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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有两百多封信，

都是志愿军战士们及朝鲜驻

华大使馆寄来的，想交给盟

组织保管。”在中国民主同盟

建盟 80 周年之际，98 岁高龄

的老盟员孙文芝女士向民盟

上海市委会表达了她的一个

夙愿。

出 生 于 1923 年 的 孙 文

芝，1944 年加入中国民主同

盟。她的丈夫尚丁曾任黄炎

培秘书、民盟中央委员、民

盟上海市委会副主委等职。

彩绘漆云龙纹圆盘，西汉，高2.3厘米，口径28.4厘米，底径14厘米。荆州江陵
高台28号西汉墓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两百多封信”的缘起，始于
一封写在 1953年的信——“以母
亲的名义祝你们平安”。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郭沫
若主席：我以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名
义，寄上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请
代转给朝鲜的一个孤儿院，赠给那
些在反抗美国侵略的正义斗争中，
壮烈牺牲了生命的朝鲜英雄父母的
孩子们。”这是孙文芝当年写给郭
沫若的一封信开头。

“ 这 1200 万 元 是 当 时 的 旧
币，是我和丈夫在长年的教育工
作中，省吃俭用积累起来的所有
财产。”孙文芝进一步解释道：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孩子们的
沉痛遭遇，常常引起我的极大同
情。从那时起，我就常想多积累

一些钱，把它贡献给儿童保育事
业，希望多少能够减轻孩子们生活
中的不幸。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
童都获得了新生，党和国家都在关
怀着他们，他们总算够幸福的了。
因此决定把这些钱送给灾难深重的
朝鲜孩子们。”

孙文芝不知道怎样把这笔钱捐出
去，于是便给郭沫若写信，想让他帮
忙转给在战乱中失去双亲的朝鲜孤
儿。她还在信里写道：“作为中国的
一个普通母亲，我要坚决为孩子们的
幸福的未来而斗争！为了向这群朝鲜
孤儿们的父母表示崇敬，为了对这群
朝鲜孤儿表示爱抚，赠予他们这笔为
数不大的钱，以表示母亲们拥护和
平、保卫孩子的决心。”

没想到，这封信隔日便以《一个
母亲的愿望——孙
文芝为给朝鲜孤儿
捐款写给郭沫若主
席的一封信》为题
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文末还附有
孙文芝的地址。于
是，一封封信件如
雪花般涌向了孙文
芝的家里：“有时
候一天有三四封
信，那时候，每天
回家的路上我都在
想，今天会不会收
到来信呢？”

其中，朝鲜战
争灾民救济委员会

委员长朴正爱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您对朝鲜孤儿的这种热爱，已使战
斗的朝鲜妇女更深刻地体会到伟大
的中国的妈妈们，对我们是多么体
爱，多么友谊，同时更鼓舞朝鲜妇女
的胜利信心。”

让孙文芝最为感动的，是众多志
愿军战士们的来信：“这些信都是我们
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战士在战火纷
飞的战场上写给我的。”在信中，战士
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妈妈”：

妈妈，我现在是志愿军的一个青
年战士，但是我的童年却是在灾难深
重的日子里度过的。……祖国解放的
炮声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希望，中国孩
子们的真正幸福的生活开始了。可
是 ， 比 我 童 年 更 悲 惨 的 遭 遇 ， 从
1950 年 6 月 25 日起，又降临在朝鲜
孩子们的身上。

……
当我和同志们看到您给抗美援朝

总会郭沫若主席的信时，都说：这是
每个母亲的愿望。咱们祖国的母亲都
是这样慈祥、爱子女，仇恨杀害子女
的敌人。

……
这种崇高的母爱，温暖了每个朝

鲜人民，每个朝鲜母亲和孩子的心，
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每个为和平、为
朝鲜的孩子们而斗争的战士们。

……
您不只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也是

我的母亲，是爱好和平的孩子们的母
亲……我要向母亲表示决心。为要达
到母亲的愿望，我向母亲保证在任何

恶劣危险的情况下，我要挺身而出，
消灭敌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献出我
宝贵的生命。

……
志愿军战士们不但和“上海姆妈”

分享着战斗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寄
来了自己与战友的照片及小纪念品。
孙文芝回忆道：“当年，我和尚丁认真
地读着每一封信，常常回信到深夜。有
一次，我们还把三个可爱女儿的照片
夹在信里，寄给志愿军战士们。”

在一封来信中，一位战士为她
讲述了身边战友壮烈牺牲的事迹，
让她震撼不已：“每到夜深人静，我
就会想到那封信，想到那位英雄的
烈士，不由得走到我的小孩的床
前，看着她们熟睡得红红的小脸，
我更觉得孩子的可爱，也更觉得战
士们的伟大了。”

她在回信中写道：“我算不准时
间，我想清晨的太阳也许就要在你们
那里升起了。同志们，我以一个母亲
的名义祝你们平安，向你们致最崇高
的敬礼！”

如今，68 年已经过去，孙文芝
仍惦念着这些志愿军战士们：“这些
年我们颠沛流离，多次搬家，丢了很
多东西，唯独这些信，我一封都没
丢。这些可爱的战士们都是我的孩
子、我的亲人，不知他们后来有没有
平安归来？不知他们现在过得怎么
样？”她说，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
就是在自己百年之后，把这些信放在
民盟的档案馆里好好保存：“让大家
记住这些最可爱的人！”

“以母亲的名义祝你们平安”
——一位上海姆妈和两百多封志愿军战士来信的故事

殷志敏 本报记者 顾意亮

北京永乐拍卖主办的“乐·赏
——谈谈王原祁”雅集日前在永乐
艺术空间举行，与会专家就王原祁
的《秋林远黛图》进行了研讨。

《秋林远黛图》左侧下部有王
原祁题款和钤印，工笔正楷两行书
写：“臣王原祁奉敕恭画”，款下铃
盖朱、白文方印“臣原祁”。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邵彦在发言中认为：
《秋林远黛图》“采用的是倪瓒
‘一水两岸’式的典型构图。但王
原祁并不是‘照抄’倪瓒式构
图，近景处树被他放在了画面的
主体位置，远景山体层层垒叠，
渐渐淡出视野，显然有借鉴黄公
望体势之意。而且，画的中景和
远景的坡岸面积比倪瓒的比重大
了许多，使得观者的视域更加开
阔。此外，中、远景处的坡岸上
所画的屋舍、茅亭也较倪瓒更为
丰富。”画中树石画法近可联系到
董其昌，远可追溯到黄公望。王
原祁的画中也会经常用到黄公望
《天池石壁图》的前景。但董其昌
是将黄公望的丘壑进行了“简化处
理”，而王原祁有更多造型上的变
化，甚至比黄公望的原型更多了几
分“富贵”之感。

关于设色，王原祁在《雨窗漫
笔》中专门讲道：“设色即用笔用
墨，意所以补笔墨之不足，显笔墨
之妙处。惟不重取色，专重取气，
于阴阳向背处，逐渐醒出。则色由
气发，不浮不滞，自然成文，非可
以躁心从事也。至于阴阳显晦，朝
光暮霭，峦容树色，更须于平时留

心。淡妆浓抹，触处相宜，是在心
得，非成法之可定矣。”收藏家刘丹
指出：“这张画刚刚完成的时候，可

能花青比现在更蓝更亮。此外，画中
的绿色是用藤黄和花青调和而成，时
间久了，花青比藤黄褪得多一些，显
得绿色特别泛黄，实际上此画在刚画
好的时候肯定要更加鲜艳。”

正如中国文物学会会员许力所
说：“王原祁的《秋林远黛图》清晰
地呈现出了画家本身的学养以及他的
画艺师承。在此画中能看到黄公望、
倪瓒以及董其昌的影子，而王氏的高
妙就在于，他能不着痕迹地在一张画
里呈现他的传承、品味，不管是奉敕
与否，此作已然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艺
术水准。”

永乐拍卖执行副总经理尚颢回忆
说：“十年前，当我第一次见到这幅
画之时，王原祁笔墨上的精益求精深
深地震撼到我，从作品中甚至可以读
出他创作此画时的内心感受。”

从清代内务府档案文献来看，当
时宫廷内确实有不少建筑空间曾经
用王原祁山水来装饰。《清宫内务府
造办处档案》 记载，乾隆十九年，
原来曾用于九州清晏的王原祁山水
画，要改用方琮的画来替换。换下
的王原祁画作被送往懋勤殿修裱保
存。

纵观此画，其中的秋景不但没
有萧瑟之感，反倒显得温润可爱。
王原祁一反往常多用枯笔的习惯，
用水比较丰富而有温润之致，色墨
浑沦，于斑驳陆离之中充满一片郁
郁葱葱。

据统计，王原祁署款“奉敕”或
“恭画”的作品有 20 余件，“臣字
款”作品约有 10 余件，其中仅有 6
件可判断为是奉康熙御命创作。这件

《秋林远黛图》画面正中钤盖有“乾
隆御览之宝”印玺，这是乾隆皇帝最
为重要的收藏证明。画面的左下方又
有“宝蕴楼书画录”印，明确指出了
作品进入宝蕴楼之前最后一次出现在
关外的热河行宫。

1913年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
建议“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
物院之先导”，以此为旨筹设古物陈
列所，并要求将当时奉天行宫及热
河避暑山庄所藏文物运到北京保
管、展览。

为安置这批文物，1915年又在
咸安宫旧址之上建成宝蕴楼。后来古
物陈列所聘请专家对所有文物藏品进
行登记造册，并在书画类艺术品上，
加钤“宝蕴楼书画录”，而王原祁的
此幅《秋林远黛图》正在此列。因较
早就由京师送往行宫收藏，因此作品
上并没有钤盖乾隆、嘉庆朝的“石渠
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等
清宫鉴藏印。

顾颉刚曾在《古物陈列所书画忆
录》 中记道：“王原祁 《秋林远岫
图》立幅”。与会专家推测，顾颉刚
所记的王原祁《秋林远岫图》立幅应
该就是《秋林远黛图》，此处或许是
顾颉刚的笔误。后来在民国十四年
（1925）九月编纂出版的《内务部古
物陈列所书画目录》 十册中，已将

“远岫”改为“远黛”。这也进一步证
实了王原祁此作不仅是来自关外行
宫，而且在文物迁移后又被收藏于宝
蕴楼。

在 《内务部古物陈列所书画目
录》中，王原祁的作品共计5幅，3
幅原藏于奉天行宫，而 《秋林远黛
图》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署款有

“臣王原祁恭画”的 《松溪仙馆图》
轴则来自热河行宫。值得一提的是，
这两幅书画钤印方式相仿，都有清高
宗“乾隆御览之宝”，王原祁“臣原
祁”朱白文印、“宝蕴楼书画录”以
及半方“花”印。

王原祁《秋林远黛图》的秘密
本报记者 付裕

志愿军战士寄给孙文芝的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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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原祁《秋林远黛图》立轴 设
色绢本 112cm×48cm

在河南省开封市禹王台公园的西南
角，有一座典型的欧式风格两层小楼，
人们俗称为“红楼”。1923年，中国共
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开封铁路工
人积极响应，秘密会议就是在红楼举行
的。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大罢工，郑
州建起了二七纪念塔，而红楼也有了它
另一个名字——“二七楼”。

红楼坐东朝西，掩映在苍松翠柏
中。这座楼始建于清代，是具有欧洲建
筑风格的两层小楼，建筑格局保存尚
好，大体上保持了当年的建筑风貌。在
小楼周围，建有红色的围墙，小楼也用
红砖建造，屋脊也为红色，楼内用红色
木质地板。从内到外、从上到下，小楼
均以红色为主调。

主体楼是一栋面阔五间、进深一间
的红砖欧式两层楼房。进入正门，左右
两侧是封闭式的带窗走廊，沿走廊南行
至尽头，拾级而上可到二楼。楼上五间
房的走廊和下边的不同，是过腰高的砖
砌花眼栏杆。整个建筑外观没有过多的
雕饰，实用且简约、大方。

这座楼始建于清朝光绪年间。光绪
三十一年清政府向比利时和法国贷款修
建汴洛铁路，比利时和法国主要管理人
员和技术人员来开封勘察，修建了这座
楼房，供修建铁路的外籍人员居住。修
建铁路的外籍人员走后，河南省农商
局、森林局、农业改进所都曾在这里办
公。后来，红楼见证了震惊中外的京汉
铁路工人大罢工。

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
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
义。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
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京汉铁路工人的
斗争直接威胁他的利益。

1923年2月1日，党领导下的京汉
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在郑州召开成立
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各铁路工会代
表、汉冶萍总工会代表、武汉30多个
工会的代表，以及北京和武汉等地的学
生代表近300人齐聚郑州。

2月1日上午，吴佩孚派出大批荷

枪实弹的军警在郑州全城戒严，下令禁
止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
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军
警的重重包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
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在郑州
普乐园剧场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
工会成立。

当天，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了会场，
强行解散会议，捣毁总工会和郑州分会会
所，并驱赶代表。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
执委会秘密召开会议，决定将总工会临时
总办公处转移到汉口江岸，并决定全路自
2月4日起举行总罢工。2月7日，吴佩孚
撕毁“保护劳工”的假面具，血腥镇压京
汉铁路罢工工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
七惨案”。

在这次大罢工中，开封铁路工人积极
行动起来，响应号召准备与郑州铁路工人
一起罢工。罢工前期，曾多次召开秘密会
议。为避开敌人耳目，防止特务搜查，会
议地址选在不太引人注意的红楼里。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它进一步显
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新中国成立
后，为纪念“二七大罢工”，郑州建了二
七纪念塔，这座红楼也因此被人们称为

“二七楼”。
红楼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见证之一，也

是古城开封发展的见证之一，具有重要的
建筑及历史价值。

（作者单位：河南省开封市委统战部）

开封红楼
李军涛

本报讯（记者 付裕）“河山闳廓
——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日前在岭
南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展出了梁世
雄不同时期展品 380 件 （套） 以及一
批珍贵文献资料，并首次大规模展示
梁世雄主题性创作及相关手稿，呈现
其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成果与特色。展
览分为“河山胜概”“雪域风情”“莞
水情深”“建设新中国”“传道授业”
等部分。

梁世雄师承岭南画派大师关山月、
黎雄才，是当代岭南画派代表人物之
一，在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两大领域都
作出了重要贡献。梁世雄发挥中国画现
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将目光投入现实生
活中，创作了大量反映时代生活与自然
的绘画作品。他对于中国人物画和山水
画的探索与研究，为岭南画派现代转型
乃至新中国美术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富有
价值的实践方案。

梁世雄是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
容庚先生的佳婿，他从容庚丰富的金石书
画收藏中吸收艺术养分，积淀自己的传统
艺术涵养。

同时，梁世雄也是一位具有69年党
龄的老党员，他把一生都献给了党和国家
的美术教育事业与中国画创作实践，本次
展览也展示了其表现革命山水和新中国建
设题材的大量作品。

梁世雄中国画艺术展亮相岭南美术馆

沧桑历尽气犹雄

西汉彩绘漆云龙纹圆盘出土于荆
州江陵高台28号西汉墓。盘敞口，平
折沿，弧腹，平底，用一块整木板剜
凿而成。

此盘以红漆为底，盘内底中心绘卷

云纹，有专家学者认为，此卷云纹应是一
种变形云龙纹，是云龙纹的抽象化表现方
式。外圈朱绘装饰带，沿面绘菱形纹等，
全器花纹细腻，庄重美观，极具西汉漆器
的装饰风格和特点。

西汉彩绘漆云龙纹圆盘

开封红楼 李军涛 摄

遗址
遗迹
YIZHIYIJIYIZHIYI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