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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付裕）据了解，北京
翰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春季拍卖会将推出
近现代书画、古代书画、法书楹联、古董
珍玩、现当代书画等专场，力求在传统项
目中选择经典文物艺术品，在新兴板块中
挖掘价值洼地和潜力股，为艺术品收藏投
资提供丰富之选，开拓未来空间。

其中，古代作品专场中，最重要的是
徐操《盘车图》，创作于1934年，是徐操
艺术成熟期的作品，构图精妙，气息浑
厚，3平尺的画面中人物多达20有余，各
具特点，神韵毕出。

徐操通过对线条粗细、方圆、转折、
顿挫的娴熟运用，准确描绘人物形态、由
近及远，表现骑马登高、步行挑担、赶车
爬坡等山路上行的人物动态。通过此幅绘
画，可见徐操对服饰、车马等准确的刻画
程度，注重突出画面的情节性，在近代画
坛独树一帜。

张大千1942年所作《夏山图》为近现
代作品专场扛鼎之作。此图师法巨然，远景
宏阔、气象苍茫，中景林木葱郁、用墨苍
润，近景设色素雅、幽溪蜿蜒，以墨色浓淡
的交替运用来表现层次关系，展现氤氲幽
静、淡墨轻岚的南方山水。

同场次中，吴湖帆的《海野云冈》也是
其画风成熟时期的山水佳作。吴湖帆早期师
法董其昌、沈周，运笔灵活而气韵清雅，颇
具文人画的韵味。吴湖帆创作的《云表奇
峰》《晓云碧嶂》《秋领横云》等，是标志他
画风走向成熟的重要作品。

《海野云冈》以赭石打底，再加石青石
绿，调入少许淡墨，使得山石渲染出阴阳变
化之感；山石底部用笔墨皴染交替表现山石
的质感。画面留白处“化虚为实”，经水墨
映衬，将留白空间转化为烟云。整体画风秀
丽丰腴，清隽雅逸，层次井然。

除绘画艺术品之外，此次翰海春拍古董

珍玩专场推出近 500 件拍品，包括珍瓷雅
玩、文房清供、玉雕佳作等品种。其中，清
雍正粉青釉罐整体造型端庄大气，釉层凝厚
平整，釉色均匀深沉，为瓷器佳作。清康熙
青花开光花卉诗文笔筒胎体厚重坚硬，青花
发色娇翠欲滴，外壁通景装饰开光花卉诗
文，营造类似于花窗之感，有借景于书案之
趣味，所绘松石构图舒朗，清新明快，山石
采用分水皴技法，棱角分明，为笔筒艺术品
中的精品。

与此同时，民国翡翠花卉瓜棱壶、杯则
是翡翠雕刻艺术的代表作。此壶呈扁圆形筋
纹式，短流，宽口，曲柄，以等分的十六瓣
花瓣一气呵成，是茗壶筋纹器之经典式样。
配套的三只翠杯琢磨圆润，造型娇巧精致，
与主壶一组相映成趣。

“现当代油画雕塑”专场共推出 95 件
拍品，其中，艺术家家属提供的孙宗慰
《人物 （赴庙会途中）》，是孙宗慰系列画
中的精品，画面中，孙宗慰仅用几根准
确、轻松的线条便将人物动态勾勒得惟妙
惟肖，可以看出敦煌壁画对孙宗慰艺术创
作的直接影响，同时，画家对于色彩的把
握也颇见功力，全幅色彩鲜艳、饱满，丝
毫没有庸俗之气，色彩节奏明快却不轻
浮，浓郁却不突兀，展现了画家在色彩上
敏锐的感觉力与控制力。

翰海春拍着力挖掘“潜力股”

本报讯 （记者 付裕）“武石同志作品捐赠仪式暨 《烽
火艺途——武石艺术》 首发式”日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武石家属将其不同时期创作的100余件作品捐赠给国家
博物馆，国家博物馆编辑出版了画册《烽火艺途——武石艺
术》，并向武石同志家属颁发收藏证书。

武石原名冯子树，1912 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赤泥冲，
1934年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毕业后积极投身抗战救亡
运动，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参加新四军，曾转战大
江南北和鄂豫边区，是一手抡着枪杆子，一手握画笔的革命
艺术家。

新中国成立后，武石将作品中的“国难和战争”主题转
向反映新中国建设和社会新气象内容，创作出一批讴歌新中
国建设成就的作品，其中《最后一根钢梁》因“气魄大而有
感染力”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外，武石还多次重访当
年战斗生活过的边区和战地，将对边区军民和战友的深厚感
情倾注于笔墨之间，以中国画的形式艺术地再现火热的革命
斗争场景。

武石先生的作品质朴、简洁，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感人力
量，弥漫着强烈的中国精神。在此次捐赠的作品中，既有抗
日救亡运动时期的 《抗日何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等作
品，也有反映新中国建设场景的 《最后一根钢梁》《小麦丰
收》 等套色木刻，还有多次重走战地路线时创作的 《白棵
湾》《三五九旅与敌恶战于荆紫关》 等山水画作品及众多花
鸟作品，充分体现了武石先生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武石
不同时期的100余件作品入藏国家博物馆，不仅丰富了国家
博物馆在反映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面的馆藏类
型，更有利于对红色经典美术作品的深入研究和系统展示。

武石百余件作品
入藏国家博物馆

油画《女兵今年93》，2.4米×2.2米，创
作于 2015年，所绘为东北抗联女兵李敏。
画中李敏身着抗联军服，胸前挂满奖章，
肩背钢枪，英姿飒爽，背景为东北抗联战
士的群像剪影。李敏眼神深邃而凝重，仿
佛在回忆那峥嵘岁月。李敏时年虚岁 93，
故作品命名为《女兵今年93》。该作品曾在
辽宁省美术馆、八一美术馆、人民大会堂
等机构展出，深受观众好评。

除了《女兵今年93》，周利友创作的这
批绘画作品还有《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
情》《百岁奶奶的建军节》《三姐妹》《追忆
往事》。画中人物均为东北抗联女兵，除了
李敏，还有李在德、刘淑珍、李桂兰等，她
们都曾亲历东北抗战史上最艰苦卓绝的
战斗，是那段伟大历史的见证人。

画家周利友生于1958年，上海戏剧学
院舞台美术系毕业，曾就职于辽宁人民艺
术剧院，其创作东北抗联女兵主题绘画始
于 2015 年。2015 年的 3 月，周利友来到哈
尔滨市鞍山街的一个小院，这里是抗联女
兵李敏的家。家中到处可见东北抗联文
物，其中有抗联战士穿过的靰鞡、赵尚志
用过的粗瓷碗，还有很多战争年代的书信
和歌曲曲谱等。

李敏1924年 11月出生于黑龙江省萝
北县梧桐河畔的河东村，朝鲜族。她童年
时期即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1936 年
参加东北抗日联军，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参加过锅盔山、大旗杆、双鸭山煤矿等
多场战斗，曾多次临危不惧、冒死抢救落
难战友，还爬冰卧雪、吃过草根和树皮，也
和党内不坚定分子、叛徒作过坚决的斗
争。为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李敏和抗
联将士一起英勇抗击日寇，以坚毅和忠诚
为祖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听李敏回忆烽火往事，抗联女兵坚毅
不屈的品格和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激
励着周利友，他决心画好这位抗联女兵，
讲好抗联女兵的故事。随后，周利友查阅
东北抗联史料，寻访东北抗联曾经战斗
过的遗址，专程观看了沈阳音乐学院复
排的歌剧《星星之火》，剧中李小凤的原
型就是李敏。

周利友怀着敬佩之情完成了油画
《女兵今年 93》，并在辽宁省美展上得到
好评。这激励着他把抗联女兵题材继续
画下去，他又在黑龙江依兰找到95岁的
刘淑珍、在北京找到101岁的李在德，多
次走近耄耋之年的抗联女兵，倾听她们
口述东北抗联历史，为抗联女兵主题创
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作为画家，周利友清醒地认识到不
同时代背景下的历史人物，是一个时代
的代表和历史的见证者。他喜爱和擅长
人物肖像画，多年的坚守，在肖像画创
作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选择以东
北抗联女兵为主题，以当年幸存的几位
女英雄为主线，深入历史考证，贴近人
物生活，反复调查研究，以抢救历史、
启迪后人为己任，投入抗联女兵的人物

组画创作。在创作了 《女兵今年 93》
后，周利友又饱含深情地创作了其他 4
幅抗联女兵主题绘画作品。

周利友专注东北抗联女兵主题绘
画，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寻求切入点，讴
歌伟大的民族精神，这样的创作十分难
得。他也表示，将继续挖掘、抢救东北
抗联历史人物画题材，充实这一主题的
完整性与丰富性，以此记录中华民族不
屈不挠的斗争历史，反映时代的伟大精
神，做一位不负人民的文艺工作者。

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兵之一

1935年秋，当时李敏虽然只有 11岁，
但已经是安邦河区抗日救国儿童团的团员
了。接到散发抗日传单的任务后，她在
萝卜窖里点上獾子油灯夜以继日地赶印
传单，印好后再冒着生命危险到双鸭山
地区的集贤镇、沙岗、福利屯、苏家甸
等地散发。

1936 年，12 岁的李敏加入东北抗日
联军，是当年东北抗联队伍中最小的女
兵之一。这年冬天，李敏被送到东北抗
联第六军第四师营地，安排在被服厂工
作。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年就是她和被
服厂的姐妹们，仿照苏联红军的帽子，
一针一线给抗联战士缝制军帽。

在当时的恶劣环境下，制作军服非
常困难，最大的问题就是布料来源。因
为城市乡镇被占领，敌人对抗联始终封
锁围剿，又得不到任何补给，想大规模
采购和生产布料根本不可能。特别是红
色布料，尤为难得。

对于有限的红布，除制作军旗外，

只够制作军帽的五星和袖标领章了。实在
没有红布时，李敏她们就用红桦树皮或秋
天的红树叶代替红布料。就是穿着这样的
服装，东北抗日联军在极为艰苦困难的环
境中顽强战斗，跟日寇浴血搏斗，消灭了
18万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配
合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抗联战士不但遭到强大敌人的追击围
攻，还常常受到断粮、断药的威胁，忍受
饥饿的煎熬。尤其是冬季，天寒地冻，缺
衣少食，斗争更加艰苦，部队经常在饥寒
交迫中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日伪
军周旋苦战。

1938 年冬天，一场大雪覆盖完达山
脉。日伪军趁着大雪，由北山上来对抗联
队伍进行围剿，被服厂和医院被日军包
围。当时，西面是数丈深的悬崖绝壁，南
面是又宽又长的雪沟子，唯有东山较近，
且有树木可以隐蔽。李敏趟着没膝的积雪
开道，却没见人跟上来。转身一看，她发
现本来跟在身后的战友又被包围了。敌人
已逼近，李敏机智地滚进一个雪窝子里隐
蔽起来，才得以虎口脱险。女兵排只有她
一人突围成功。

经过数年苦斗，3万多人的东北抗联队
伍，只剩下1000余人。在共产国际和苏联共
产党的帮助下，他们退到苏联境内休整，被
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又名苏联红军远东红
旗军第88独立步兵旅。这是一支传奇的部
队，他们接受苏军提供的服装、武器，按照
特种部队的标准进行训练，甚至使用了与苏
联军队相同的军衔制度。

李敏是教导旅中的一员，也是该旅最年
轻的女战士。在那里，李敏接受了军事训练
和政治学习，包括各种武器的使用、通信技

术、前线救护、架设电话线、铺设铁丝网、
翻越障碍和战斗行军队形编组、行军警戒的
派出搜索以及耐寒训练、冬季滑雪、武装泅
渡等。此外，李敏还在苏联接受特种空降训
练，是中国首批具备伞降能力的女特种兵。

1945年随苏联红军回到东北后，李敏参
加了苏军对日寇发起的最后一战，先后完成
军事侦察、通信联络、破坏敌占区重要设施
等多项任务。此后，李敏还参加建政、建
军、妇女群众工作等。

百战余生，晚年的李敏特别怀念那些长
眠在黑土地上的东北抗联战友。抚摸“朱可
夫勋章”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
章”，李敏感慨道：“这些奖章，属于每一个
抗联战友……”

将“十四年抗战”写入教科书

李敏曾担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离休后，依旧没有停歇脚步，继续奉献自己
的余热。2010年，她荣获哈尔滨市“百年风
采 女 性 ” 荣 誉 称 号 ； 2014 年 9 月 3 日 ，
习近平总书记还曾亲切接见过她。

李敏晚年，组建了“东北抗联宣传
队”，宣传东北抗联14年苦斗史，弘扬抗联
精神，并多次向全国政协及中央有关部门提
出将中国抗战历史由“八年抗战”改为“十
四年抗战”并纳入全国中小学教科书的建
议。

经过10多年的不懈努力，2017年春天，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十四年抗
战”被正式写入中小学教科书，将东北抗联
的抗战历程纳入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体系之
中。

至此，长期以来认识不尽一致的抗日战
争的起点问题，终于通过进入教科书的形式
加以解决。“十四年抗战”是指：中国抗日
战争开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结束于
1945年日本签订投降书，经过了14年艰难
曲折的斗争历程。其中，以1937年的卢沟桥
事变为界，前6年是局部抗战时期，后8年
是全面抗战时期。

“十四年抗战”不仅对8年全国抗战有了
更加深刻的认识，而且也肯定了6年局部抗
战的历史地位，完整地还原了抗日战争的全
过程，真正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

中共中央自九一八事变后即通电全国，
号召广大民众迅速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建
立反日武装，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并于
1932年4月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名义正式对日宣战。

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影响和领导，
东北地区的爱国军民冲破国民党对日“不抵
抗”政策的束缚，相继兴起为数众多的抗日
队伍，一度形成抗日斗争的高潮。至1937年
秋，东北抗日联军共组建成11个军，3万多
人，活动范围遍及南满、东满、吉东、北满
70余县的广大地区。东北抗日联军进行的艰
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
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扰乱
了日军进攻中国关内的计划。

李敏曾说：“没有哪一场战争，像东北
战场这样惨烈，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与数十万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
14年的殊死搏斗。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是无法用数字来统计的，中国人民不应该忘
记他们和由他们谱写的这段历史。”

东北14年抗战史需要记录、需要传承，
更需要铭记。教科书是面向青少年的，将

“八年抗战”改为“十四年抗战”能让他们
更全面、真实地认识抗战历史，更完整地了
解日军侵略罪行和我国人民为抗战作出的巨
大牺牲和努力。

“我原来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抗日战争十
四 年 历 史 写 入 教 科 书 ， 现 在 终 于 实 现
了。”2018年 7月，李敏逝世，想必她是含
笑离开的。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永远的女兵
吕伟涛

三镶如意的形制最初创
作于清乾隆时期，多见竹木材
质，后因流行于世，开始扩展
到其他材质，出现了金属三镶
如意、牙角雕三镶如意等类
型，所嵌之物也不仅限于玉，
也出现嵌松石、红蓝宝石等。
后来，还产生出了只镶首尾的
两镶如意和只镶柄首的单镶
如意等。

此件清代铜镀金累丝嵌
翠三镶如意通身为古铜钱纹，
柄刻雕刻暗八仙，如意首、身、
尾三处各嵌翡翠一块，上琢竹
子和松等图案。

此镶玉底座上有团“寿”、
蝴蝶等图案。黄丝穗结如“寿”
字，上下各系有两个“万”字纹
的小绳。此如意制作精巧，根据
黄签所记，应为恭亲王所进献。

铜镀金累丝嵌翠三镶如意

铜镀金累丝嵌翠三镶如意，清，长61厘米，宽15厘
米，高15厘米

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之际，中国国家博

物馆新入藏了一批

东北抗联女兵主题

绘画作品。这批作

品共 5 幅，由沈阳

画 家 周 利 友 创 作 ，

油 画 《女 兵 今 年

93》为其中之一。

《女兵今年93》油画 周利友 绘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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