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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
境遇里与苏轼相遇。

今年的“5·18”国际博物馆日，
南京博物院为公众呈现了一场历经
3 年精心策划的展览“无尽藏——
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展览汇聚
了苏轼及受其影响的150余件（套）
珍贵书画作品，这是一次对苏轼书
画艺术成就的致敬，更是一次跨越
千年的文化对话。

展览选取宋、元、明、清历代名
家精品，集聚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美
术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辽
宁省博物馆、无锡博物院、镇江博物
馆等的“心头肉”，一级文物达80余
件，宋元名作 30 余幅，极为难得。
从展品选择到布展的巧思构想，策
展团队在每一个环节都倾注了无数
心血与智慧。本次展览每月换新，
三期三景，展览至今，好评如潮，反
响巨大。

苏轼传世真迹《潇湘竹石图》
与《治平帖》的重磅亮相，让南京博
物院研究馆员、古代艺术部主任、
东方艺术研究所所长、“无尽藏”策
展人庞鸥先生（右上图）感觉幸运与
圆满。他介绍说——

“苏轼的书画作品存世量是非
常有限的。就绘画来说，目前学界
公认苏轼的绘画作品也就两件，一
件是《枯木怪石图》，另外一件是《潇
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在私人藏
家手中，《潇湘竹石图》是中国美术
馆的镇馆之宝。只有唯一的一件是
供我选择的，也就只有这一件《潇湘

竹石图》。这次借来了，而且是一个全
卷展示，十几米的一个柜子。”

“那么关于苏轼的书法作品，《寒
食帖》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我们能选择
的一定是我们的‘老大哥’，故宫博物
院。整个故宫博物院中，苏轼的作品
只有 5 件，我非常幸运地得到了故宫
博物院的支持，借给我们这一件《治平
帖》，这件《治平帖》前面有一个苏轼的
画像，有苏轼本人的真迹，后面还有赵
孟頫、文徵明、王穉登一系列从元到明
的题跋。对于我来说，借到《治平帖》
是非常圆满的，而且《治平帖》能恰当
反映这次展览关于苏轼的书法艺术精
神的主题，所以说真是很幸运。”

展览的名称“无尽藏”源于苏轼的
名篇《赤壁赋》，南博借此将苏轼的书
画艺术精神喻为后世艺术创作者无穷
无尽的宝藏。展览以苏轼的书画艺术
精神与实践为主旨，梳理其对后世中
国书画发展的深远影响，用此线索串
联起中国书画从宋代一直到清末的名
家名作。展览分为绘画和书法两大部
分，绘画部分包含“达心适意”“写形传
神”“诗歌绘画”三个篇章，书法则包含

“法中尚意”“书以学养”两个篇章。这
些主题都来自苏轼具有代表性的书画
艺术理论，每部分呈现的作品都紧紧
围绕其主题展开，对每一幅书画作品，
他们都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阐释。苏轼
的书画艺术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
各篇章虽各有侧重，却又相互贯通，共
同构成了苏轼博大精深的艺术精神世
界。

如果综合考量文学与艺术两方面
的成就，苏轼堪称千古独步。他是宋
词最高成就的代表，是宋代最杰出的
古文家与诗人之一。其书画理论与实
践对中国书画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指
导性意义与巨大影响。

苏轼确立了中国文人画，是中国
文人画理论的奠基人，他创造了最富
特征与典型风格的中国画。宋代之
后，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超过苏轼画论
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能像苏轼
画论一样深入人心，没有任何一种画
论具有苏轼画论那样的统摄力与影
响力。他的绘画审美趣味，形塑了中
国画的基本性格；他的绘画艺术精
神，使中国画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大变
化。苏轼开辟了书法和书论的新途
径，其书风增强了书法艺术的表现力
和情感的感染力，能够充分表达人
的个性。他开创了具有自由意象和
个性化的“尚意书风”，极大地丰富
了书法的意态形象，增强了书法的
艺术性、观赏性和表现力，从而引
导中国书法丰富的情感表达和个性
化的彰显。苏轼的书法艺术精神独
具 特 色 ，对 后 世 产 生 了 极 大 的 影
响，推动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和
创新。

苏 轼 以 其 独 特 的 书 画 艺 术 精
神，向我们展示了何为真正的“无尽
藏”——那是在遵循与突破之间找
到的无限可能，是在法度与意境交
织下绽放的不朽光芒。他将古人的
法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之与自
己的情感和意境融为一体。

“无尽藏——苏轼的书画艺术精
神”大展，是南京博物院深入发掘和阐
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举，助力海内
外观众在书情画意中体悟中国传统
艺术之美，感受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
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耳
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驻足留
心即拥有，可与身心相融，所以取之无
禁，用之不竭。苏轼的书画艺术精神
如同自然的馈赠，深沉博大，无穷尽，
恒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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潇湘竹石图
宋 苏轼
卷 绢本 墨笔
纵 28 厘米 横 106 厘米
中国美术馆藏

《潇湘竹石图》绘一片土坡，两
块卧石，几丛疏竹，左右烟水云树，
渺无涯际，好一派潇、湘二水合流
处（湖南省零陵县以西），遥接洞
庭巨浸的苍茫景色。图中卧石瘦
竹、远渚烟水、云雾空蒙，让人在
窄窄的画幅之内，如阅千里江山。
画卷最左端有款识：“轼为莘老
作。”款识书法不甚典型。“莘老”或
为 孙 觉（1028—1090），或 为 刘 挚
（1030—1098），两人皆以莘老为字，
都是东坡好友。图中左侧为元人湘
中杨元祥题跋。画卷拖尾接十一
纸，有明代二十五人题跋，分别为：
天台叶湜、浙右李烨、闽郡郑定、吴
郡钱复、钱唐高让、庐陵吴勤、槜李
钱有常、庐陵蔡源、古蓨李景让、华
亭吴仲庄、豫章包彦肃、永嘉陈琦、
温陵张仲宾、宜隐轩、独善、云安后
学、钟山幻居师戒、南昌熊冕、复庵、
赜庵、月坡道人、临川黄阳、升庵杨
慎、松泉夏邦谟、古濠胡桐。最后一
纸为近代四川西充白隆平的题跋。
元、明题跋中最早的是元代元统二年
甲戌（1334）二月望日的杨元祥题跋，
最晚者则是明代嘉靖四十年辛酉
（1561）八月的古濠胡桐题跋。图卷
在近代以来先后由孙伯渊、白隆平、
邓拓三人递藏，后者于 1964年将其
捐赠给中国美术馆。

后世记载多认为“枯木竹石”题
材的初创者是苏轼。此题材实则是
从唐代的“松石”题材，五代、北宋的

“寒林”山水等图式中逐步发展、衍
变而来的，至北宋中期，由于苏轼的
介入，小景山水融入“竹石”题材，

“枯木竹石”的图绘形式确立，并且
在苏轼的朋友圈中逐渐流行开来。
与此相关的画家有文同、王诜、李公
麟等，他们共同作用，赋予了这一文

人画题材特殊的观念。枯木、竹与
石这三样寻常之物蕴含了怎样的魅
力，引得历代画家反复表现？其原因
在于此三者在文人士大夫心中象征
着不同的道德品质：枯木外表干枯，
内在却蕴藏着生机；竹子坚韧，曲而
不折，有君子之风；岩石则坚贞不移，
历久长存。基于此，枯木竹石题材被
赋予了哲学意味、美学旨趣，成为画
家们的精神寄托，所以历久弥新。

《潇湘竹石图》中石分左右，一
小一大，勾皴一体，用侧锋飞白法，
运笔自如灵活，笔速较快，工拙不
计。画竹从楷书用笔中来，用笔严
谨。竹也分左右，有密有疏，尤其是
屈曲上扬的两竿，姿态袅娜，契合苏
轼诗句：“更将掀舞势，把烛画风
筱。美人为破颜，正似腰支袅。”竹
叶两头尖，与其另一幅传世画作《枯
木怪石图》中的画法类似。多用

“人”字法组织竹叶，与文同传世画
作《墨竹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中
的画竹叶法也近似。石与竹的画法
古朴简单，均没有程式化的语言技
法。土坡用散锋飞白法写出，运笔
随意自由。大笔点厾出远处起伏的
烟树，淡墨烘染出潇湘云遮雾绕、烟
水迷离的景色，给人空旷、深远之
感。其意境一如郑定的诗跋：“山云
挟雨溪头过，石上琅玕起夕阴。”

《潇湘竹石图》在作者的个性与
情感支配下，潇洒灵动，且充满了张
力。淡墨枯笔画石，浓墨实笔写竹，
淡墨湿笔染潇湘，凝固的卧石、摇曳
摆动的幽篁、流动蔓延的烟水，看似
信手拈来，风轻云淡，却是狮象搏兔，
皆用全力，还能不着痕迹，自然天成。
画法简单，其实表现出高度的艺术概
括力，画面内容与技法的延续性与包
容性都很大。《潇湘竹石图》是苏轼借
助潇湘竹石来寄托文人精神，抒发诗
人情怀的典范之作。他将立意、内容、
题材与笔墨充分发挥并高度融合，把
追求活泼泼的生命精神与人生境界体
现在对潇湘竹石的描绘之上。

潇湘竹石图

秋水濠梁图 宋 李唐

本报记者、编辑与通讯员观展留影

农贸市场的入口处，卖荷花
的奶奶们显然不是专为卖花而
来，她们带着满满的一水桶荷花，
也带着这个季节菜园里的出产，
零星而缤纷，有的老奶奶兼卖玉
米棒子和辣椒，有的兼卖茄子和
豇豆，有的兼卖果树上刚刚摘下
来的毛桃和青梨，还有被昨晚的
骤雨浇得有些开裂的西红柿，绿
纹青肩，果肉饱满。

她们都很有原则，西红柿
可以便宜卖给你，被当场剥去
包衣的玉米棒，若被发现有少
许豁牙，也会便宜卖给你，然而
早上九点之前，荷花他们是非
要卖五元一支的。她们是这样
算账的：“要是我这荷花不摘，
结成莲蓬，你们城里也要卖三
元一只。留在荷塘里还可日日
看花，吸引城里人来打卡拍照，
吃农家饭呢。”

常去买花的顾客，如我，有时
会得到特别的馈赠——一大片可
以当遮阳伞的老荷叶，或者一只
歪着头、嫩生生的莲蓬。偶尔，我
也会听到她们与顾客的唇枪舌
剑。例如，有小姑娘会来理论，说
前天的莲花花苞买回家，插在花
瓶里都打蔫儿了，一朵都没开。
奶奶便会指着水桶辩解说：“你瞧
瞧，我早上5点到荷塘里采来的，
插在这么一个大水桶里挤挤挨挨
几十枝，都没有耽误它开放。你
买回去怎么会开不了呢？哦，你
肯定是买少了。荷花就像小孩
子，跟小伙伴在一起才会活力满
满。只买一枝，当然会蔫头耷脑
的。不然你下次多买几枝？”旁边
的奶奶们也七嘴八舌地帮腔：“是
呀，你去看看网上的小视频，买回
家的花，要倒过来，在花杆里头灌
满水再插。你这孩子太粗心，糟
蹋了好花，还回来怪李奶奶，她的
冤屈找谁去说？”

听了她们的议论，我不觉莞
尔，这帮老奶奶，平时都是竞争对
手，也不乏对别人生意的嫉妒和
羡慕，只是，一旦遇到挑刺的顾
客，她们便开始团结起来，成了一
致对外的好姐妹。

阳光泼洒在皮肤上隐隐有了
辣意，天气暴热，离开母枝的时
间渐长，荷花花苞鲜艳的粉红慢
慢笼罩上了一层灰粉紫。通常，
采买者进市场的时候，问价还是
五元一支，等她去买了乌鱼宰杀

好，让老板片成鱼片，又买了鲜肉让
老板切了肉丝，绞了肉糜，又买了
烤鸭、菜蔬、切面，与卖葡萄的老板
拌了一会儿嘴，再打了一斤黑芝麻
粉出来，荷花说不定就变成十元三
枝了。我当然也摸准了这个规律，
后来，特意晚一些去市场，不仅活
蹦乱跳的河虾便宜了，奶奶们水桶
里的荷花也便宜了，当然那些荷花
是挑剩下的，有些已经微微耷拉了
脑袋。李奶奶掏出一根晒干的草
茎来捆绑荷花，特意讲明：“便宜卖
给你，要是开不了，可不能怪我。”
我笑着安慰她，讲明我带回去是做
干花的，会趁着花朵未开，把它倒
挂起来，一枝枝夹在阳台的衣架
上。“最近天气如此火辣，想来要不
了十天，这花便干透了，可以看一
年呢。”

说完，我打开手机，让李奶奶看
我去年做的干花和干莲蓬。只见莲
蓬微微打弯，原本娇柔妩媚的粉红
莲花忽然变成了浓厚的深粉色，花
瓣上的脉络历历可数，花蕊深处，一
只莲蓬的雏形已隐约可见，而在花
朵的外侧，赭石、黄褐与熏紫等颜
色，微微闪现，花像着了秋霜一样铿
锵老辣，而在含苞、半开、盛放的花
朵背后，一枝泼墨般的老荷叶成为
其硕大宏阔的背景，荷叶吹晾后小
半幅翻卷，浓绿的正面与灰绿的反
面恰成对比，浓淡有致，潇洒自在，
很有国画韵味。李奶奶赞叹：“没想
到莲蓬和荷叶，吹干后比这些花还
好看呢。”

半个月后，我再去菜市场，却见
一排带着大水桶卖荷花的奶奶中
间，李奶奶相当引人瞩目。她特意
带了两张折叠椅出来卖菜，一张椅
子自己坐，另一张本白亚麻色椅子
上，斜靠着她的“宝贝”——由莲蓬、
莲花和干莲叶组成的干花花束，朴
素的花束用旧报纸包着，沧桑老辣
的色彩很有李商隐诗词的况味。当
然，李奶奶并不知李商隐是谁，她只
知道鲜荷花晾干后，单枝价格涨了
一倍，很是吸引那些携手来逛菜市
场的小情侣们。是的，她再也不用
担心鲜花在10点之前卖不出去了，
焦虑一消失，经常与顾客为小事争
执的李奶奶，神情从容，做起买卖也
开始连说带笑，不再绷着苦瓜脸。

夏天的烦躁似乎在这一溜卖花
挣零花钱的摊位上消失了。正如
旁边卖辣椒的奶奶所说，等荷花谢
了，菜园里花还多的是，茼蒿花、胡
萝卜花、黄秋葵的花，还有空心菜
的花，回去琢磨琢磨怎么将它们做
成干花，卖了也能为老头子多买两
双新球鞋呢。

林小森

卖荷花的奶奶军团

《月令七十二侯集解》：“暑，
热也，就热之中分为大小，月初
为小，月中为大，今则热气犹大
也。”不过，暑和热还有点不同，
热与火相关，暑与水相关，热近
燥如烘，暑近湿如蒸，暑是一种
湿闷酷热的感觉。大暑一般处
在三伏天中伏，正所谓“小暑大
暑，上蒸下煮”，是一年中最难受
的时节。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
大暑用的诗句是“桂轮开子夜，萤
火照空时。”你看，一轮圆月子夜
时分冉冉升起，萤火虫在静静的
夜空中上下翻飞，划出一道道闪
烁的光亮。月亮与萤火虫一大一
小、一静一动，光影相映，多么唯
美、多么清幽啊！

中国古人将大暑分为三候：
一候腐草为萤，二候土润溽暑，三
候大雨时行。

萤火虫产卵于枯草上，后卵
化而出，古人误以为萤火虫由腐
草化成。萤火虫对儿时的我来
说，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记得在
农村，每当夜幕降临，萤火虫开始
在眼前划过。这些夜的精灵仿佛
很害羞，躲着朦朦月色，在幽深的
树丛中尽情撒欢。我同小伙伴们
会捉上十来只，装进透明的小瓶
子里，看它们发出豆大的光亮。
有时偷偷地放一两只在蚊帐中，
看它亮晶晶的模样，看着看着就
安然入梦。但如被父母发现，免
不了挨骂。

大暑第三候说的是大雨天气
频繁出现。太阳不再偷懒，早早

地升起，亮晃晃的，一步步增加热
量，如烈火般炙烤着大地。在这炎
热天气中，最期盼来一场雨。大暑
的脾性热烈而多变，闷热了几天，突
然会在某个时候天空变暗，乌云滚
滚，一阵狂风袭来，闪电划破天际，
暴雨哗哗地倾盆落下，燥热瞬间冲
走，那真是透心凉。但一般不会太
长，骤雨过后气温又会上升。

大 暑 似 有 一 股 神 奇 的 力
量 ，将万物 推 向 新 高 度 。 农 谚
说 ：“ 大 暑 无 酷 热 ，五 谷 多 不
结。”在高温和急雨的轮 番 催 促
下 ，玉 米 长 出 了“ 胡 须 ”，水 稻
开 始 孕 育 抽 穗 ，棉 花 的 桃 越 鼓
越大，极力展现生命之绚烂。黄
瓜、冬瓜、南瓜、西瓜……日夜不
停地疯长，果实藏在茂盛的绿叶
中。茄子、豇豆、辣椒赛着速度
生长，把这几样菜放在一锅中烹
饪，满口醇香。

这节气花少了，但花开得有个
性。“香远益清，亭亭净植”的荷花自
不用多说，紫薇有点怪，看上去没有
树皮，可是，淡红、紫色的花，一朵挨
着一朵，层层叠叠，灿若彩霞，绮丽
动人。“谁道花无红百日，紫薇长放
半年花。”

家乡有句老话：“夏天一碗绿豆
汤，解毒去暑赛仙方。”儿时在农村，
自家收获的绿豆，母亲会留一部分
存放在塑料瓶里，防止生虫。到这
个时候拿出来煮绿豆汤，并放在井
水中降温。午睡后，喝上一大碗碧
绿的绿豆汤，周身舒爽。

过了大暑是立秋，天凉好个秋
已向我们招手。

唐红生

萤火照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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