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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嵩

宋代文化繁荣，居于世界领先地
位，无可争议。但随着其建都汴梁（今
开封），政治中心东移，而西北塞上却成
为了少数民族割据政权与中原王朝常
年征战的地方，历经北宋统治 160多年
时间，这种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改变。宁
夏这方土地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处于西
夏党项人的统治之下，再也没有了汉唐
以来的豪雄气势与气韵。单就诗词来
说，整个宋夏时期流传下来的作品也就
二十首左右，其中有些诗作还有牵强之
嫌，与汉唐的辉煌已无可比拟。1993年
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修《固原县
志》文化体育志第六章“诗文选辑”只
辑录了一首宋代的诗，署名张继能《题
原州官厅》，其实就是张继常的《题镇
戎军厅壁》，张继能可能为张继常之误。
诗曰：

夜闻碛外铃声苦，晓听城头画角哀。
不是感恩心似铁，谁人肯向此间来。

张继常曾以内侍
身份出任镇戎军钤辖，

即节制管辖军队的武官。宋代阮阅编
纂的《诗话总龟》记载：“内侍张继常为
镇戎军钤辖，因题诗于厅事曰：‘夜闻碛
外铃声苦，晓听城头角调哀。不是感恩
心似铁，谁人肯向此中来！’继常能读
书，有识，好谈论，知治体。”《诗话总龟》
是宋代著名诗话，采集诗话、小说、笔记
等论诗文字，分门别类加以汇纂，荟萃
繁富，举例详尽而多述小诗家。保存了
大量的文献资料，是早期诗话的渊薮，
张继常的这首诗就来自于其中。

再说说什么是镇戎军，镇戎军并
非是军事建制单位，而是一个地方行
政单位。北宋为了去除唐末以来方镇
为乱的积弊而对行政区划进行了革
新，分设路、府州军监、县三级，以确保
中央对地方的有效统治。此处的镇戎
军便是属于府州军监一级，军事上大
体和唐代的方镇是差不多的，只不过
多出了一个统掌民政的职能。镇戎
军，是宋太宗至道三年（997 年）设置，
治所在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属陕西
秦凤路；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 年）改
隶泾原路，宋神宗元丰（1078 年）后复
属秦凤路。大致辖今宁夏海原、西吉
县东部、同心县南部、泾源县东部和原
州区、彭阳县大部。宋高宗建炎四年

（1130 年）陷于金，金世宗大定二十二
年（1182年）改为镇戎州。北宋初在镇
戎军周边还设有德顺军（今宁夏隆德
县城关）、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市原州
区黄铎堡乡）、清远军（今宁夏盐池县
西南）等建制。由于固原处于防御西
夏的前沿要塞，所处位置十分紧要，同
时镇戎军还是与西部交通的一处枢
纽。北宋真宗咸平年间（998 年-1003
年），守边将领李继和知镇戎军并兼
原、渭、仪都巡检使。他曾上书宋真
宗：“镇戎军为泾、原、仪、渭北面扞
蔽，又为环、庆、原、渭、仪、秦熟户所
依，正当回鹘、西凉、六谷、吐蕃、咩
逋、贱遇、马臧、梁家诸族之路。”（《宋
史·李继和传》），从中就可以看出镇戎
军的重要地位。宋人曾公亮、丁度著
《武经总要》也曾言：“宋建镇戎军，以
通陇右。”从战争方面来看，镇戎军及
其附近地区，历来就是宋夏双方交战
的战场，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年），在
镇戎军附近的今隆德县北面的好水
川，宋夏双方爆发大战，最终以宋将任
福战死，宋军大败而告终。庆历二年
（1042年），元昊率大军进攻镇戎军，又
在镇戎军北面的定川砦大败宋将葛怀
敏。在经历数次大战之后，宋夏双方

都经受不住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
于庆历四年（1044 年）签订了合约，罢
兵休战，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和平期”，
并在高平寨（今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
马园）设立专卖市场，开展贸易，进行
互市。

张继常的这首诗应是写于宋夏交
战的某一个时期，因他常年驻守于镇戎
军中，战争频仍，苦不堪言，他将积于心
中的感思挥笔题写在镇戎军官署的墙
壁之上。诗以宋夏争战为背景，比较客
观地反映了当时战争的艰难与辛苦，揭
示了宋朝官兵之所以来此打仗的所谓

“感恩”心理，实则蔓延出的是一种悲哀
的情绪。防务之重，岁月无情，胜利无
望，何日才是尽头。作者是节制管辖军
队的高官，尚且如此，底层士卒的辛酸
就可想而知了，说明战争是冷酷的，终
究令人厌恶。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军队在定川砦
（今宁夏固原北）之战失败后，时任庆州
知州、兼任陕西四路招讨副使的范仲淹
在秋风萧瑟中也发出了无可奈何的感
慨，并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一
词，个中情景，唯有联系那一段冷酷的
战争场面细细品读，方能深刻理解历史
发展进程中的真实一面。

新华社莫斯科电“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图片展近
日在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开幕。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临
时代办孙炜东、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萨纳科耶夫等上
百名中俄各界代表出席观展。

此次图片展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中国驻俄
罗斯大使馆共同主办。图片展分为前言及“续写发展奇
迹”“创造幸福生活”“提升治理效能”“汇聚人民伟力”“共
建美好世界”五部分，共收录 251张精美图片，生动讲述新
时代中国非凡十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民生、外交等领
域发生的精彩故事，记录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追梦足
迹，展现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和衷共济、携手共进的时
代华章。

孙炜东指出，中国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是全方
位、划时代的，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当前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双方各领域合作都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展开，两国人民相互交往更加紧密。面对世界之
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方愿与俄方一道，继续深化
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巩固传统友
谊，共同为实现各自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
努力。

萨纳科耶夫表示，新时代十年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
就，关键得益于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领导。中国共产党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日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
次全国代表大会引起全世界广泛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这
一表述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日前，参观者在北京服装学院观看美术作品展。
当日，律动古今——时尚运动主题美术作品展在北京

服装学院开幕，展出由百位师生创作的近两百件作品。展
览聚焦中华民族优秀的体育文化和当代国人的时尚生活
方式，内容共分为“动静”“古今”“自如”三大版块，涵盖中
国画、油画、雕塑、染织等多种类型。 新华社发

日前，由海南省三亚市群众艺术馆主办的首期“琼文
化课堂”活动举行，活动以“跟着绘本看海南”为主题，通过
趣味互动、知识讲解、绘本演示等方式，带领孩子们一同学
习制作非遗主题绘本，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认识三亚本
土非遗、了解非遗历史、感受非遗传承。

活动现场，孩子们跟着绘本老师的步伐，倾听历史
沉淀的精髓，充分感受本土文化的魅力。同时，在绘画
环节中，通过老师积极引导和启发，不断激发孩子们丰
富的想象力，一幅幅具有三亚非遗特色的绘本作品跃然
纸上。

“类似这样的活动，不仅可以激发孩子们对绘本的
兴趣，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和阅读习惯，还可以提高孩
子们的艺术理解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创造力。”家长赵女士
表示。 （据《三亚日报》）

新华社首尔电“美丽中国 诗画浙江”中韩建交 30周
年文旅主题系列交流活动日前在韩国首尔市开幕。

一个题为“日常感觉：让中韩民众生活多姿多彩的 30
件物品”的展览拉开了活动序幕。展览共展出 30件中韩艺
术家的作品，包括瓷具、灯具、饰品等，展现了生活与艺术
的交融。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在视频致辞中说，中韩两国
比邻而居。千百年来，两国人民相互学习借鉴，共同创
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此次活动期间将展出两国传统
美术和非遗技艺领域代表器物，对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
解和友好感情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双方以此为契机，加
强互学互鉴、深化合作，为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注入更多
正能量。

中国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褚子育在视频致辞中
说，近年来，双方因疫情难以在线下相聚，但彼此寻求交流
的愿望和热情从未消退。我们愿和韩国朋友们跨越山海、
携手共进，继续推动双方在文化、艺术、旅游等领域的交流
合作。

首尔市观光体育局局长崔庆周在开幕式上致辞说，
韩中两国文化相通。在民间交流中，人们感到亲切、温
暖。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两国人民能够将这份真情传递
下去。

本次系列交流活动由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浙江
省文化馆、韩国《中央日报》承办，将持续至 11月 4日，其间
还将举办中韩艺术家云端对话、中韩传统茶文化体验等
活动。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
图片展在俄罗斯开幕

海南三亚：

文化惠民 乐享非遗

中韩建交30周年文旅主题
系列交流活动在韩开幕

如果说夏花的明艳引人陶醉，秋日的硕
果则更加令人欣喜。明代画家陈淳十分喜
爱石榴，曾赋诗曰：“蜡蒂团赪玉，文英簇绛
绡。秋来结佳果，珍味不须调。”藏于上海博
物馆的陈淳《花卉册》中，画有石榴一幅，果
枝一束垂坠而下，上结果实两颗，简笔着墨
写零落枝叶，浓淡结合绘出果实饱满的姿
态，尤其用淡墨细细点出果实裂口处溢出的
颗颗籽粒，只一枝便令人想到秋日硕果累累
的景象，整个画面清纯淡雅，颇具其典型的

“一花半叶、淡墨欹毫”之风。
明代画家徐渭与陈淳并称“青藤、白

阳”，皆擅水墨写意风格。徐渭也绘有《榴实
图》一幅，与陈淳之作相映成趣。不同于白
阳山人画中硕果坠枝的意象，徐渭的画作虽
也是折枝一笔纵贯素笺，但其所画石榴果开
口向上，似仰天大笑，饱满的籽粒似乎要冲
出果皮，纷纭而出，笔意恣肆，更添一份狂放
之气。画面右上题五言诗一首：“山深熟石
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
走。”深山石榴，寄托着画家虽明珠蒙尘却仍
放纵洒脱的心境。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沈周绘《卧游图》
册，共十七开，与仿倪山水、杏花、秋葵、秋柳
鸣蝉、平坡散牧等并置，有石榴一幅。根据
末开画家自题，可知该册页的“卧游”之名源
自南朝宋宗炳在居室四壁挂山水以当卧游
的典故，然而不同于挂轴的是，该图册还可
于卧床时仰面翻阅。十七景中独占一页，由
此可见画家对石榴的重视与喜爱。

成熟的石榴籽粒饱满，晶莹剔透，入口
甘甜，张载形容其“剖之则珠散，含之则冰
释”。南宋吴炳绘有一幅《榴开见子图》，工
笔设色，果皮橙红，籽粒紫中嵌白，颗颗分
明，如同宝石，体现了南宋院体画工致妍丽
的特点。波士顿美术馆藏有一幅南宋鲁宗
贵的《吉祥多子图》，石榴与橘子、葡萄一起
堆满画面，“橘”意同“吉”，石榴和葡萄都代
表多子，充满着吉祥的祝福之意。

院体画工整富丽，石榴常常入景。故宫
博物院藏南宋《榴枝黄鸟图》，描绘了深秋时
节，石榴成熟，一只肥硕的黄鹂衔着小虫栖
于榴枝上，悠然自得的景象。明代吕纪所绘
的《榴葵绶鸡图》轴，石榴树上硕果累累，各
色禽鸟聚于其间，树下群花灿烂，一只雄鸡
昂首前视，雌鸡匍匐于花间。整体风格兼工
带写，设色艳丽而不媚俗，既保持了华贵风
范，亦兼具了纵逸的笔墨意趣。

石榴深受历代画家的喜爱，近现代画家
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李苦禅、王雪涛、
潘天寿等人都喜爱画石榴。其中，潘天寿突

破传统画法，其花鸟画尤体现其雄强劲健的
笔墨追求。潘天寿纪念馆藏有一幅《石榴
图》，树干用笔显得生涩，有“屋漏痕”韵致，
中锋与侧锋交替转换并用，提按、顿挫浑然
一体；石榴及小枝则用圆笔中锋，如“折钗
股”，圆健凝重。画家题句“为忆横磨十万
箭，可怜仅得石榴来”，说明了张骞出使西域
带回石榴种子的典故。一幅小小的花果，在
画家笔下呈现出磅礴之势、万千气象。

一夜飞霜，石榴红了。秋已深，露重行
远，赏一幅石榴画，愿你在寒天里仍笑口常
开，心情灿烂。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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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李商隐的一首《石榴》诗，把
石榴的特点描写得清晰鲜明。石榴被古人誉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
果”，因其花开红艳，果实成熟时“十房同膜，千子如一”，常被赋予多子
多福、吉祥富贵的寓意。历代文人墨客都喜欢以石榴花果作为吟咏和绘
写对象，留下了不少水墨佳作。

榴实图（中国画）。

吉祥多子图（中国画）。 榴开见子图（中国画）。

10月 31日，广西桂林市灵川县源口
村，这是一座三面被矿山环抱的小村庄。
阳新文正在自家的工作馆内，用雕刻工具
凿刻着面前的一尊“石龟”，伴随着富有节
奏感的叮当响声，“石龟”的面貌和身上的
花纹也愈发清晰。

今年 53 岁的阳新文是土生土长的
源口村人，同时也是阳氏石雕技艺的第
二十代传承人。他的石雕工作馆内摆
放着各式各样的石雕作品，既有栩栩如
生、造型各异的瑞兽，也有庄严威武的
各式神像，这间工作馆被他命名为“愚
公刻艺馆”。

“与‘愚公移山’的故事类似，源口村
人世世代代都在与石头‘打交道’。因背
靠矿山，历史上许多村民都会石匠活，采
石和石料加工是源口村的传统副业。”
阳新文说。

村中阳氏的石雕技艺最早可追溯至
明朝年间，阳新文的工作馆内仍保留着
先祖于明代雕刻的石雕作品。作为阳氏
后人，阳新文自初中以来便对绘画产生
了浓厚兴趣，他常盯着路边小摊贩卖的漫
画入迷。

“当时会为一幅喜欢的漫画买下整
本漫画书，然后在家慢慢临摹。我最喜欢
画的是便是唐代的‘龙’，只需用一笔便能
将其画完。”阳新文说。

日积月累的绘画练习夯实了阳新文
的雕刻基础。初中毕业后，阳新文开始跟
随父亲学习祖传石雕技艺，并于 1998 年
开始在桂林“愚自乐园”从事雕塑工作。

在长达 9 年的工作生涯里，阳新文
与来自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 多
位雕塑家合作，协助他们完成作品 80余
件，他也因此切身感受到了中西艺术文

化的差别。
“西方的雕塑作品非常个性化，呈现

方式也非常张扬，会更加强调雕塑家的
‘个人风格’。相反，中国的雕塑作品则会
更偏向风格和造型的一脉相承，并反映不
同时期社会制度、农耕服饰等历史背景。”
阳新文说。

作为从新石器时代便开始出现的古
老技艺，中国石雕讲究造型的精致逼真，
是点、线、方、圆等几何图形相结合的艺
术，其纹式流畅洒脱。

阳新文常选用青石、花岗岩、汉白玉
等材质进行雕刻。在圆雕、透雕、高浅浮
雕等技法的千雕万琢下，一块朴实的石头
最终“摇身一变”，成为神话人物和花鸟虫
鱼等精美石雕。

“在雕刻一组石雕作品时，如栏杆上
的‘小石狮子’，它们的表情神态都不尽相

同，是雕刻的难度之一。不仅考验石雕匠
人的雕刻功底，也需要对其历史造型有着
深度的把握。”阳新文说。

因石雕技艺出色，阳新文常被周边
村庄邀请参与石雕碑刻的制作，他常会根
据不同村屯的地理特色和风俗文化，打造
出与之相适应的石雕作品。

如今，与石头打了大半辈子的“交
道”，阳新文常把自己比作“愚公”，他希
望发扬愚公坚持不懈的精神，将这项古
老的技艺继续传承。2015 年，阳新文被
评为“广西民间工艺美术大师”，每年工
作馆都吸引不少人慕名前来学习石雕
技艺。

“与大多数传统工艺品不同，石雕作
品是可以保留上千年的。所以每一次凿
刻都是对历史的记录，需要认真对待。”
阳新文说。 （据中国新闻网）

广西矿山下的“愚公”：二十代人与石雕技艺“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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