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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热爱和平》 是抗美援朝期
间由摄影师阙文拍摄的一张照片制
作而成的，阙文时任人民日报美术
编辑。

1952 年儿童节前夕，根据“我们
热爱和平，但也不怕战争”的精神，
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找到美编阙文，
让他根据这个主题拍几张照片。阙文
觉得这个主题不太好表现，他一夜没
睡好，后来受毕加索作品 《和平鸽》
的启发，又值儿童节，决定用儿童和
鸽子来表现。

阙文得知北海幼儿园养了一批
鸽 子 ， 孩 子 们 经 常 到 那 里 放 鸽 子,
他马上联系上园长于陆琳。5 月 31
日，阙文约了其他几家报社的记者
一起去北海公园，于陆琳园长带着
一大帮孩子也来了，每人还抱了一
只鸽子。

阙文拍了几张觉得非常一般，看
不出儿童内心对鸽子的热爱。于是，
他用跟孩子们问话、交谈的方法，启
发和诱导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真
实感情。

阙文看看男孩又看看女孩，摸了
一下他们的鸽子，问：“你们谁的鸽
子好看呀？”

男孩看了一眼自己的鸽子，又
看了身旁女孩的鸽子，高兴而俏皮
地说：“我的好看！”然后紧紧搂住
鸽子，侧着脑袋，一副非常得意的
神情。

女孩也不甘示弱，她立刻转过脸
来瞧着他，赶紧说：“我这个鸽子比
你的更好看！”一瞬间，两个人物的
情绪都达到了饱和点，阙文立即按动
了快门，经典照片 《我们热爱和平》
应运而生。

第二天是儿童节，照片首次刊登
在 《人民日报》 头版的显著位置，引
起很大反响。后经画家哈琼文将其上
色加工，在浅蓝色的背景上，点缀了
几束桃花，下方用儿童体书“我们热
爱和平”6 个醒目大字作为题目，制
成大幅招贴画，于当年10月，由人民
美术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刷了 500
万张。这幅宣传画紧扣抗美援朝、保
家卫国、保卫世界和平这个主题，充
分表达了全中国人民的心愿和中国人
民志愿军保家卫国的豪迈气概。由于
当时的需求量相当大，因而不得不多
次加印发行，在 20 世纪 50 年代可谓
是家喻户晓。

这幅宣传画成了当年最具感染力
和震撼力的艺术作品，在朝鲜前线志
愿军指挥部的墙壁上、战壕里、野战
医院里，都张贴着这幅作品。中国抗
美援朝总会将 《我们热爱和平》 印成

小幅卡片，由赴朝慰问团分发到志愿
军战士手里，志愿军战士们几乎人手
一张。随之，这幅画出现在信封、笔
记本、明信片、搪瓷杯、茶叶盒、手
帕等各种各样的志愿军慰问品上。成
为志愿军保家卫国、浴血奋战的巨大
精神力量。

作 品 中 的 女 孩 叫 孟 运 ， 那 年 4
岁，是幼儿园园长于陆琳的女儿，长
大后参加了海军；男孩叫马越，那年
不到 6 岁，后离开北京到外地上大
学。现在两人都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了，孟运退休前曾在北京华联汽车公
司任副总经理，马越退休前曾在贵阳
市警察学校任副校长。

作为 20 世纪 50 年代最具影响力
和震撼力的艺术作品之一，这幅画作
也在火花上出现过。

福建长汀火柴厂出品的“和平”
火花，其画面就是以这幅 《我们热爱
和平》为蓝本设计的。该厂从20世纪
50 年代初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直
以“和平”牌为火柴商标，堪称福建
使用最久的火柴品牌。

40 多年来，长汀火柴厂的“和
平”火花有近10种版式，厂名有公司
合营长汀火柴厂、地方国营长汀火柴
厂、福建长汀火柴厂三种; 牌号书写
有繁体字、简体字、美术体、草书等
多种。第一种“和平”火花是公私合
营时期印刷的，当时正值朝鲜战争后
期，该厂厂名为右读，两侧有繁体字

“提高质量，安全火柴”。
笔者搜集到的这枚“和平”火

花，应该属该厂后期出品，厂名是福
建长汀火柴厂，牌号以美术体书写,
两侧为简体字“品质优良，安全火
柴”。

（作者系湖南省作协会员）

经典旧画储存的历史记忆
—— 《我们热爱和平》 背后的故事

雷克昌

青铜“牛”

由于生产力提高和制造业发达，
在商周时期，青铜铸造技术就已经逐
步走向成熟，青铜器的铸造也达到前
所未有的繁荣状态。其中，2001 年
出土于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M54的牛
形青铜器“亚长牛尊”就是其中最重
要的代表之一。

这件迄今为止殷墟发现的唯一一
件牛形青铜尊以古朴的造型、精巧的
纹饰、生动的形象获得诸多关注。整
件青铜器为牛形，体态健壮，憨态可
掬。其牛身满饰龙、鸟、虎、象等各
种动物形纹饰，牛头前伸，双目大
睁，牛嘴微张，牛角弯曲有力，四足
粗短壮实，生动地展现了一头成年水
牛的雄姿。

在此尊的牛首面部铸有铭文“亚
长”。亚长是商王朝南部的部落首
领，是商王朝地位仅次于妇好的军事
将领。很明显，这件通体遍饰动物纹
样的青铜尊不仅是一件祭祀礼器，更
是殷商时期人神沟通的媒介，承担着
沟通天地的神圣职责。

出土于湖南衡阳市蒸水河畔包家
台子台地上的商代青铜牺觥，也是一
件重要的牛形象青铜器。这件青铜器
整体形状酷似一头水牛，牛角向下弯
曲，牛眼炯炯有神，牛头高昂注视远
方，牛足粗壮有力。

作为祭祀礼器，青铜牺觥由于造
型复杂、工艺难度较高，非常少见。
这件完整的青铜牺觥，由器身和器盖
两部分组成，在牛背之上，有一只精
致的器盖，盖子的提钮为一头猛虎。
虎头向前，虎身弯曲，栩栩如生。再
加上全身辅以云雷纹、凤鸟纹、夔龙
纹、兽面纹等的青铜觥，显得精美异
常。

上海博物馆藏凤纹牺觥亦为一头

牛的造型，其形制、纹饰与1977年
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的牺觥基本一
致，仅在细部纹饰有微小的差异。这
件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
的凤纹牺觥，牛背上同样立有一虎为
盖钮。

整件青铜牺觥腹部浑圆，腹下有
4个小乳突，尾部垂有尖短尾，4个
壮实的蹄足，后部有突起并列的小
趾，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
惊人的艺术表现力。

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商代晚
期兽面纹青铜鬲，同样精美绝伦。该
鬲鼎上的兽面纹，角似外卷牛角，眉
下两目突出，立耳、方唇、斜壁微
鼓、分裆较低，颇有凌厉之态。同
时，此青铜鬲下承三个细长柱足，饰
以细腻的云雷纹、兽面纹、夔龙纹
等，整体神秘而威严，彰显着器主人
的尊贵和神圣。

汉代以牛为造型的青铜器同样惹
人喜爱。1956 年出土于云南晋宁石
寨山的西汉铜牛头，整体造型逼真、
颇有云南地方特色。

作为古滇国青铜器上的重要题
材，此立体牛头造型逼真，颇为精
彩。其牛角双双上翘、雄壮有力，牛
角尖略向内弯曲，平衡对称，此牛双
目炯炯有神，牛耳外翘，造型生动。

同样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汉代
牛柄青铜斧，更加传神精美。这件中国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古滇国青铜器，牛的
身形健硕，牛角粗大，双角卷曲上扬或
向前伸展，牛颈下有鬣鬃，牛尾较长。
这是主要分布于热带地区的瘤牛，而青
铜器上的瘤牛形象，也为后世的动物学
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

1949 年出土于长沙桂花园的西
汉铜质牛形缸灯，也是重要的青铜牛
形器。这件青铜灯，形象似牛，耳下
垂，牛角从牛背两侧以圆管状向上竖
立，并折曲会合为一。牛背中心有一

圆洞，洞上置一带把圆灯盘，盘中有
锥体，盘边缘设槽，防止灯苗被风吹
熄。

此西汉铜质牛形缸灯牛腹右侧有
“剌庙牛灯四礼乐长监治”10 字铭
文，说明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
沙王宗庙监造的灯。

值得注意的是，此灯只有三足，
后腿有凹槽，似蟾蜍。而其尾紧贴腹
部，两眼圆睁，还有伸出的牛角，又
似牛的特征。憨态可掬，安详雍雅，
兼具了写实和抽象两种艺术风格。

陶瓷“牛”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牛事如
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中，
颇具特色的还有以陶瓷表现的特色牛
文物。这些文物从生产生活、历史文
化、艺术雕绘等方面呈现了中国人与
牛的故事，展示了牛的历史、文化和
与牛有关的节俗信仰。

1957 年陕西西安李静训墓出土
的陶牛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性文物之
一。这件制作于隋代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 的陶牛小中见大，栩栩如
生，鲜活生动。其身躯壮硕，四腿强
健，两眼外鼓，牛嘴向上，体现出一
股倔强有力的牛气。整件陶牛造型生
动逼真，寓动于静，充分显示了古代
工匠在陶塑艺术方面高深的造诣。

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陶牛，
则呈卧式，牛头偏向右侧，双角短
小，眼鼻上翘，牛眼内凹，向上方斜
视。这件陶牛刻画细腻，牛唇紧闭，
牛腹浑圆，牛颈下条状牛毛清晰可
见，整体形象生动。

自从汉唐以来，人们经常制作陶
质牛、羊、猪、鸡、鸭、鹅等家畜、
家禽的形象，作为冥器。牛是中国农
耕社会不可或缺的角色，也是古代牺
牲中的主要祭品之一。随葬冥器中牛

的大量出现既体现了当时的葬俗，也表
明人们对其关注程度的提高。山西长治
王琛墓出土唐代陶牛也是其中重要的代
表。这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卧牛身
体及五官的处理简洁明快，牛的卧姿和
憨厚温顺的性格刻画得栩栩如生。这不
仅反映了社会生活与家养动物之间的密
切关系，也是古代社会禽畜饲养业普遍
繁荣的真切体现。

除单体陶牛以外，“牛车”也是重
要的表现主题之一。故宫博物院所藏
隋代陶酱黄釉牛车就是重要的代表性
文物。据了解，魏晋南北朝及隋至初
唐，陪葬冥器中既有马也有车，前者
多是为男性提供的，后者则是为女性
准备的。

为女性提供的牛车，取其行驶稳
健、无颠簸劳顿之意。此外，魏晋时期
文人士大夫曾以牛车为清玄高远的标
志，乘坐牛车遂为时尚。墓室中牛车的
大量出土既是墓主人出行的生活写照，
也是社会思潮的具体物化。

这件牛车以酱黄釉为主基调，牛四
足直立，牛嘴前伸，牛眼突出，牛角竖
立。牛车的车顶为卷棚式，前后出
檐，轿厢前面用竖线条表示车窗，施
以浅黄釉, 车身塑造写实，给人真切
之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牛车的
底座、车轮、车篷、牛均为单独制成后
粘接而成。

除陶瓷牛、牛车之外，十二生肖陶
俑和生肖陶牛俑也是重要的生肖文物。
在发展过程中，十二生肖形象陶俑经历
了动物生肖俑、兽首人身坐姿生肖俑、
兽首人身立俑到生肖动物文官俑的过程。

作为冥器，十二生肖俑也曾被称作
为十二支神像，以栩栩如生的十二生肖
动物形象，展现了雕塑匠师对各类动物
形态观察的细微和准确，以及雕塑造型
技艺的精湛。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十二生肖
俑，1955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韩森
寨雷府君夫人宋氏墓。此套生肖俑兽首
人身，身着宽袖长袍，施红绿彩绘。不
同生肖头部具有明显的类别特征。

春回大地，万象
更新。随着牛年的到
来，与牛相关的文物
成 为 博 物 馆 里 的

“ 新 宠 ”， 不 仅 获 得
了 观 众 的 喜 爱 和 追
捧 ， 也 成 为 连 接 历
史 与 现 实 的 “ 使
者”，讲述着不为人
知的文物故事。

元宵节，又称上元节，系我国重
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农历的元
月，古时候人们把“夜”称为“宵”，
故名“元宵节”。始于2000多年前的
元宵节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中国民俗文化。而“国家名片”
邮票，则将这一文化元素——元宵节
彩灯稳稳地定格在历史的册页上。

1981年2月19日发行的T60《宫
灯》特种邮票，全套6枚。图案表现
的是中国传统宫灯中的6种代表：花
篮灯、龙球灯、龙凤灯、宝盆灯、花
草灯、牡丹灯。所谓宫灯，亦即宫廷
花灯。由于是宫廷所用，因此在工艺
上突出了“皇家”特色，制作精细繁
复，装饰雍容华贵，技艺精湛，雕、
镂、刻、画无一不备。赏图看票，令
人脑海中立刻浮现“月满冰轮，灯烧
陆海，人踏春阳”的节日喜庆盛况。

1985 年 2 月 8 日发行的 《花灯》
特种邮票，全套共4枚。主图分别为

“九莲献瑞 （九莲灯） ”“龙凤呈祥
（龙凤灯）”“百花争艳（花篮灯）”
和“金玉满堂（金鱼灯）”。花灯又
称彩灯，相传起源于汉代，兴于唐
宋，至今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多
采用竹木、金属、绸缎、玉佩、丝
穗、纸品、玻璃等材料扎制。整套邮

票都用象征一轮明月的光晕衬托花
灯，增加了色调上的喜庆、明亮、欢
快之感，并产生了一种花灯似乎被点
燃的艺术效果。

2006 年 2 月 12 日，中国邮政联
合港澳同行共同发行系列邮票《民间
灯彩》一套5枚，分别选取陕西商洛

鱼灯、北京白菜灯、江苏南京莲花
灯、浙江仙居龙凤灯、广东佛山花蝶
灯作为图案，极富民俗特色，寓意

“连年有余”“财源广进”“龙凤呈
祥”“喜事迭来”。

2018年3月2日，中国邮政发行
《元宵节》 特种邮票第二枚“赏花

灯”，表现了男女老幼赏灯彩的情景，
画面中有人在赏花灯，有人在猜灯谜，
灯彩有亭台楼阁灯、鲤鱼灯、荷花灯、
走马灯、乞赐封灯，一轮圆月掩映其中
更增添了节日之夜欢乐温馨的气氛。

此外，在其他邮票上也出现灯元素
来增添节日欢乐气氛，如 2000 年 1 月
29日，发行的 《春节》 特种邮票第二
枚“辞旧岁”图案的上方就有莲花灯和
福字宫灯。2017年 3月 20日，发行的
《春夏秋冬》特种邮票第四枚“冬雪映
梅”，图案表现的是人们过年时的情
景，画面左上方就有一盏“戏曲人物”
花灯。

方寸花灯闹元宵
李喜庆

“弹壁灯贴三面题，摩肩搭背来猜
谜。”灯谜，又叫灯虎，是我国独有的
一种民间文娱形式，也是元宵节期间最
受欢迎的节庆活动之一。

灯谜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隐
语、文义谜语等文字游戏。南宋时期，
每逢元宵佳节，文人墨客开始把谜语写
在纱灯之上，让赏灯的人竞猜谜底，增
加节日的气氛。《武林旧事·灯品》中

“以绢灯剪写诗词，时寓讥笑，及画人
物，藏头隐语，及旧京诨语，戏弄行人
……”就是对这一热闹场景的描述。宋
末元初，猜灯谜逐渐开始成为一种喜闻
乐见的习俗。至明清时代，这一习俗更
是遍布大江南北，盛况空前，灯谜高手
层出不穷。《红楼梦》中就有多处描写
元宵节猜灯谜的文字。清代光绪年间还
出现了竹西后社、射虎社、萍社等灯谜
组织。

猜灯谜习俗的盛行，引发了世人对
灯谜的整理和研究的热潮，一些专门的
灯谜书籍也逐渐开始出现。清代俞曲园
的《隐书》是最早出版的灯谜专辑，收
录有灯谜100则。民国时期，灯谜类书
籍的编撰出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橐园春灯话》《评注灯虎辨类》等都曾
引起广泛关注。这些灯谜专著不仅收录
了历代流传的灯谜佳作，更有关于灯谜
创作理论和方法的论述，并对灯谜的各
种技巧做了深入的探讨和总结，对于灯
谜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的传承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笔者收藏有一本民国时期的《古今
灯谜大观》，出版时间是 1921 年 5 月，
距今已有百年历史。这本书由上海大陆
图书公司出版发行，编撰者为浙江镇海
人李向荣。封面的最上方是“古今灯谜
大观”6个白色大字。因年代久远，封
面破旧，“古”字已残损。封面的正中
是一幅精美的画面，底色为红色，一只

写满了“谜语”的灯笼悬挂在空中，照
射出明亮的光焰。一群身着马褂、长袍
的观灯人，正围着灯笼，指指点点，热
烈竞猜。画面的边缘是盛开的梅花，烘
托出浓郁的新春气息。下方是“上海大
陆图书公司出版”等字样。整体设计简
洁流畅，富有时代特色。

这本书沿用了民国时期常见的图书
印刷风格，铅印，繁体，竖版，右翻页
装订，定价大洋五角。全书共计 50
页，前有序言，后有版权页。正文第一
部分是格式，简要介绍各种猜谜技巧；
第二部分是谜面和谜目，题材涉及古
书、诗词、地名、人物等；第三部分是
谜底。历经近百年风雨侵袭，纸页发
黄，封面破损不堪，内页却保存完好，
非常难得。

有趣的灯谜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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