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堤上，西子湖的暮春令人心旷神怡……
湖心孤山上的中国印学博物馆里，文人篆刻鼻祖文彭

的“琴罢倚松玩鹤”一印安静地守候在这里半个世纪了。
作为镇馆之宝的它，承载着西泠印社的文化底蕴，尊受着
西湖的四围山色，静谧展现着印文诉说的闲情逸致。

1962年，得知西泠印社即将恢复社团活动，浙江平湖籍
大收藏家葛昌楹为繁荣祖国印学，将包括最钟爱的“琴罢倚
松玩鹤”在内的43方名印捐赠给西泠印社。据接收印章的
西泠印社办公室主任王树勋回忆，葛老当时满含深情地说
了一句话：“这回是小女儿出嫁了。”历经多年战乱，在悉心
珍藏的2000多方印章中，葛老最喜爱的莫过于此印了，如今
的“嫁女心情”恐怕只有葛老体会得最为深切了。

此印为青田石质，六字，分三行，每行二字竖排。朱
文，无边框。篆文参秦小篆法，结体修长，比照汉朱文印
模式，又略参赵孟頫朱文印风。章法以平整方正为基调，
颇为工致。用刀沉稳大方，转笔处用圆笔，笔势刚健，用
刀爽和，表现了明代中期典型的印章风格。虽没有达到文
彭自言的“刻朱文须流利，令如春花舞风”的审美追求，
但刀中有笔，笔中见刀，已见“印从书出”的端倪。

值得提出的是，该印印底铲平，可见当时制印的审美要
求。但也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此平整如工艺般的印底处理，
一如文彭的牙章“七十二峰深处”印底处理方式，似乎不可
能出自文人篆刻家文彭手刻，很可能是文彭假李文甫之手
刻之。在那个印章材质由玉石、牙章向石料转变的过渡时
期，没有更多材料证明该印为文彭亲自捉刀手刻。但边款中
提及，“琴罢倚松玩鹤”由文彭篆字上石是可以肯定的。

该印边款可视作一则短篇记事散文：“余与荆川先生
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蓄二鹤于内。公余之暇，每与
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
捡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

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
文中的荆川先生就是明代嘉靖年间常州武进的唐荆

川，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家、数学家、军事家。彼时，唐荆
川正去朝居家，过着恬淡闲致的生活，经常邀约一些志同
道合的朋友来家做客。一些文人墨客也常常专程或纡道拜
访，荆川先生的别业自然成了他们浅吟唱和的雅集之所。

从所刻的边款文字可知，当年荆川先生有一座别墅，
别墅的院子里有一株古松，放养着两只白鹤，一有空闲时
间，荆川先生就邀请文彭一起在院子里的古松下弹琴吟
唱。文彭有感于荆川先生的一番好意和这种休闲生活的乐
趣，就找了一块庋藏很久的青田石刻下了“琴罢倚松玩
鹤”六个字，赠送给荆川先生，以纪念这一段青松之下、
鼓琴舞鹤、啸傲其间的日子。

清代诗人高一麟也许对文彭描述的情景心向往之，作
有 《琴罢倚松玩鹤》 诗一首：“触目多幽赏，暂停焦尾
琴。孤松筛日影，鸣鹤静书音。机到诗堪续，兴来酒自
斟。杜门聊谢客，与尔结知心。”诗中的场景，几乎是当
时文彭、唐荆川二先生雅集高逸情景的再现，此诗也成为
二先生雅集之事的最好的注脚。

在荆川先生去朝居家的十几年中，文彭不止一次光顾
唐荆川的陈渡草堂。文彭 《访唐应徳荆川别业》 诗云：

“久负论文约，相违频梦君。碧山开别墅，白社锁闲云。
会晤偏难值，怀思空未闻。王猷兴尽返，鼓楫动鸥群。”
由此诗足见荆川先生和文彭常常相约作文。这次文彭专程
前来，荆川先生外出，未能得见。文氏“王猷兴尽返”句
将自己与唐荆川比作王徽之与戴安道，足见二位老朋友之
间的感情之深。

虽然没有更多的材料记载二人的交往，但依照该诗内
容和此印边款所述，可以想见二人的交往远非如此。这也
唤起后人无尽的联想，给人带来不可名状的意味。

这方印章在中国篆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文
彭开创一代文人治印先河的奠基作品之一。委婉的印风加
上高雅的故事，体现出文人雅士超凡脱俗的行迹，都刻划
在了这方寸的印文之中。

在刊刻边款时，想必文彭下刀已作千秋之念，他定相
信此境与此石一定会流传后世。470年后的今天，这方印
石完好地保留了下来，正是对唐荆川、文彭的君子之交最
好的纪念了。

（作者系民盟常州市文化一支部主委）

唐荆川与文彭的君子之交
杨东建

本报讯（记者 付裕） 在华艺国际北京2021春拍现当代
艺术夜场中，著名画家常玉所绘大尺幅作品《群马》以8000
万元起拍，在多位电话委托的竞争中很快破亿，并在2个电
话委托和现场买家快速加价中突破 1.5 亿元，经过激烈竞
价，最终《群马》以2.07亿元成交，已超越《八尾金鱼》成
为常玉动物题材作品的最高价，再创其内地拍卖价格新高。

在动物作品中，“马”是常玉最钟爱的主题之一，在艺
术家已知的84幅以动物为主题的油画作品中，画马的作品多
达 34 幅，但大多作品以双马为主，关于群马的作品仅有 6
幅。此幅《群马》以7匹马作为主角，它们有的仰卧，有的
腾跃、俯首、屈腿，整体画面营造出自由开阔、诗意灵动的
意境。同时，《群马》 用色独特，刻画细致，在画作中，画
家大胆地以明媚绮丽的橘红作为主色，明显区别于其20世纪
30年代以粉红与白为主调的“粉色时期”绘画。

自 1929 年始，常玉开始创作油画，并在 30 年代臻于成
熟，独树一帜的艺术语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常玉关于

“马”的主题作品中，超过一米的作品并不多见。1930年5月
15日常玉写给侯谢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及“今天杜乐丽沙龙的
阿诺先生向我邀画，要我创作一些巨幅作品……”可以推测
《群马》很可能是常玉针对第43届独立沙龙展的特别尺幅创
作，也是常玉早年唯一被媒体刊登的作品，曾以4000法郎的
价格售出。这笔钱对刚刚经历家族企业破产、孤悬海外的常
玉来说，可谓绝渡逢舟。现任藏家于 20世纪 90年代从法国
藏家手中购买并珍藏，此次《群马》露面拍场，并以2.07亿
元成交，显示了常玉作品备受市场瞩目的情况。

常玉作品再创其
内地拍卖价格新高

《群马》以2.07亿元成交

呈现重要考古发现

一万年前的稻米，到底什么样？在
“万年永宝——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
展”中，浙江浦江上山遗址出土碳化稻米
呈现了上山文化的万年水稻。

距今11000—8600年的上山文化，得
名于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上山遗址。作为
长江流域最早旷野遗址群，从一开始就出
现密集的稻作证据，对探索人类走出洞穴
和稻作农业起源提供了实证。也就是说，
上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提供了目前世界上最
早的驯化初始证据。经C14测年可知，一

万年前，水稻最早在中国开始被驯化。上山
文化万年水稻起源、发展的证据，丰富了对
世界农业起源的认识。

这些万年稻米，只是本次展览重要展品
的缩影。在这场由国家文物局、北京市人民
政府主办，首都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
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承办的“万年永宝
——中国馆藏文物保护成果展”，共汇集了
10 个省区市、23 家文博单位的 50 余件
（套）文物及相关辅助展品，其中不乏国之
重器和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有通过科
学研究复原的精美复原件。

在重要考古发现方面，此次展览还展出
了郑州汪沟遗址瓮棺出土的碳化丝绸。汪沟

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一处拥有相当人
口规模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在该遗址出土的
瓮棺中发现了碳化纺织品。

考古工作者在研究中，采用了基于定制
的多克隆丝蛋白抗体建立的微痕检测技术，
对该遗址瓮棺里出土的纺织品纤维材质进行
分析，可以确认其为丝织品。结合其他遗址
相关发现，确切证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
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开始育蚕制丝，而且当时
丝织品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展现文物保护修复技术

与其他展览不同，此次展览是全面梳理

中国馆藏文物保护的发展历程、深入介绍馆
藏文物的科学认知方法与保护修复技术的重
磅展览。在“万年”“慧眼”“巧手”“芳
华”“永宝”5个章节中，展览集中揭示了
文物保护学术成果、科学技术手段。

尤其是在重要文物的保护修复方面，此
次展览展示了重要成果。其中，陕西西安唐
李倕墓出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李倕冠饰
及服装佩饰，由于冠饰及服饰配饰由大量不
同材质的零散小件构成，出土时材质保存状
况极差且层位复杂，文物工作者对其整体提
取至实验室进行清理后，再逐层提取，使其
复杂的结构得以完整揭示并复原。

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出土的兵马俑，表
面原本施有明艳的彩绘，其彩绘底层的主要
成分为生漆，制作工艺及对环境变化的剧烈
反应导致其出土时迅速卷曲起翘而脱落，极
难保存。在保护和修复的过程当中，新材料
的研发结合特定的加固技术，使这些彩绘陶
俑能够以本色示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成都商业街战国
船棺葬漆床同样引人瞩目。据了解，成都商
业街船棺墓葬群出土了迄今为止体量最大的
船棺以及数百件精美的漆器，为古蜀文明研
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

漆床出土时共45个构件，其中部分构
件被盗扰，饱水糟朽，结构脆弱。经过清洗
消毒、加固脱水、干燥定形等技术处理，使
这一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结
构最复杂的漆床得以复原。

原藏于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第4窟中心
柱、现为武威市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收藏
的胁侍菩萨重层壁画，也是壁画保护修复的
经典代表之作。

武威天梯山石窟，又称凉州石窟，创
建于北凉时期，距今有 1600 多年的历史。
20世纪50年代末，因兴修黄羊河水库，对
天梯山石窟的壁画和彩塑进行了搬迁，
自 2015年起，甘肃省武威市天梯山石窟
保护研究所对馆藏天梯山石窟壁画开展保
护修复。

此壁画为重层壁画，下层绘有北凉时期
胁侍菩萨，上层绘有元代胁侍菩萨，具有很
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经过程序复杂的
重层分离与修复，壁画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得
以留存。

同样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
马家塬战国墓地M16-2号车，也是重要的复
原件。

《周礼·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
车最多”，车舆是古代机械制造最高工艺水
平的集大成者。2006年以来，甘肃马家塬
战国墓地出土了大量车舆，为中国古代车辆
的发展、演变的研究和复原及复制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除器物之外，书画保护与修复也是文物
保护的重要门类。此次展出的故宫博物院藏
蒋懋德画山水图贴落原为故宫符望阁内檐装
饰，绢本青绿设色。透光摄影显示，背衬由
小幅纸张拼接而成，不同层托纸的尺幅和拼
接方式均有所差别。蒋懋德画山水图贴落修
复前主要存在褶皱、开裂、缺失、折伤等病
害，经修复已恢复本来面貌，重现华彩。

“万年永宝”汇聚首都博物馆
本报记者 付裕

黄江绸绣五彩五蝠平金
佛字女龙袍为慈禧陵地宫出土
文物。

清东陵是中国现存规模
宏大、体系完整、保存较好的一
处大型皇家陵园。1909年，慈禧
归葬清东陵，黄江绸绣五彩五
蝠平金佛字女龙袍是慈禧入殓
所着最外层服饰。

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针
对该龙袍的保存状况和病害特
点，文物修复工作者采用背衬
加固，即选用与待修复文物风
格相近的现代织物作为背衬材
料，衬于破损部位下方，采用相
应针法将文物与背衬缝合，最
大程度地恢复了其形制。

（付裕）

黄江绸绣五彩五蝠
平金佛字女龙袍

慈禧陵地宫出土，清东陵文物管理处藏

首都博物馆的

“万年永宝——中国

馆藏文物保护成果

展”，一经推出便备

受瞩目。这场在全

国范围内选择重要

科研成果与代表性

展 品 的 重 磅 展 览 ，

全面展示了我国馆

藏文物保护的最新

成果。

《琴罢倚松玩鹤》国画 佚名

《群马》油画 常玉 绘

常玉工作室 巴黎 20世纪50年代

胁侍菩萨重层壁画 甘肃武威天梯山石窟保护研究所藏

秦始皇帝陵出土彩绘兵马俑紫色御手俑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