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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炉 高9.7厘米 口径15厘米 足径12.3厘米 清宫旧藏

明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炉

本报讯 （记 者 付 裕） 近日，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叩问经典
—— 庞 然 当 代 琢 玉 艺 术 精 品 展 ”
中，由中国玉石雕刻大师、河南省
工艺美术大师庞然历经两年半时间
精心创作的重量级玉雕巨制——

《论语》玉册组雕首次完整亮相。
15900字的 《论语》 主文被精雕

细琢在 12 块玉牌上，每块玉牌规格
长 20.5 厘米、宽 7 厘米、厚 1.6 厘
米，重达660克。

除 12 枚玉牌之外，此套玉册组

雕还包括重达 2685 克的“孔子圣迹图”
玉牌四块、重达 1877克的“论语”题匾
一块及重达 749克的孔子圆雕圣像一尊。
据了解，全套作品的原材料为一块足有
32 公斤重的和田玉籽料，其珍贵性与难
得性可想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12 枚玉牌均以颜体
正楷雕刻，难度颇大。对此，庞然表
示，镌刻 《论语》 这样的经典之作，最
重要的是要有厚重感，不能媚俗。“我很
小的时候就学习过唐代颜真卿的楷书，
古朴而厚重，能体现一部经典的历史地
位，所以首选颜体字。在这个基础上，
我又融入了钟繇小楷的风格以增加灵动
感，再掺以魏碑的金石味。”庞然运用正
楷字体，一是追求庄重、肃穆的效果，
二是达到观者都能读懂的目的。

在此次展览中，除玉册组雕《论语》巨
制外，庞然创作的《道德经》《孝经》《金刚
经》《心经》等套牌也在展出之列。用经典
传播传统玉文化一直是庞然追求的艺术之
路，而创作这些作品旨在让更多人通过玉雕
这一艺术形式了解中华经典。

“雕刻不仅是将中华经典和古代书画复刻
到玉石上，更需要思量如何表达心境和作品
传播的广泛度。”庞然认为，将文人画融入
玉雕创作，融合诗、书、画、印诸多创作元
素，追求玉雕创作的文人意趣等也是多年来
苦苦探索的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需要一代代人继
承与发展的。”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
示：“这个展览是对当代中青年艺术家以
及那些默默无闻的工匠的一种激励。”

玉册组雕《论语》亮相中国美术馆

本报讯（记者 付裕）“大道不孤
——中国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
展：云奕化生·魏广君艺术展”日前
在中国国家画院举行。展出的作品包
括书法、篆刻、山水、花鸟等多种类
型，是对魏广君艺术成就的一次全面
呈现。

近年来，中国国家画院为院艺术
家举办“会当凌绝顶”“大道不孤”等
系列展，本次展览是中国国家画院

“大道不孤”系列展的第二次个展，展
出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所所长魏广
君在中国国家画院工作17年来创作的
书画作品百余件。

中国国家画院院长卢禹舜表示，
为了表 达 始 终 遵 循 与 坚 守 “ 大 道 ”
的初心和决心，传达中国国家画院
艺术家之间以艺传道、以艺接力、
志同道合、薪火相传的精神，中国
国家画院举办的“大道不孤——中
国 国家画院中青年艺术家邀请展”，
以个展的形式，展出院内中青年艺术
家群体的创作成果。作为“大道不
孤”系列展的第二个个展，魏广君
以书入画，以画融书，书画并进，
在书法、篆刻、绘画上所取得的成
就，在当代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他的艺术创作和实践对中华民族文化
传统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是对现实
生活的深入接触和实践，使得他的作
品有道德、有情怀、有温度。

中国国家画院举办魏广君个展

明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炉胎体厚重，造型规整，炉身以蓝色珐琅为地，
饰掐丝缠枝莲纹二层，填红、黄、蓝、白等色，上下交错，灵巧生动，章法
有度。此炉垂腹圈足，铜鎏金龙首吞彩色云纹双耳，足环饰红色蓝边莲瓣纹
一周。

此炉珐琅颜色纯正，色泽蕴亮，是明代掐丝珐琅器中的精美之作，带有
明显的吉祥寓意，是宫廷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付裕）

1948年11月23日夜，郭沫若、马
叙伦、许广平等民主人士由时任中共香
港工委副书记连贯陪同，乘坐悬挂着葡
萄牙国旗的“华中号”货轮从香港秘密
北上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

在航行中，民主人士通过收音机
得知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欢欣鼓
舞。郭沫若还创办了《波浪壁报》，刊
载解放区胜利的消息。他怀着对新中
国光辉前程的美好憧憬，创作了一组
《北上纪行》诗十首。每首诗中都有一
句“我今真解放”，反复咏叹，表达了
诗人到达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会
议的喜悦之情。

发现手稿照片

2021年3月，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
史资料委员会在征集、整理北上民主人
士资料的过程中，幸运地得到了郭沫若
先生《北上纪行》的手稿照片，并请辽
宁省档案馆对照进行了仿真复制。

《北上纪行》手稿的原主人是郭沫
若的好友、辽宁著名书画家周铁衡先
生。周铁衡之子周维新先生向我们讲述
了这组诗手稿背后的故事。

《北上纪行》手稿共4页，每页约
一尺见方，由郭沫若用毛笔行草书就，
纸面已经泛黄，部分边缘有破损。十首
诗记录了郭沫若北上时的所见所闻所感
所悟，虽名为记事，实则抒情。落款的
时间为“一九四九年元旦后五日书
奉”，这是民主人士北上沈阳的时间。

这10首五言诗，在郭沫若的众多
诗篇中，并不太被人所关注。作品创作
于1948年底至1949年初，1950年 3月
发表，后又在1950年5月1日的《华北
文艺》第4期上重载。1953年3月，作
品收入诗集 《新华颂》，但在 1958 年
《沫若文集》出版时，又被编入《蜩螳
集》中。

与《蜩螳集》中的诗篇相比，这次
发现的手稿照片，前有小序，后有补
跋，充分地说明了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
北上辽宁，准备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历史
详情。

其序云：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夜，由
香港乘华中轮北上，同行者三十余人，在
舟中凡八日。舟上有收音机，得收听新华
社捷报。曾组织《破浪壁报》以俾传阅。每
日饮酒赋诗，谈笑博弈，洵足乐也。由安
东（今丹东）登陆，即来沈阳，匆匆已达一
月。偶成诗十首，以纪其事。

其跋云：

石城岛属安东境，华中轮最终停泊
处也，其地接近庄河。安东市之西有温
泉，地名五龙背，我辈来沈时曾在彼入
浴一次。日人经之营之，供有产者娱
乐，今则成为荣誉战士疗养圣地矣。

这段跋语实际上是《北上纪行》诗
其四“八日波臣乐，难忘数十城。涟漪
青胜靛，岛屿列如屏”两联，以及诗其
七“翼翼五龙背，溶溶涌沸泉。伤痍愈

战士，憔悴润莲田”两联的注脚。这两
段序跋和全诗的精神与格调都是完全一
致的，真实地还原了民主人士北上的历
史情景，充分地表达了郭沫若等民主人
士到达解放区后那种欣喜欲狂的激动心
情，反映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的伟大
时代。后来，郭沫若也曾谦逊地把他自
己的这些诗称作“不完全的时代记录”
（见《沫若文集》第2卷第43页）。

在《北上纪行》诗中，诗人阐释了
从小我到大我的转变。先是第一首诗用
问句“何以答庥民”作结尾，后在第二
至第九首诗中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特
别是“我今真解放，赤体入人寰”一
句，凸显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民主人士
对“五一口号”作出的积极响应，显示
了他们家国之爱的历史使命感。

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
员张勇在《郭沫若旅游情怀散记》一文
中表示：《北上纪行》诗10首表达的情
感显示了一个“疯狂”诗人精神的回
归，一个对自然有天性亲和力歌者的复
苏，他带给我们又一次“凤凰涅槃”式
生命洗礼的心灵冲击。

《北上纪行》再现了郭沫若自由描
写身边景象、无拘无束表达心声的创作
心态。十首诗最终落脚于“我今真解
放，莫怪太癫狂”一句，表达了作者自
由自然天性精神的恢复。诗人在华中轮
上“每日饮酒赋诗，谈笑博弈，洵足乐
也”，这种心情松弛、精神自由的状
态，与战争时期那种焦虑、急迫的情
感，形成鲜明的对比。可以说，北上之
行是郭沫若人生旅途中最畅快的一次征
程，抛却了由异国他乡回国时割舍不断
亲情的煎熬，除去了战争动乱颠沛流离
的惶恐，内心充满了迎接人民当家、新
中国诞生的兴奋之情，也抒发了对即将

到来的胜利成果的虔诚期盼。

郭沫若与周铁衡

1929 年，郭沫若与周铁衡在日本
结识，二人都爱好收藏、历史、书画，
二人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结伴去
书店查寻有关甲骨文的资料文献，成为
终生挚友。他们的交往和友谊，给中国
的文化留下了绚丽璀璨的风景。

周铁衡，原名周德舆，别号铁翁、
半聋、灌园丁，河北省冀县人，生于
1902年，13岁来到东北，16岁从邱烟
云学画，20岁至北京，拜齐白石为师。

周铁衡本以医学为业，后留学日
本。回国后，他曾任东北艺专教授。新
中国成立后，出任东北文物管理处顾
问，沈阳市百货公司第二商店主任医
师，兼任鲁迅美术学院篆刻课教师。周
铁衡是民盟盟员，还担任过辽宁省美协
副主席，沈阳市文联副主席等职。

1948 年底，郭沫若随第二批北上
民主人士辗转到达沈阳后，多次到周铁
衡家中做客，为其写下了一幅行草书法
作品：“貔子窝前舟暂停，阳光璀璨海
波平，汪洋万顷青如靛，小屿珊瑚列画
屏。”并为其印谱题笺《半聋楼印草第
二集》，以诗代序：“萍翁有入室，铁笔
神可通。性逸业亦逸，我聋君亦聋。刀
圭先后学，金石左右逢。嗜者又奇癖，
无乃太相同。”郭沫若还为周铁衡所著
的《妇科抉微》题记，又以篆书题于扉
页，并用草书做序言。为周铁衡的印谱
《后来居印草》书写了题签，考古学著
作《清钱轶录》题写了扉页，医学著作
《妇科抉微》撰写了序言，鼓励他继续
努力学习，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为新
中国医学事业作出新贡献。

郭沫若与“东北货”

东北地区是解放初期最早成立文物
保护部门的地区。1948年4月3日，东北行
政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
委员会，由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著名
民主人士高崇民担任主任委员，教育委员
会主任车向忱担任副主任委员。这个委员
会的主要任务是把战争期间散失在各个
角落的历史和革命文物搜集起来，为新中
国建立后的精神文明建设做好准备工作。

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东北文物保
管委员会接受了来自各方人士捐献的文
物，并接管从敌伪手中缴获的文物。

1948年 11月沈阳解放后，东北文物
保管委员会迁到沈阳，接管了设在沈阳
故宫内的“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
会”，成立了东北文物保管处，聘请周铁
衡先生为顾问。

当时，东北文物保管处请郭沫若为东
北图书馆、东北博物馆题写匾额，并为图
书馆题诗赠联。联云：“宋人方守株待兔，
大道以多歧亡羊。”由于当时郭沫若没有
随身携带印章，只好请周铁衡为他篆刻引
首印“推翻历史五千年”和款印“丁父”“郭
沫若”。刻好后，由沈阳故宫庶务股股长刘
发同志送到郭沫若下榻的铁路宾馆。

民国时期，溥仪在出宫之际携带了
大量宫中藏画、古董。这批书画、古董
被溥仪带到了东北，后来又通过不同途
径流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因此俗称这
批文物为“东北货”。

抗战胜利后，郑洞国出任东北保安
司令长官，他在长春期间收购了一些从
伪皇宫“小白楼”中散逸出来的历代书
画。郑洞国起义后，将所购藏的“东北
货”全部上交给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后
经政治部主任周桓同意，将这批“东北
货”全部拨给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保管。

郭沫若一生爱好历史，听说这个消
息后，特意到东北博物馆和沈阳故宫参
观了这批“东北货”，并慨叹这批文物的
颠沛流离。1949年2月5日，民主人士离
开沈阳奔赴北平前夕，周铁衡陪着郭沫
若来到位于沈阳城中的震古斋古玩店

“淘宝”。郭沫若淘到了一个有三条龙花
纹图案的笔洗，曰之“三龙笔洗”，与他
之前购买的有三只凤凰花纹图案的水瓶
珠联璧合，恰成一对。郭沫若大喜，称
之为“龙凤喜瓶”，并作诗咏之：“三龙
水洗三凤瓶，龙凤齐飞入旧京。四海山
呼三万岁，新春瑞庆属编氓。”

2月23日，民主人士在林伯渠、高崇民
的陪同下，乘坐火车离开沈阳。在车厢里，
郭沫若凝视着窗外，回想起三个月来的经
历，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他激动地赋诗一
首：“多少人民血，换来此矜荣。思之泪欲
堕，欢笑不成声。”这首诗，代表了此时此
刻民主人士的共同心声。

时光荏苒，转眼70多年过去了。郭沫
若先生当年的手稿已经泛黄，甚至破
损，但是，那一行行整齐的笔迹却依然
秀美可观，真实地记录了当年民主人士
北上到达解放区后的激动心情和一颗颗
爱国的赤子之心，永远是鲜活的。

（作者单位：辽宁省政协文化和文史
资料委员会）

郭沫若与《北上纪行》
陈 政

魏广君 倪云林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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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北上纪行》手稿 周铁衡藏

1937年 5月，陕甘宁特区邮政
管理局发行了一套邮票，全套2枚，
其中一枚为“农耕图”，票面为白底
绿色，面值1分，图案正中为一“凸”
形大框，其正中偏左，绘有一人弯腰
一手拿鞭，一手扶犁，偏右绘一牛，
展现了一农民正在扬鞭催赶着牲
畜耕地的情景。凸框上端为邮政铭
记“中华邮政”四字，其“华”字为繁
体，“邮”字却为简体，繁简体并用
于苏区邮票传下来的，不多见。图
案四角圆圈内，上端左右为两个

“壹”字，下端左右为两个“分”字。
邮票图幅23.5毫米×20毫米，黄亚
光设计，在延安平版石印。不久又
印制第二版，图案与第一次印制的
相同，“中华邮政”四字比第一次印
制的字体大一些。这枚邮票是研究
解放区人民邮政史不可多得的实
物佐证。

在此前，中华苏维埃邮政先后
发行的 1套 4枚的邮票，其铭记是

“中华苏维埃邮政”，邮票铭记从
“中华苏维埃邮政”改换成“中华邮
政”，恰恰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

同抗战特定时期的历史见证，充分
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的愿望和诚意。

1944年 11月，山东解放区战
时邮务总局发行了一套邮票，全
套 2 枚，其中一枚为“耕牛图”，
票面白底绿色，图案一农夫右手
扶犁，左手高举鞭子，正在驱赶
耕牛，嘴里似乎在吆喝耕牛，前
方一头硕壮的耕牛，牛角宛如新
月，一只前腿高高抬起，正奋力
向前行走。币值为北海币。北海
币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根据地北
海银行发行的主要流通币种。这
枚邮票反映了当时山东抗日根据
地军民在战争频繁的环境里坚持开
展生产自救运动。1944 年间，山
东抗日根据地遭日寇频繁扫荡，这
枚邮票留存较少，多用于普通信函
邮资，留存数量更少，十分珍贵。

1948年10月，晋绥边区邮政管
理局发行了一套农耕图邮票，全套5
枚，图案相同，分别为面值 1000元
（杏黄）、3000 元（紫红）、5000 元
（绿）、10000 元（紫）、20000 元（深
红）。图案像一舞台，舞台上一农民
挥鞭驱赶一头牛耕田的情景，左右
两边像竖直的柱子，上方印有“晋绥
邮政”。下方左右两角标有阿拉伯数
字面值，中间标有西北农民币面值。
邮票图幅21毫米×19毫米，石版，报
纸，无齿孔。这套邮票在1949年曾三
次加盖改值发售。

1946年3月1日，晋绥边区在
山西省兴县正式建立晋绥边区邮政
总局，同年5月发行邮票。1948年
8月10日和晋冀鲁豫边区邮政管理
总局合并为华北邮政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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