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品见证香港回归
□周洪林

“五星红旗飘香江，紫荆花开
庆回归”。1997年 7月 1日，历经百
年沧桑的香港回到了祖国母亲的
怀抱。今年 7月 1日是香港回归祖
国 25周年纪念日，喜看今日香港，
东方之珠更加璀璨明亮。翻看笔
者的藏品，当年 7月 1日发行的报
纸和邮票，分别记录和见证了香港
政权交接和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
主权这一永载中华民族史册的庄
严伟大时刻。

党报记录香港政权交接仪
式。1997年 7月 1日的《人民日报》
头版报道（图1），1997年7月1日零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
别行政区区旗在香港升起，历经百
年沧桑的香港，在亿万华夏儿女饱
含热泪的注视中，回到祖国怀抱，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
立。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同时
配发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现场
盛况照片，气势震撼。

邮票见证香港回归庄严时
刻。香港回归，普天同庆。为了纪
念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历史性的时

刻，中国邮政于 1997年 7月 1日发
行了《香港回归祖国》纪念邮票一
套 2枚（图 2），小型张 1枚（图 3）。
图案分别为：“中英联合声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
本法”。两张邮票下部都饰以环绕
的花卉，周围边框以金色铺陈。小
型张“香港回归祖国”。邮票右上

角印有“一国两制”的倡导者——
伟人邓小平同志面带笑容的肖像，
背景是香港回归时，绚烂的烟花升
腾在香江两岸的盛况。设计者任
宇和王虎鸣把香港回归的盛况在
邮票上充分展示了出来，特别是小
型张的诞生，为香港回归增添了喜
庆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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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声传画舫中
□郑学富

□马小江

元《夏日山居图》轴赏析

□徐华铛

雕根邀神 形简意丰

东晋刘训夫人荣氏砖志考

□朱刚

赏民国杨梅摆件

□彭宝珠

在收藏鉴赏中弘扬工匠精神

□吕云祥

1921年 7月 23日晚，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
租界望志路 106 号（今兴业路 76
号）。7月30日晚，一大举行第六次
会议，刚开始几分钟，法租界巡捕
房密探突然闯入，会议被迫中断，
最后一天会议是在嘉兴南湖游船
中举行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
的第一个纲领和决议，选举了中央
领导机构，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
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庄严诞生。
油画《启航》采用写实主义的手法，
再现了一大代表们从小船登上大
船，准备启航时的历史瞬间。

《启航》是由中国美术学院教

授何红舟、黄发祥联合创作于 2009
年，纵 270厘米，横 550厘米，现收
藏于中国美术馆。画面中，毛泽东
处于构图的中心位置，他身着蓝色
长衫，肩挎包袱，一手微微提起长
衫，显得从容自信；伟岸的身躯，红
红的脸庞，一头浓密的长发，表现
了毛泽东意气风发，豪情满怀；他
站立船头回首眺望，目光深邃高
远，神情坦然坚定。尽管毛泽东当
时仅是湖南的一名代表，但是之后
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证明了毛泽
东是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作者把
毛泽东作为中共一大的中心人物
浓墨重彩地刻画，体现了历史真实
性。董必武头戴一顶黑帽，上身黑
色马褂，下身黄色长袍，手持纸扇，
目视远方，神情凝重刚毅，镇定自
若。他身体微微前
倾，迈步登舟，旁边
一年轻代表伸手搀
扶。李达、陈潭秋、
王尽美、邓恩铭等
代表或立于船头，
或相视交谈，或跨
步踏船，神情各异，
栩栩如生，看上去
行色匆匆，但一个
个意志坚强、斗志
高昂，将共产党人
百折不挠、勇于奋
斗的精神风貌表现
得淋漓尽致。船舱
内的灯光映红了两
位代表的面庞，他

们或正在精心准备会议材料，其中
年长者应是何叔衡。小船上打眼
罩警惕地四处观望者是王会悟，她
是李达的夫人，是她提议转移到自
己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并周密地
安排好开会事务。代表们在游船
的中舱开会，她坐在船头放哨。

作品立意深邃，主题凝练，气
势宏大，构图丰满严谨，人物塑造
生动形象。整体色调凝重，色彩明
暗交错。画舫之下暗流涌动，水面
波浪激荡，渲染了当时险恶的政治
形势。天空乌云密布，沉闷而压
抑，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暗喻当
时黑暗的社会环境，也预示着即将
发生的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远处的东方天
际一片白色升腾而起，正向四周弥
漫，照亮了画舫前方的湖面，与游

船上的代表们融为一体，表示革命
曙光已经显现。中国共产党犹如
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
中国革命的前程。乌云与光亮的
鲜明对比，表现出了革命征程的艰
难凶险和党的创建者们披荆斩棘、
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

1964年 4月 5日，董必武重游
嘉兴南湖，在淅淅沥沥的春雨中登
上红船，他心潮澎湃，感慨万千，当
场挥毫写下了一首七绝诗：“革命
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
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
该诗语言朴实，情感真挚，通过抚
今追昔，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永恒
的初心。如今在红船东面临水处，
建碑亭一座，勒石永志，名“访踪
亭”。寓意着红色基因薪火相传，
红船精神代代弘扬。

南宋诗人陆游在《苦热》中说：“万瓦
鳞鳞若火龙，日车不动汗珠融。”时至炎
夏，也是一年中最热、最难熬的时节。那
么古人在这时节有什么消暑的办法？民
间可见饮伏茶、烧伏香等消暑良方。在
历代书画中的高士、文人也不乏消暑之
法。他们或长夏掩关、澄怀静坐，或槐荫
高卧，或凉亭兜风，或取前贤法书名画、
碑帖尺牍，时一展观，怡然终日而不知
倦。

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代王蒙
《夏日山居图》轴，向人们展示了古人山
居消暑的生动场景。

此图绘长松高岭，山坞人家。山下
是六株高耸挺拔、枝繁叶茂的松树，左边
向山里，山麓间一所茅屋。半敞的房舍
中一位怀抱婴儿的妇女似正在来回踱
步，哄儿入睡，极富生活情趣。王蒙的作
品虽多描写高士隐居生活，但其中往往
蕴含俗世的生活情趣，这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是画家入世情结的一种流露。

画中山体施以细密而短促的牛毛
皴，凸处和边缘处笔少而墨淡，凹处及深
暗处则笔多而墨浓，借以表现出山峦的
层次和体积感。松树以淡墨勾形，偶尔
施以重墨，树身以干笔圈皴，松针先以淡
墨写出，复施以浓重的焦墨，使之层次分
明，愈显清峭挺拔之势。山间丛树用焦
墨侧锋点染而成，与山体皴染融为一体，
相辅相成，更增夏日青山浑厚华滋的质
感。

另外，画面自识：“夏日山居。戊申
二月，黄鹤山人王叔明为同玄高士画于
青村陶氏之嘉树轩。”戊申为元至正二十
八年（1368）。另有清乾隆帝题诗并钤印
及清安岐、乾隆内府等鉴藏印共17方。

王蒙（1308~1385），为元代画家。字
叔明，号黄鹤山樵。赵孟頫外孙，吴兴
（今浙江湖州）人。他的山水画受赵孟頫
影响，师法董源、巨然，集诸家之长而自
创风格。作品以繁密见胜，重峦叠嶂，长
松茂树，气势充沛，变化多端。喜用解索
皴、牛毛皴，干湿互用，寄秀润清新于厚
重浑穆之中，苔点多焦墨渴笔，顺势而
下。兼攻人物、墨竹，并擅行楷。与黄公
望、吴镇、倪瓒合称“元四家”。

东晋刘训夫人荣氏砖志，高 28厘
米，宽38厘米，隶书刻文。砖面划线十
一栏，实刊文十列，共计八十二字。砖
志出土详情不明。录文断句如下：

咸康七年九廿日，晋故建昌左尉
舍人会稽始宁都乡保安里刘训夫人下
胡（湖）荣氏之墓。大女妙，年八；妙男
弟■，年四。墓在员内之西北，去租公
三丈，去曾公五丈，去曾■墓六丈。到
其八年十一月廿七日，安厝毕讫。（注：
字体不清者以■替）

按志文，志主荣氏卒于东晋咸康
七年（341）九月二十日，八年（342）十
一月底下葬完毕。荣氏籍地“下胡”或

为“下湖”，据《万历上虞
县志》记载：“姜山之下
曰下湖浦，白龙、黮山二
水并诸涧之水会焉。”姜
山，在今上虞章家埠，近
有上湖（一名王家湖）。
其夫刘训，先于荣氏去
世，籍隶会稽始宁县都
乡保安里，曾任建昌左
尉舍人。建昌（在今之
江西），汉永元十六年
（104）置县。左尉舍人，
官职名。刘训夫妇育有
一女一子，其时均未成
年。大女儿妙 8岁，子 4
岁。

始宁县，晋时属会稽郡。汉顺帝
永建四年（129）分上虞南乡立始宁县，
废于隋开皇九年（589），存在 461年之
久。县域范围大致在今上虞上浦、章
镇至嵊州三界、仙岩一带，故治在今嵊
州三界。晋时以县统乡，以乡统里，

“都乡”之名，意犹坊厢，下为里。
此砖志所记“保安里”为始宁县都

乡之里名，史籍无载，可补地方志史之
阙，具有较高的文史研究价值。除此

“保安里”外，另所见西晋永嘉二年
（308）番起造砖，尚存始宁都乡“北饶
里”之里名。

近些年来，陶冶情操、启迪思
想的文化场所不断涌现，上虞有一
处文化气息浓郁的地方——绍兴
市上虞区收藏家协会展馆。我是
该馆的常客。

去的次数多了，对收藏的感悟
也就多了。我想，天地间的宝物数
不胜数，所谓“天地玄黄，万物蕴
藏；宇宙洪荒，大美溢芳”。然而，
天地有万物却易失，万物有大美而
不语，失之在人，得之亦在人，于是
出现了各种收藏家和收藏活动。

今年 6 月的一次展览出乎意
料，那就是区收藏家协会举办的绍
兴市上虞区“喜迎二十大·奋进共
富路”——能工巧匠作品展。收藏
展览，内容往往以“古”为主，这次
却是以“新”取胜，展览汇集32位上
虞能工巧匠新作216件。展览门类
涉及玉雕、越瓷、篆刻、绣品、竹雕、
根雕、木雕、叶雕、石雕、文化伞、剪
纸、锡器、铝饰品、红木制品、红色
文创、叶画文创、盆景等，是一次上
虞工匠作品的盛大鉴赏聚会。现
场既展示了能工巧匠的作品，也详
细介绍了创作者历年取得的荣誉，
向参观者展示手工艺品创作者的
精湛技艺和匠心精神。

为了更好地繁荣发展上虞文
化艺术，深化孝德文化、春晖文化、
东山文化、清廉文化等内涵，培育
挖掘民间能工巧匠，学习展示民间

人才的风采，全力营造好学技致
富、学技报国的社会氛围，上虞区
收藏家协会特地召集部分能工巧
匠，挑选适合展示的作品，举办了
这场展览。

我仔细地观看鉴赏了这次展
览，新的感悟油然而生。通过展
览，能够进一步发扬“工匠精神”。

“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这是当
今社会对工匠精神的凝缩、提炼和
要求，也是展览中的这 216件作品
的真实写照。

工匠精神不仅是一种精神，更
是一种品质情怀、一种文化境界，
是一种长年累月的付诸耐心、细心
和专注，追求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做事做人的态度。

经济的转型升级，需要这种工
匠精神。当前，我们仍然面临着经
济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
的重大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
实现由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
变，实现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
跨越，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携手同
干，离不开对工匠精神的继承和发
扬。参展的32位工匠，有的是致力
于经济转型升级的骨干，有的是产
业出彩出色的模范，他们在平凡的
岗位上，用情怀收获丰收，有的因
业绩非凡而成为了劳模。

创建创新型社会，需要这种工
匠精神。工匠的创新是一种循序

渐进的过程，正是对本专业的熟悉
和专注，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创新。
这种创新包括技术的创新、产品的
创新、思维的创新、品质的创新
等。人类社会每一次进步，每一步
向前的脚印，无不凝聚着劳动人民
的智慧，体现着人们的创新。对
此，参展者的理解是深刻的，当“喜
迎二十大·奋进共富路”——能工
巧匠作品展征集令发出后，远在外
省创业的上虞工匠怀着“创建创新
型社会”理念，也纷纷响应，积极提
供展品。

文化的传承，需要这种工匠精
神。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全球化
的今天，中国文化不断受到各国文
化的冲击，如何在大环境下，扎根
中国文化，服务现代文化，处理好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是一
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作为中国文
化的创造主体——中国匠人，在这
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
这次参展的中国陶瓷工艺美术大
师、中国玉石雕刻大师、国家二级
陶瓷技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西泠印
社社员等国字号专家，他们长年累
月地坚持着，不问成功与否，不问
名利有无，一直专注其中，让宝贵
的传统手艺和传统文化得以传承。

崖柏，顾名思义是长在悬崖峭壁上，在岩石中
寻求生存的一种奇木。由于扎根奇难，水分不足，
环境恶劣，又要迎风霜、战严寒，故生长极为缓慢，
直径 10厘米粗、高 3米的崖柏要 100年才能长成。
奇特、恶劣的生长环境，锻造出崖柏扭曲、坚韧、飘
逸、细腻、馨香的气质。

崖柏根抱石，是崖柏根材与岩石缠捆在一起的
一种形式。崖柏根，为从大地中吸取养料和水分供
枝干成长，勇往直前，无孔不入。当根材碰到坚硬
的石块时，它或深深地扎进石块的缝隙，或紧贴石
块延伸过去，产生“根抱石”“根夹石”等根石一体的
特殊现象，盘根错节、曲伸有度的根材美学价值便
由此而来。有造诣的根雕艺术家见到这种特殊的
造型，依势度艺，巧妙地利用这种根与石有缘结合
的现象创作出“根抱石”的艺术佳作来。

一件好的作品往往是重材质、现神韵，把天然
材质的奇谲美感与人工的精湛刀艺有机地结合起
来，以求天趣与人意的和谐统一。木雕艺术家俞柏
青运用崖柏根抱石为材料，充分发挥根抱石的材质
美感，在崖柏根上雕根邀神，创作的《石上春色》便
是根抱石作品中的佳作。作品与石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依石而建，绕石而行，靠石而生。创制者运用
抱石的根材，刻画出幢幢依山靠石而建的吊脚楼
房，吊脚楼属于干栏式建筑，除一边靠在石上，其余
三边皆悬空，靠柱子支撑，高悬地面，既通风干燥，
又能防毒蛇、野兽，楼板下还可放杂物。在创作中，
作品的整体形象完整而有气势，作者用刀凌厉而熟
练，显示出崖柏的根材质地美感；在具体的细节刻
画上，那优雅的“丝檐”下和宽绰的“走栏”内，点缀
着个个人物，使吊脚楼活了起来。还有那棵棵屋前
的大小树丛，堵堵泥夯的山墙土壁，仿佛有种熟悉
的亲切感扑面而来，拉近了创作者与观赏者的距
离，给人以无限的想象空间。

俞柏青创作的《石上春色》突出意的体现，借用
了中国画中的写意技法，将国画中的“留白”带到作
品中来，形简意丰，耐人寻味。他在石块下面创作
的两位挑着山货的湘西汉子，后面跟着一条家犬，
有人、有物，却没有路。但观赏者见到作品后，心中
自有一条大道通向村口，走进村里，并通过村中的
步步台阶，一直走向村内顶部的高坡。

我十分喜欢精致的小摆件，到外地旅游见到心
仪的，总不忘买上几件。那年去杭州，我无意中看
到这件杨梅小摆件，陶瓷质地，摆件长8厘米。一颗
颗杨梅挂在枝头，看似一颗颗“红宝石”，点缀在绿
叶之中，煞是好看。杨梅是我国特产佳果，明代医
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因它形如水杨子，
味似梅，故名。”杨梅也被人们赞为“朱红”“龙睛”

“火齐”“君子果”“圣僧梅”，和荔枝、葡萄等成为果
中珍品。

这件民国杨梅摆件很精致，我十分喜欢，于是
买了下来。旅游归来，我兴冲冲地将摆件放在我的
书房，古香古色，无论站在哪个角度观赏它，都会被
其诱人姿色所吸引，无论在哪个时刻赏玩它，都会
神心迷离，顿觉口流香津，让人情不自禁地陶醉其
中。这件小摆件也犹如一道靓丽的风景，每有客人
到家里来，无不赞叹。

这件民国杨梅摆件，在炎热的夏天里摸上去凉
凉的，手感特别好。每当我将它拿在手里把玩的时
候，也会诗情涌动，想起历代文人墨客无不赞颂杨
梅，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清代李渔说：“南
方珍果，首及杨梅。”唐代李白有“玉盘杨梅为君设，
吴盐如花皎白雪”的诗句。宋代苏东坡认为：“闽广
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我也会想起

“望梅止渴”之典，令人哑然失笑。
自从我拥有这件杨梅摆件之后，真正体会到好

的摆件不仅能让人赏心悦目，而且还能够提高我们
对艺术品的鉴赏能力。每每读书写作困乏时，观赏
着摆件上栩栩如生的杨梅，似有暗香浮动，令人困
意顿消，精神倍增。这件杨梅摆件，点缀了我的生
活，愉悦了我的心情，为我的日子增添了许多乐趣。

俞柏青崖柏根抱石雕《石上春色》

民国杨梅摆件

王蒙《夏日山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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