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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画里的《长津湖》英雄周文江
彭援军

上山文化陶盆

本报讯（记者 付裕）日前，在中
国嘉德首次推出的“印象派及现代艺
术夜场”夜场拍卖中，五件西方经典力
作仅用21分钟全部成交，总成交2.4
亿元，喜获白手套。其中，莫奈《睡莲池
与玫瑰》以1.541亿元成交，莫奈的另
一幅力作《台阶》以2875万元成交，巴
勃罗·毕加索《戴帽子的女人》以
2357.5万元成交，卡米耶·毕沙罗《巴
津库尔洗衣池》以2070万元成交，保
罗·塞尚《肖像》以1265万元成交。

以1.541亿元成交的《睡莲池与玫
瑰》是克劳德·莫奈成熟风格的代表作，
创作于1913年。在画作中，莫奈用独特
的笔触和充满活力的色调描绘了吉维
尼花园。这是他亲手打造的花园，也是
他最负盛名的画作题材。画面中，可以
看到覆盖着玫瑰花的拱形棚架，莫奈从
这一视角描绘吉维尼花园的作品仅有
三幅，其中一件现藏于美国亚利桑那州
凤凰城美术馆，此件《睡莲池与玫瑰》是
3件中最宽的一幅。莫奈对水、天、光和
植物的描绘充满活力而又亲切，让人仿
佛置身于吉维尼花园的夏日。

另一件莫奈的力作《台阶》以
2875 万 元 成 交 。此 件 作 品 创 作 于
1878 年，是莫奈创作转型时期的经
典之作。此年夏日，莫奈搬至巴黎北
郊，绘画内容从现代都市之景变为乡
间自然野趣；旷野骄阳之下的色彩也
异于画家早期表达习惯，此一时期莫

奈对色彩的感悟与技法的熟稔为其后
来进入登峰造极之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此画作捕捉了弗特伊小镇午后最寻常
又灿烂的一隅，微妙迷人的色彩变化、
疏密有致的构图得益于画家精巧设计
与细致描绘，堪称莫奈在该时期不可多
得的完美表现。

巴勃罗·毕加索《戴帽子的女人》以
2357.5 万元成交，此作品创作于 1965
年，画中模特是毕加索最后一任妻子杰
奎琳·罗克。作为毕加索生命中最后的挚
爱，杰奎琳从未为毕加索摆过姿势，但她
的形象已完全渗透在毕加索后期作品
中，成为画家眼中女性的象征。“戴帽子

的女人”是毕加索偏爱的绘画题材，他着
迷于女性的头饰，将其视为女性内心生
活的一种展示。此件《戴帽子的女人》中，
金色帽子在生动的蓝色背景下显得格外
突出，宽沿软边帽檐有效抵挡了法国南
部夏日炙热的阳光，在杰奎琳的脸上投
下阴影，衬托出她悠闲怡然的脸庞，亦是
画家彼时轻松愉悦的心境写照。

另一幅肖像画为保罗·塞尚作品，此
作品最终以1265万元成交。据了解，肖
像绘画在塞尚艺术生涯的早期至关重
要，1866年，标志着保罗·塞尚一系列非
凡肖像作品的开端，他以创新的技巧和
激进的风格向传统发起挑战。《肖像》继
承了马奈优雅而夸张的黑白对比色调，
以及库尔贝厚重有力的笔触，具有惊人
的气势和力量。塞尚对人物肖像的表现
性的描绘方式，定义了20世纪后来的肖
像绘画方式。

以2070万元成交的《巴津库尔洗衣
池》是卡米耶·毕沙罗风景佳作的代表。
此幅作品不同于毕沙罗以往城市题材

“洗衣池”创作，而以精妙笔法描绘乡间
初秋风貌，将其晚年点彩技法发挥得炉
火纯青。

莫奈《睡莲池与玫瑰》以1.541亿元成交

近来阅读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
版的 《中国水利》 杂志，无意中发
现：1986年，该杂志曾出版一期创刊
30周年的纪念刊；而到1995年，该
杂志又出版了一期创刊45周年的纪念
刊。明明是9年的时间，为什么却变
成了15年？

阅 读 1995 年 第 8 期 《中 国 水
利》杂志，笔者找到了答案。这期杂
志的第7页，有这么一段话：“新中
国成立后，《中国水利》经历了1950
年创刊 《人民水利》、1956 年改名
《中国水利》、1958年改刊《水利与
电力》、‘文革’停刊和1981年复刊
至今几个阶段。”

看到《人民水利》杂志创刊号的
封面，第一感觉是虽有点简朴，但并
不失庄重和优美。封面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人民水利”4个鲜红的手写体
大字。暗红色的“创刊号”“一九五
〇年八月二十日”两行字，分别以不
同字号的黑体字、宋体字置于刊名之

下。封面下半部是一幅深蓝色的版画，
表现的是抗洪抢险时抬石、夯土、护堤
的场面。底部印有“中央人民政府水利
部编印”这行字。4行字均从右往左横
排。目录及正文的版面都是使用繁体字
竖排的方式，翻页也是传统上的自左往
右。创刊的目录中除内文编入目录外，
将刊物中的插画也编入了目录，并放在
正文目录之前，叫“画刊”。创刊号在
正文第 11页还刊登了一首简谱歌曲，
名叫《修堤小调》。

《人民水利》杂志最早的4期，正
文均是使用繁体竖排的方式，封面文字
虽然是横排，但顺序是从右向左，刊脊
在右侧。从1951年5月20日出版的第
5期开始，不仅正文改成了自左向右的
横排，而且封面也改成了自左向右的横
排，刊脊相应也转移到左侧。

办刊初期，编辑部十分重视刊物质
量和读者的意见。随同创刊号那一期一
块出版发行的，还有一张小纸条，叫

“正误表”，将创刊号正文中的10多处
文字错误一一进行正误对照。从每期随
刊印发的《征稿简约》中可以看出，创
刊初期，期刊经费还是比较紧张。前面
三期对采用稿件的约定均是“以本刊为
酬”。但前3期过后，办刊经费条件似
乎有了改善。第4期的同条内容，改成

“来稿一经登载，酌致薄酬”。到了第5
期、第6期，这一条又补充修改成“来
稿一经登载均致薄酬，如不声明退还
者，概不退还”。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民水利》留
下的故事也为数不少。比如在版权页
上，编辑者一栏只印着“中央人民政府
水利部人民水利编辑委员会”；再比
如，创刊号封面上的刊名和版画，具有
一定的欣赏和研究价值。但由于没注明
作者，目前还不知是谁的作品等等，这
些事项还有待于进一步发现和考证。

《人民水利》探寻记
李中锋 王莉

上山文化陶盆出土于浙江省义乌
桥头遗址，陶盆口径35厘米，底径
10厘米，高9厘米，是上山文化最具
标识性的器物之一。

一般而言，上山文化陶盆都是
夹炭陶，在胎土中往往会出现稻谷
壳等有机质，这也是新石器时代上
山文化的独特之处。在器型上，上

山文化陶盆以大敞口、小平底为共性
特征。这件浙江省义乌桥头遗址出土
的陶盆口沿及器腹上壁略向外翻卷，
外腹壁中部横向附加两个桥形器耳。
陶胎表面内外壁均施红陶衣，部分位
置的陶衣脱落，露出乳白色的涂敷
层，是上山文化陶盆中具有独特代表
性的器物。

日前，永乐秋拍携重磅佳作亮
相，其中巴尔蒂斯创作的一幅大尺
幅《镜子里的猫Ⅲ》领衔夜场。

巴尔蒂斯是 20世纪卓越的具象
绘画大师，对中国艺术界的影响颇
为深远。1995年，巴尔蒂斯的作品
曾到中国巡展，带给当时的中国艺
术家们深刻影响。1908 年，巴尔
蒂斯出生在巴黎的波兰贵族家庭，
少年巴尔蒂斯就对文艺复兴及古典
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巴尔蒂斯成
名甚早，1956 年，纽约现代美术
馆就曾举办其个展，1980 年，威
尼斯双年展特辟专室展出他的绘

画，1983 年，巴黎蓬皮杜中心举行
“向巴尔蒂斯致敬”展览。直至 2001
年，巴尔蒂斯以 92 岁高龄在瑞士去
世时，美术评论界以“20 世纪最后
的巨匠”盛赞他的艺术成就。

巴尔蒂斯一生中曾创作过多幅
《镜子里的猫》，画面以女孩、镜子、
猫为主要元素。此次亮相永乐秋拍
的 《镜子里的猫Ⅲ》，创作于 1989 年
至 1994 年，是巴尔蒂斯生前最后一
件作品，也是 《镜子里的猫》 系列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件 作 品 。 画 中 的 女
孩，是他邻居家的女儿，也是巴尔
蒂斯晚年最常描绘的模特。

巴尔蒂斯经典作品《镜子里的猫Ⅲ》
领衔永乐秋拍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像 （程宸藏） 局部

▲ 《大功功臣周文江》，上海广益书局出版

1953年 7月志诚印刷厂出品的甲种巨幅宣传画 《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像》
（一）中，共有48位志愿军英模官兵的戎装头像，上下共计6排，每一排8人。

经过逐一统计，宣传画上的英雄是：阻击英雄赵旺，孤胆英雄陈德胜，抢
救功臣姜淑华，炮兵勇士李云汉，担架英雄宁儒贤，模范电话员张景喜，英雄
的机枪射手田文富，护理伤员的功臣刘剑辉，攻占大和岛的英雄黄金明，战地
模范报务工作者陈炎，英雄的装甲部队指挥员黄鹄顕，侦察英雄游兰亭、高树
昌，特等功臣梁庆有、钱锡钧，空军英雄王海、赵宝桐、张积慧，尖刀英雄娄
永吉、王清秀、于子强，模范护士张丽、张建德、郝淑芝、阎书魁，反坦克英
雄李光禄、潘泽明、鲁礼魁、杨保共，光荣的白云山团政治委员卢昭、白云山
营长戴汝吉、云山战场英雄张世武，青年战斗英雄曾南生。被称为“战斗英
雄”的最多，共有12位，他们是高云和、周文江、于泮宫、崔建国、关崇贵、
王有根、张选、刘兴文、平太信、徐长富、宋兰君、宋长福。另外，画面上还
有归国代表团团长李雪三，朝鲜停战谈判代表邓华、解方，他俩都是志愿军司
令部的高级指挥员。其中，战斗英雄周文江即是长津湖之战的功臣。

克劳德·莫奈
《睡莲池与玫瑰》
布面 油画
73×100cm

巴尔蒂斯
（1908-2001）
《镜子里的猫Ⅲ》
（1989-1994年作）
布面油画

“硬核”指导员的传奇人生

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周文江，
从小饱受战乱之苦。他目睹了日寇
扫荡村落、屠杀当地百姓的暴行，
20岁时他主动报名参加了新四军。

1945 年 9 月中旬，距离日军投
降已过一月，但江苏如皋城内仍盘
踞着数千伪军，拒不投降。为消灭
这股顽敌，我军决定集中兵力于 9
月21日对县城发起攻击，周文江也
参加了战斗。他主动报名成为敢死
队员，一番准备过后，周文江和另
外三名战士向城墙飞奔，面对城墙
上敌人的猛烈射击，周文江紧抱炸
药包匍匐前进，在靠近城门时，一
跃而起，成功地将城门炸毁，他因
此荣立个人三等功，并很快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

解放战争开始后，周文江相继参
加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
孟良崮战役以及豫东战役。1948年
11 月，华野 1纵 2师某团在朱小庄
驻扎时，在该团担任副指导员的周文
江发现离驻地不远处有国民党军临时
机场，经向团长请示，第二天一早，
周文江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换上国民党
军的衣服出发。抵达机场需要跨过一
条小河，而河上刚好有一座石桥，抵
达岸边时，周文江停下来仔细观察着
河对岸机场情况，发现那里竟然有
150多名国民党军人。

周文江知道不能强攻，他想出
了智取的妙计。他带领战士们大摇
大摆地走过了石桥，机场的守军以
为是自己人，没有在意，他们成功
混进敌营待了几个小时后，周文江
发现机场守军很懒散。中午将至，
周文江高声喊“集合！”我军战士
直接跑了过去，机场守军看周文
江 像 是 当 官 的 ， 也 都 跟 了 过 来 。
周文江随即说道：“8 班长，领他
们过桥吃饭！”那些国民党守军一
听桥那边有饭吃，便纷纷跟了过
去，就连原本没有过来集合的守军
也都直接朝着河那边奔去。当时部
队正在生火造饭，结果这 150 多名
守军都被我军俘虏，周文江兵不血
刃地拿下并摧毁了机场，他也因此
荣立了个人二等功，并在不久后升
任为指导员。

在之后的渡江战役中，周文江更
是带领五连两个班的战士在登陆后，
与敌人展开了激战，他身先士卒，率
领 20 多人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的兵
力，还俘获了100多人。五连因此获

得了渡江大功连的荣誉称号。1950年
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并出席全国
全军英模大会。

1950 年 11 月，周文江时任志愿
军 20 军第 59 师第 177 团第 2 营副营
长。20军入朝时，第二次战役已经打
响，美军陆战第 1 师主力被包围在天
寒地冻的长津湖地区。周文江所在团
负责防守死鹰峰。他率 5 连奉命防守
西兴里海拔 1376 米的高山两个小山
头，后来命名为1376高地。

28日晨，美军4辆坦克和步兵向阵
地扑来。周文江命 1 排正面阻击，2
排、3排侧后迂回，炸坦克小组用手雷
把最前面一辆坦克炸废，活捉两名坦克
兵。第一次进攻被击退，战士们利用美
军大炮炸开的大坑抓紧修筑工事。第二
次进攻被击退时，阵地前已有15具美
军尸体。到了第三次进攻，美军调动十
几架飞机轮番轰炸，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倾泻而下，阵地上一片火海。一直坚守
到12月5日，5连加上伤员一共只剩20
多人，且全部冻伤失去了战斗力。1376
高地此时变成一片焦土，断枝残叶还在
燃烧，山顶被削平布满弹坑。战后，5
连荣获“一等功臣连”，周文江被授予

“二级战斗英雄”。最终，他们在西兴里
阵地坚守 7 天 7 夜，打退敌人 28 次进
攻，俘虏美军7人，打死打伤美军400
余人，击毁敌坦克4辆，汽车2辆，为
歼灭美军主力起到重要作用。在这次战
斗中，五连70多名干部战士牺牲。

整个战斗生涯中，周文江 5 次荣
立一等功，3次荣立二等功，多次荣立
三等功。其事迹被收入 2007 年 8 月中

国工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开国将士
风云录》一书。

画笔记录英雄故事

1950年 9月20日出版的16开大画
册中，不仅有毛泽东、朱德的彩色照
片和人民解放军军徽、军旗，而且，
有1946年 7月至1950年 6月中国人民
解放军解放战争三年战绩统计，附图
为七战七捷形势图、粉碎敌对山东重
点攻略图等。这本书中重点是欢送战
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人民英雄刘
奎基、魏来国、张明、周文江、魏尚
友、施刚魁、胡忠林、韩安才、王玉
林、戴先运、刘坤、王立和、朱银
福、沈许等出席全国战斗英雄、劳动
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签名、全体代表
照片，其中，第一排右一为周文江，
第 14 页则为“军政健全的英雄周文
江”的事迹介绍。

1951年 6月 28日《光明日报》报
道了志愿军战斗英雄周文江、郭忠田
七一前夕分别写信给毛主席的故事。
而且，两张20世纪50年代初合影老照
片，也记录了著名战斗英雄郭忠田、
周文江、刘子林三人的故事。郭忠
田，曾担任志愿军第 38 军 113 师 337
团 1 连 2 排排长，带领全排以灵活的
战术，勇猛的动作，创造了歼敌 200
余人，缴获火炮 6门、汽车 58辆，而
本排无一伤亡的战绩。1951 年 2 月 4
日，郭忠田率全连执行固守西官厅北
山的任务。战斗中，他同全连指战员
打退敌人6次进攻，毙敌260余人，圆

满完成战斗任务。第四次战役结束
后，郭忠田所在连被授予“二级英雄
连”称号，并授“屡战屡胜”奖旗一
面。与周文江一同出席全国战斗英雄
代表会议的刘子林，是1937年参加八
路军的老战士，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
章、三级解放勋章，1959年毕业于军
事学院基本系，后升至副师长。

1952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通联
书店发行的中朝人民战斗英雄故事丛书
《大功功臣周文江》由丁力、徐连珠编
写，朱沛霖绘图，黎锦晖注音，32开
32 页。长篇通讯 《大功功臣周文江
——党是志愿军的生命线》一文，包括
庄严宣誓、坚持前进、军事教育、神兵
天降、大量消灭敌人、火线上活跃的
党、“克服困难就是胜利”等 7 个小
节，该文开头写道：“周文江是二营营
参谋长，营党委会委员，按照营党委会
的分工，由他领导五连支部工作，指挥
五连战斗，五连和志愿军所有的连队一
样，共产党组织起着核心和领导作用。
五连党员占全连的一半以上，青年团员
22名，他们都是有高度觉悟的人民战
士。”此外，本书还介绍了“特功营”
营长张孝才的战斗事迹。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周文江回
到了国内，继续在部队服役。1954年
9月，新中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在北京召开，周文江作为代表之一光
荣地参加了这次大会。离休后的周文
江定居嘉兴，为了弘扬和传播革命精
神，他担任了宣讲团的团长。

（作者系中国收藏家协会书报刊收
藏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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