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中这件形似荷花的仿生瓷器，有一个怪异的名字，秋操杯。无论荷花还是仿
生瓷，都和秋操搭不上关系，可它为什么叫秋操杯呢？事实上，在它背后，有一段略
显尴尬的历史往事。

秋操杯，确实和秋操有关。在古代，军队在秋季进行操练便叫秋操，而在清末，
由于新军的日常训练被提上日程，秋操更是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军事要务。清朝末
年，由于清政府腐败不堪，再加上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中国大门，让中国割地
赔款，导致国家积贫积弱、民众灾难深重、民族落后受欺。为了维护统治地位，清政
府进行了一些变革，训练新军便是其中重要一项，购买新武器、运用新方法、采用新
编制、进行新变革，新军的出现，让国人看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曙光。因此，为了
振奋士气、鼓舞精神，清政府于 1905 年至 1908 年的四年间，分别在河北河间、河南
彰德和安徽太湖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即秋操。秋操杯，便是在军事演习
时为表现好的军官和士兵准备的奖品。

这只秋操杯，就像是一朵微微绽放的荷花，在荷花的左侧，有一根呈壶嘴状的
荷茎。它长 20.5厘米，宽 11.7厘米，高 7.3厘米。花瓣红中有粉，粉中有白，荷茎浅绿
带黑色斑点，形象逼真，气质迷人，令人爱不释手。在荷茎外侧，留有长条状空白，其
上以楷书写有“大清光绪三十四年安徽太湖附近秋操纪念杯”的款识，看来，这只秋
操杯是 1908年安徽太湖边的那场秋操所用。只不过，由于年代久远，当时为何人所
拥有已经无法考证。

这只秋操杯，“荷茎”中空，内有圆形小孔，一直通向杯底。斟满酒时端起来，对
着“荷茎”顶端吮吸，便能喝掉杯中美酒，看来，在制作杯子时，工匠不仅花费了一番
功夫，更动了不少心思。也难怪，这毕竟关系着军队的士气和朝廷的颜面。

然而，此时的清政府，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像这样的秋操，只是“形象
工程”和“面子工程”，给清政府撑场面、装门脸用的，非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加
速了清朝的灭亡。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是光绪帝在位的最后一个年头，在这一
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离世，大清帝国也在三年多后寿终正寝，而率先在武昌
城发生起义，导致清政府倒闭关张的，正是这支新军。

看来，富国强军，最重要的还是要自立自强。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只有自立自
强，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才能让国家富强、民主复兴，因此，秋操杯不仅是纪
念杯，也是警示杯，告诫我们要自警自省，促进我们要自立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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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文物馆藏文物

1936 年 10 月 9 日、22 日，红四
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分别到
达甘肃会宁、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
西吉)，同红一方面军会合。红军三
大主力胜利会师，标志着历时两年、
征途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以不可置疑的事实向
世界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
量，具有无比顽强的伟大生命力。

艺术化地高度概括并反映红军
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的经典油画《三
大主力会师》，是由著名画坛伉俪蔡
亮、张自嶷在 1977 年共同创作而
成，又名《三军大会师》，纵 166 厘
米，横 331 厘米，现收藏于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该作以壮阔的图
像画面、精湛的艺术手法，表现了红

军三大主力历经生死考验，像三股
澎湃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汇聚
陕甘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和宏
大场面。作品问世后，以其人物形象
众多、形态生动准确、表情丰富传
神，引起广泛关注，好评如潮，在我
国当代美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价
值和艺术价值。

《三大主力会师》构思缜密，布
局严谨，节奏明快，动感强烈，通过
画面左方两队挥舞旗帜、拉着战马、
扛着机枪的红军（意指刚刚到达的
红二、四方面军），风尘仆仆、快步奔
跑的场景为主线而次第展开叙事情
节。画面中心上方，三位斜背盒子
枪、紧紧拥抱的红军指挥员代表着

红一、二、四方面军；右上方飘扬的
旗帜下，正是原地休整、军服整齐的
红一方面军。左下方由三位身扛步
枪、肩背斗笠、外穿羊皮背袄欢呼相
拥的红军战士组成；右下方是一位
头扎羊肚毛巾的陕北赤卫队员，兴
奋地将红军小号手高高举在空中，
紧挨一旁的红衣女孩挽着干粮筐，
满脸盈盈笑意。整个画面上，由右
而左、由左而右、由下而上共三组
九人构成了稳健、和谐的三角形内
构，向心汇聚，中间还安排了两位
相向奔拥的青年战士；而三面军旗
与军民所构成的左右向心式的胜
利大会师场景，包括人物向上跳跃
的欢快姿态，更使画面的动感、动
势既强又稳，互为呼应，富于强烈
的艺术震撼力。

作品中，两位画家以革命浪漫
主义情怀，倾情展示出属于自己的
艺术风格。三军将士胜利会师时所
表现出的兴高采烈、欢声笑语、群
情激昂、喜极而泣、昂扬豪迈，二三
十位红军战士欢聚时所展露出的
丰富多彩、栩栩如生的神态和表
情，生动演绎了“三军过后尽开颜”
的热烈、激动、欢欣和喜悦。同时，
用色精准，光线明快，虚实相间，暖
色调的充分运用和光感的精心表
现，赋予了画面阳光般的温暖，既
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也充分
体现了画家精于整体构思、场景再
现、形象塑造及技法表达的艺术表
现力。

三军过后尽开颜
——油画《三大主力会师》赏析

⊙周惠斌

霜降时节，严霜降临，万物蛰伏，唯有菊
花凌然开放，透出一股惊世骇俗的能量和一
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备受鼓舞。正因如
此，霜后菊花才为历代文人雅客所吟咏。

早在两千多年前，大诗人屈原便在《离
骚》中写下“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

落英”的诗句，木兰坠露、秋菊落英被屈原视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
象征，成为洁身自好的代名词。魏晋时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不仅是一种天高云淡的意境，
更印证着诗人的归隐生活，乐山乐水，自得其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
极度欣赏霜菊的品格，他在《咏菊》诗中写道：“一夜新霜著瓦轻，芭蕉
新折败荷倾。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刘禹锡在《菊花》诗
中对霜菊也不吝赞美之词，“桂丛惭并发，梅蕊妒先芳。一人瑶华咏，
从此播乐章”，霜后菊花，不啻为独领风骚者。宋人对霜菊也大加赞
美，如韩琦在《九日小阁》诗中便说：“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节
香。”陆游在《陶渊明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盖以菊配松也余读而感之
因赋此诗》一诗中写道：“菊花如端人，独立凌冰霜……高情守幽贞，
大节凛介刚。”称赞霜菊拥有耐得住寂寞、守得住节操的品格。明清以
来，对霜菊的吟咏更是汗牛充栋。

笔者收藏有一只民国的粉彩帽筒，便是以霜菊为题材。它呈圆柱
形，口径 10.8 厘米，高 23.7 厘米。在帽筒的外壁上，绘制霜菊图，只见
有一丛菊花在山坡上倾斜生长，茎秆纤细，叶片肥厚，有两朵菊花正
娇艳地盛开在枝上，其中一朵很像牡丹，花瓣白色，花蕊黄色，就像众
多银丝捧出一团黄金，另外一朵很像荷花，花瓣有的呈紫色，有的呈
白色，姿色艳绝。还有两朵小菊花，它们就像是两朵大花的翻版，一黄
一紫，傲立在枝头，迎着朝阳，绽放出笑脸。在菊丛旁边，还有三朵葵
花，如圆盘状，朵朵向阳。又有两枝秋海棠，它们结着红彤彤的海棠
果，好像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枝上。其中一枝海棠枝条很长，一直伸到
筒壁边缘，上面站立着一只绶带鸟，它有着尖尖的喙、长长的冠，尾巴
也很长，就像绶带一样。看来，此时正是霜浓雾重的深秋时节。

在我国文化中，菊花是耐寒傲霜的代名词，另外，菊与久读音相
似，有长长久久、天长地久之意；绶带是古代官印的配饰，指代位高权
重，绶又和寿同音，绶带鸟也叫寿带鸟，因此，帽筒上的图案可解读为
既得高位，又得高寿，官运亨通，寿比南山，福祚连绵，长长久久。此
外，菊为霜后之菊，也可看出制作者的“用心”——宦海浮沉，我为霜
菊，常开不谢，永在枝头，这便是霜雪精神。事实上，它更是一种中国
精神——历经霜雪仍能绽放，历尽艰险仍能笑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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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化收藏文化

2020 年 10 月 18 日，明代吴彬的《十面灵璧
图》长卷，在北京拍卖会上经过四十多分钟轮番
竞价，最终以近 5 亿元人民币成交，创下中国艺
术品史上最高单价！打破两年前在香港，由苏东
坡《木石图》创下的 4.5 亿元人民币纪录。到底这
件长二十七公尺的作品有什么奇特之处，能让书
画收藏家为之狂热呢？

晚明变形主义画风

《十面灵璧图》是明代画家吴彬受“石隐庵居
士”米万钟所托，描绘他所珍藏的一块“供石”。画
石头不稀奇，不过吴彬竟然将一颗石头画出十种
不同角度，那就很稀奇了。吴彬生于福建莆田，白
屋寒门，年轻时就背井离乡，遍游江南。明朝万历
年间，吴彬在科举中拔得头筹，进入宫廷画院为
帝王作画。当时的画坛以摹古风格最为流行，但
吴彬不随波逐流，不断求新求变，时人誉为“画
仙”。吴彬的作品主要以山水、佛像、人物为主，线
条勾勒诡异怪奇，常出现不合现实的比例与形
态，因此，艺术史学者将他与其他同时代的四位
书画家，归类为“变形主义”。

赏玩供石文人痴迷

“供石”，或称作“赏石”，常见的种类如灵璧石
或太湖石，是文人精心挑选出奇特形状的石头。出
于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崇敬之心，文人将石头供奉
在住处。观赏供石就像观看一个小宇宙，是自然界
崇山峻岭、层峦叠嶂的缩影。此外，供石之所以惹人
喜爱，据说是因为它能提高爱石之人的修养。凝神
注视供石的各种形态与纹理，文人心中千回百转

的思路，似乎都反应在石头的脉络之中。文人藉
由赏观供石激发想象力，供石也联系了文人的性
灵与自然界无穷的创造力。历史上有众多为供石
痴迷的人，还有一个专门的戏称——“石痴”。许
多石痴都是极有文化素养的文人书画家，熟稔儒
家教义，能书善画。爱石成痴最为出名的人物，应
是宋代书画家米芾。米芾的恋
石成癖，让世人昵称其为“米
癫”。文人瞻仰“供石”，以石头
寄情抒怀，这种艺术形式到了
明代已经相当成熟。即使如此，
将同一块石头以真实大小画在
卷轴上，背景完全留白，看似浮
在空中，且以不同角度呈现，仍
是前所未见，吴彬的画卷堪称
中国绘画史中“画石”领域的里
程碑。在怪奇诡谲的画风中，一
石十面，似乎不只展现了供石
的全貌，也勾勒出石头的灵魂。
这也让《十面灵璧图》在艺术史
上有无可取代的地位。难怪米
万钟在卷尾的跋文中感叹：“何
奇极中又极奇至此乎？”

十一题跋意义非凡

在中国书画上的文字，概
略可分为：“引首”及“题跋”。

“引首”是指在卷轴最前面所留
的空白处，题写画作名称或是
一则概括的品评，多为四字。

“题跋”则是写于画作本幅的文字，内容多为鉴
赏、考订、记事等。《十面灵璧图》附有多达十一则
题跋，由初代主人米万钟、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
部长）董其昌等十一名文人题写，还有邢侗、黄汝
亨分别题引首“岩壑奇姿”与“五岳片云”，可说是
集明清两代书画大师墨宝的珍品。

奇极中又极奇之吴彬《十面灵璧图》
⊙黄宗慈 文/图

对于藏书票，现在许多人可能
感到有些陌生，其实，熟悉、喜欢藏
书票的大有人在。

藏书票不同于书签

藏书票，顾名思义，就是用于
藏书的个人名票。藏书票不同于书
签，它是书籍收藏者的藏书标签，
既用来增添书的珍贵和美感，也表
明它的归属。藏书票一般边长 5 到
10 厘米，方形或长方形，绘有图
案，藏书者购得书籍后，将藏书票
贴在书籍的里封补页或扉页上，
写上自己的姓名或别号、斋名等，
国 际 上 通 行 的 是 在 票 上 写 上

“EX—LIBRIS”（拉丁文字），意为
“我的藏书”，表示此书“属于私人
藏书”。它与我国传统的私人藏书
印有相似之处，只是更具艺术性。

藏书票起源于 15 世纪初欧洲
文艺复兴时期，流行于德国，随后
开始传入其他国家。过了将近一百
年，藏书票才被欧洲传教士带入中
国。上世纪 30 年代，在鲁迅先生的
倡导下，一些版画家开始创作、印
制中国风格的藏书票。当时，我国
一批著名作家，如叶灵凤和郁达夫
等，对藏书票兴趣浓厚，积极宣传
介绍，并亲自制作有个性的藏书
票。也许是日寇侵略战火纷飞、民
不聊生，也许是国人对这种纸票感
到不如藏书印章灵活实用耐久，总
之由于多种原因，藏书票经过一番
起伏后，逐渐淡出生活，以至在接
下来的半个世纪内，藏书票在我国
许多地方销声匿迹。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开始
提高，中国的读书群体迅速发展，
收藏书籍的人群不断壮大，长时间
沉寂的藏书票，又回归到人们的视
野中。

贴有藏书票的书籍确实与众
不同，当你翻开藏书的封面，印制
精巧、图文并茂的藏书票呈现眼

前，往往让你兴趣倍增，因此，藏书
票被人们誉为“版画珍珠”“书上蝴
蝶”“纸上钻石”等。

藏书票的品种繁多

藏书票品种很多，从创始时的
黑白木刻，到现代的套色木刻、石
版、铜版、丝网版、塑料版等等，票
面形状也是各种各样，内容更是包
罗万象。但是，不论用什么材质、用
什么形式、表现什么内容，藏书票
大致有五大类型。

一类是一幅一幅绘制而成的，
比如目前存世最早的一枚藏书票，
就是手绘的一只刺猬衔着一枝野
花，顶端的缎带上写有德文“慎防
刺猬、随时一吻”，警示他人不要偷
拿此书。过去藏书票大都是文人自
娱自乐的玩意，较少流传。这类藏
书票现在并不多见，可称为“手绘
藏书票”。

另一类是由版画家制作的，此
类最多，我国上世纪 30 年代流传
的藏书票大都是版画类型。上世纪
中叶，国际书票联盟发布了 20 余
种通用编号，用以区别和规范书票
制作的版种和技法，这类可称为

“版画藏书票”。
第三类便是我们现在在市场

上看到的印制的藏书（刊）票，可称
之为“通用藏书票”或“印刷藏书
票”。有的藏书票还像邮票一样，打
上齿孔，背面有胶，买来使用时，随
手撕下一张，贴在书的扉页上，签
个名，十分方便。

第四类藏书票，则是“电脑藏
书票”，这类书票与印刷的藏书票
均与现代科技联姻，普及了藏书
票，只是毫无艺术可言，没有收藏
价值。

第五类藏书票是“剪纸藏书
票”，它是将传统的剪纸与藏书票
进行完美结合，形成一种民间艺术
型藏书票。

““纸上钻石纸上钻石””——藏书票的收藏
⊙谭 云

蔡亮 张自嶷 《三大主力会师》 油画 166×331cm 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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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璧石摆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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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十面灵璧图》画风诡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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