通过讲解员的讲解、图片
的说明、图书的介绍来实现的。诚
然，这些传统的“讲好故事”的做法

依然不能缺席，但时至今日仅仅停
留在这样的层次上，显然是不够
的。我们还必须开动脑筋、创新载
体，尤其要依托先进的科技手段，
来提升我们“讲好故事”的层次和
水平。法国卢浮宫，它是欧洲第一
个把藏品从展厅搬上网络的博物
馆。目前，已把 3.5 万件馆内公开
展示的藏品及 13万件库藏绘画放
上网站。公众可游览3D版的古代
东方、古埃及、古罗马和希腊艺术、
绘画、素描、雕刻、工艺美术等七大
馆。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一些
国家还未完全可控的情况下，运用
网络新科技，推出集文字、音频、图
像、信息互动为一体的新媒介，不
失为一种“讲好故事”的有效之举。

“讲好故事”，博物馆做好“创
意”十足的文创产品，是断断不可
或缺的重要手段和途径。博物馆
做文创产品，说到底就是为了激
活藏品其内在的生命力，将传统
文化和工艺从具象载体中抽离出
来，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细化到
现代生活之中，说白了，这也是为

了让一些文物“活”起来。须知
道，中国人的美学观念，许多是落
实在生活中的。美是为生活服
务、为生命添彩的。事实上，有许
多文物恰恰就浸润着中国人的这
种美学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有理由通过衍生文创产品，
让这些文物“活”在我们的生活
里，并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北京故宫博物院正是按着这样的
思路，切实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
推出秉持“元素性、故事性、传承
性”要求的，诸如《故宫日历》和

“朕知道了”皇帝朱批纸胶带以及
“朝珠耳机”“奉旨旅行”腰牌卡、
顶戴花翎官帽伞等文创产品，终
因频频卖断货而赢得国内外游客
的好评。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
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和企业交
流，推动文创产品质量进一步提
升，完善故宫文物的展示方式，进
一步讲好有利于增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在国际上的传播力和影响
力的“故事”。

“盈盈荷瓣风前落，片片桃花雨后娇。白玉薄
笼妖色映，茜裙轻裼暗香飘。”这两句诗出自明代文
学家徐勃的《咏荔枝膜》。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么优
美的诗句竟然只是吟咏一种水果的内膜。

荔枝原产于我国，早在汉代时，国人便有种
植。最早将荔枝写入文章的是西汉文学家司马相
如，他在《上林赋》中称荔枝为“离支”。东汉文学家
王逸作有《荔枝赋》，形容荔枝“灼灼若朝霞之映日，
离离如繁星之着天”，着实精妙。直到唐代时，荔枝
都是稀有之物，从“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中可见一斑。宰相张九龄在《荔枝赋》序言中说
他吃过荔枝，“诸公莫之知，而固未之信”，别人都不
相信。高官尚且如此，更不用说平民百姓了。因为
喜爱荔枝，唐玄宗便将新曲命名《荔枝香》，后来成
为词牌名，柳永、周邦彦等名家都写有《荔枝香》
词。不仅如此，唐代之后，运输业日渐发达，能吃到
荔枝的人越来越多，吟咏荔枝者不绝如缕，留下篇
章更是汗牛充栋。明清时期，荔枝因为结实众多，
成为多子多福的代名词，从而成为民间制作工艺品
的一种常用题材。

这只清代的仿生瓷笔架，便是采用荔枝题材。
仿生瓷以模仿真实物件并能以假乱真而知名，这只
笔架便是如此。只见在一截枯树桩上，伸出几片叶
子，长出几颗荔枝，叶子有的呈浅绿色、有的呈深绿
色，有的伸展、有的微卷，荔枝果实硕大，颗粒饱满，
一看就很新鲜，令人垂涎欲滴。树桩看上去千沟万
壑，千疮百孔，内部中空，看来历经多年的风霜洗
礼、雨雪侵袭，已经开始腐朽，但它竟能长出叶子，
结下荔枝，从而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因此，这截
树桩颇有枯木逢春、焕然新生之意。

这样的仿生瓷笔架放在书桌上，定是一件颇具
雅意的摆件；如果主人挥毫书写，落笔停下时，它便
成为放置毛笔的笔架，可谓美观和实用高度统一。
在此，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竟然能够有如此奇
妙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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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晚清紫檀文房算盘

□李晋

《红色中华》报关于开展节省运动的报道

从拍卖会以千余元的价格买到一
批木器杂件，内中包括一只算盘，起初
以为是普通红木材质，回来后，用干布
擦拭后一看，发现竟是紫檀材质，心中
不由一阵欢喜，不仅是“捡漏”之故，更
觉得是与此物有缘。

这把九档算盘仅成人巴掌大小，
小巧精致，清秀雅致，属晚清制品。算
盘珠质地紧密、拨动顺手，每档七颗，
合计六十三颗，穿于竹制立柱之上。

算盘内中木框上贴有纸条，上有圆珠
笔所写“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
亿”。算盘背部有底板，略有裂纹，但
瑕不掩瑜，带有底板的算盘较为少见，
数百把中难以挑出一件。

算盘是源自中国的计算辅助工
具，其已有 2600多年的历史，英国学
者李约瑟认为算盘是中国的第五大发
明。算盘在旧时广泛应用于商业领
域，故有“算盘一响，黄金万两”的谚
语。而从这把算盘体积来看，应为文
房算盘，即是文人消遣把玩之物。其
可贵之处不仅在其工艺，更在其材质，
紫檀为世界上最为珍贵的木材之一，
其生长缓慢，成材不易，素有“百年寸
檀，十檀九空”的说法。该算盘上有细
密自然的牛毛纹，色泽红润，颇为养
眼。

有藏友看到这把算盘后，建议我
将算盘珠取下做成手串，亦是一件有
品位的文玩。但我想，还是保持算盘
的整体性比较好，因为它也是当时匠
人的一片付出。晚清紫檀文房算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