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书画扛鼎市场

中国书画一直是艺术品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23年初的
艺术品拍卖过程中，各家艺术品
拍卖公司同样征集诸多中国书画
艺术精品，成为艺术品市场中最
为亮眼的明星。

其中，北京永乐拍卖公司延
续一直以来的传统，多角度、深
层次地挖掘艺术品文脉价值，同
时关注艺术市场的国际风向。其
中，中国书画近现代部分有多个
专题，坚持量少而精的路线，注
重名人旧藏、权威出版、清晰来
源。徐悲鸿 《四吉图》 既延展了
传统笔墨含蓄高妙的写意手法，
又将写真意趣通过造型语言的契
合融入画面，在大胆落笔、细心
收拾下，气势凛然的公鸡形象出
现在观者眼前。此次亦有多件徐
悲鸿“动物题材”佳作上拍，可
一观徐悲鸿写实、写意之间的形
神表达。

草虫画法是白石老人的“绝
活”之一，此次《牵牛工虫》《清
平时日》 两幅草虫作品将粗枝大
叶与精致草虫汇于一画，工虫描
绘精细入微，观之纤微毕现又栩
栩如生。《牵牛工虫》的难得可见
之处是以青色写花叶之外，白色
花儿清雅而出。

北京保利拍卖中国书画板块
呈献六大专场名家佳作。包括傅
抱石 《西园雅集》《对弈图》，齐
白石 《佳卉工虫册》《白石老屋
图》，吴冠中 《月下玉龙山》《故
乡》《牦牛雪山》，陈之初旧藏徐
悲鸿 《丰年》 和“遂性草堂”珍
藏李可染 《孺子牛》 等，中国当
代水墨以当代具有影响力的名家
领衔。

作为荣宝斋创办350周年系列
活动之一，北京荣宝拍卖将推出
13 个专场，共计 2000 余件拍品。
据悉，全部专场拍品可通过网络
和“北京荣宝拍卖”小程序参与
竞拍。

其中，“荣名为宝”专场作为
北京荣宝拍卖中国书画板块的常
设专场，是以近现代名家书画为

主体的品牌，向来以传承有序、
来源清晰的精品路线为宗旨，吸
引众多藏家目光并备受追捧。此
次“荣名为宝”专场涵盖各个时
期及流派的名家精品力作，荟萃
齐白石、张大千、吴昌硕、黄宾
虹、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等
大家的经典作品，来源清晰，流
传有序。

文津阁拍卖同样继续以中国
书画为主体，遴选中国书画精品
佳构500余件，并推出多个特色专
题。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丹青功
德——启功先生书画专题”。

启功书画专题为文津阁多年
来的特色和专长，此次拍卖集中
展现丹青墨宝精品30件，展现启
功各个时期、不同面貌的书画精
品，来源可靠，多有出版、著录
和展览。

与此同时，文津阁中国书画
专题中，将推出“槐荣堂藏陆抑
非作品专题”，多为陆抑非最擅长
的花鸟画作品，亦有其精笔摹古
山水。

作为海上花鸟画坛的“四大

花旦”之一，陆抑非的花鸟画气韵
非凡，他擅长小写意花鸟，创作题
材广泛，技法高超，具有鲜明的个
人特色。早年多作工笔重彩，取法
宋代院体及明代林良、吕纪；中年
后长于没骨，效法海派诸家，艳而
不俗，工而不滞；晚年变格，深入
徐青藤、陈白阳之堂奥，旁及八
大、石涛、缶翁，且又善以书入
画，笔墨生辣朴茂，而不失清丽典
雅的韵味。

善本古籍颇受关注

除中国书画专场之外，善本古
籍同样受到了市场关注。其中，十
竹斋北京拍卖公司仍然延续十竹斋
文脉传统，走特色精尖路线，以

“十竹名斋”品牌专场领衔“中国书
画”“古董佛像”“古籍善本”“沈曾
植遗墨”及“新竹：现当代艺术”
等多个专场单元，精心遴选千余件
拍品，力求以独创形式呈现一场古
今结合、荟萃中西的文化艺术盛宴。

其中，上拍的清代天禄琳琅题

《宋板班马字类》一函五册。其薄如
蝉翼的楮皮纸，再现了南宋刻工高
超技法。每册前后副页钤乾隆皇帝
御用“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
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乾
隆御览之宝”“天禄继鉴”“天禄琳
琅”诸玺。

据了解，此书由宋娄机撰成于
南宋淳熙八年，经明早期江南藏书
家之首、吏部左侍郎叶盛，明末清
初藏书家季振宜、清康熙礼部尚书
兼武英殿大学士、文坛领袖朱彝尊
递藏，乾隆年间，季氏藏书大部分
由昆山传是楼转入清宫内府。

此套清宫天禄琳琅题 《宋板班
马字类》 虽历经数百年风雨，却依
旧保存清代宫装旧貌，石青色绢制
书衣，黄绫题签 《宋板班马字类》，
尤值一提的是“宋板班马字类全
函”挂签也完美保存。

同时，北京永乐拍卖公司的古
籍板块将推出残瓦楼藏善本碑帖和
双雁楼藏金石书画专题。其中，宋
宝祐五年宋宗室赵与筹刻大字本
《通鉴纪事本末》 卷七，为宋刊宋
印。明嘉靖南京国子监刻本 《前汉
书》 一百卷，是明版书中的极品，
嘉靖白棉纸本是古籍收藏中的上
选，并在 《中国古籍善本总目》 中
皆有著录。

艺术品市场春意渐浓
本报记者 付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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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安（1905—1930），又名陈
斌，湖南湘阴人。1920年考入湖南第
一甲种工业学校，1922 年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1926 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
期学习，毕业后参加北伐。1927 年 9
月，参加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
起义。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陈毅安和
李志强夫妇聚少离多，书信就成为他
们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
深爱着陈毅安的李志强，舍不得他流
血牺牲。陈毅安总是在信中耐心地开
导她：“爱情固然要好，但不要成为痴

情。换句话说，不要牺牲一切来专讲爱
情。如果人人不去流血牺牲，那中国就
无药可救了。”

1929 年，陈毅安在井冈山斗争中
受伤，秘密回到湖南老家养伤，终于迎
娶了心爱的姑娘。但没过多久，又挥别
妻子重返战场。1930年 7月，担任红三

军团攻打长沙战役的前敌总指挥，8月
7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5岁。

1931年 3月，李志强收到一封信，
信封上是陈毅安的亲笔字。把信拆开，
信封里却只装着两页白纸，她顿时伤心
欲绝。因为陈毅安生前与她约定，会把
一封没有写字的信交给战友，如果他牺

牲了，战友就会把信寄给她。
收到这封“无字家书”后，李志

强望穿秋水，再也没有等到丈夫的任
何消息。兵荒马乱中，她带着刚出生
的儿子东躲西藏，书信成为她的支撑
力量。1951年 3月，毛泽东亲自签发
新中国前十名革命烈士荣誉证书，陈
毅安名列第九。1958年，彭德怀为陈
毅安题词：“生为人民生得伟大，死于
革命死得光荣！”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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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其震提议
创办自己的大学

说起大连大学的创立，不能不
提到沈其震老先生。他早年留学日
本，曾任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
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新中国成

立前夕被派往香港做知识分子工
作。1947年夏天，沈其震来到山
东解放区，准备向陈毅汇报在香港
建立工作据点等工作，不料恰巧碰
上国民党“重点进攻”鲁中，陈毅
忙于调兵遣将与敌作战，沈其震便
跟随后勤人员撤退到胶东地区。

同年秋天，沈其震秘密来到

大连。他考察了解到，大连有苏军
驻守，环境比较安定，而且日本在
战败撤退时留下了一些工厂、学
校、医院和科研机构。后来，沈其
震向中央领导人汇报工作时，提到
大连的情况，建议中央在大连创办
五年制综合性大学，为建设新中国
培养科技人才。

大连大学首任校长为李一氓

1948年秋，东北和全国解放战
争取得节节胜利。在此大好形势下，
中共旅大地委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经
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先后两次
向东北局提出在大连创办一所大学的
请示报告，东北局则分别于 9 月 1
日、9月8日两次及时向中央转报了
旅大地委的两个报告。

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经济
建设干部的形势，党中央对东北局的
报告极为重视，在1948年9月21日
做出电复，同意创办大连大学。

关于大学校长的人选，中央和东
北局都非常重视，经过多次酝酿，最
后确定旅大区党委副书记、旅大行署
副主席李一氓同志兼任大连大学校
长，并于1949年3月15日宣布。

经过半年多紧锣密鼓地筹备，
1949年4月15日，大连大学举办了
隆重的创校典礼。

建校 70 多年培养出 30 万
优秀学子

大连大学从一开始就与过去的大
学不同，目标是创办一所“人民的正规
大学”，强调“为人民服务”“教得好、学
得好”“教与学统一、学与用统一”。学
校还特别重视政治教育和优良校风创
建，在全国率先开展新生政治教育。

1950年7月6日，东北人民政府
发布命令：取消大连大学，分别成立
大连工学院、大连医学院和大连俄文
专科学校。自此，大连大学的历史翻
开了崭新的一页。

历史上的大连大学
——我党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

李丽 吕东浩

本报讯（记者 顾意亮）“点燃年轻
的心——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 130 周年
系 列 活 动 ” 于 2 月 17 日 在 上 海 大 学
启动。

今年是宋庆龄同志诞辰 130 周年，
系列活动由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
理委员会、上海大学联合举办。系列活
动将围绕宋庆龄同志波澜壮阔的一生，
通过展览、讲座、实验舞台剧等多种形
式传承红色基因，让“国之瑰宝”的伟
大精神走进校园。

在“伟大的女性——宋庆龄生平事
迹展”开幕式上，上海市政协委员、上
海大学党委书记成旦红为展览致辞。上
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一级巡视员苏敏向上海大学赠送了
孙中山宋庆龄主题图书，成旦红回赠百
年上大纪念品，双方共同为展览揭幕并
参观展览。

此次展览在吸收最新研究成果和史
料的基础上，以“编年”与“专题”相
结合的形式，全景式描绘宋庆龄瑰丽的

人生画卷。展览分为“接近革命运动的中
心”“为新中国奋斗”“走进人民的时代”

“架设通向世界的友谊桥梁”“上海的女
儿”5个部分，以200余张历史图片生动地
讲述了宋庆龄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
程中的奋斗故事，号召全社会学习她“永
远和党在一起”的坚定信念，心系人民、
服务人民的伟大情怀，无私无畏地为中国
的独立富强和人类进步事业拼搏斗争的坚
韧精神。

展览开幕结束后，苏敏受邀为 300 余
位上海大学教师和学生代表开展“一生为
信仰奋斗——爱国爱人民的宋庆龄”主题
讲座，讲座结合珍贵文稿史料和丰富影像
资料，以高度凝练的史实，从出生求学、
矢志民主革命、坚持团结抗战、缔造新中
国、架设国际友谊桥梁、开创妇女儿童事
业 6 个方面，系统介绍了宋庆龄同志爱国
爱人民的情怀和为信仰不懈奋斗的感人故
事，激励高校青年延续中华儿女的精神命
脉与历史传承，在爱国奋斗中找到立身之
本、成才之基。

跨越百年的隔空对话
纪念宋庆龄同志诞辰130周年系列活动启动

在笔墨耕耘中展现委员风采
李宏

大连市中山区一
二九街，坐落着一片
和风近代建筑，这是
大连理工大学的前身
——大连大学工学院
所在地。

大连大学与共和
国同龄，是中国共产
党 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夕，面向新中国工业
体系建设创办的第一
所新型正规大学。

作为金华市第七届政协委员、第八届
政协常委，胡毅萍是认真的。

她始终牢记，委员不仅仅是一种荣
誉，但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她常
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唯有用我手
中的笔，来关注民情民生，来反映民声
民意，来宣传推介家乡，多做对国家有
益的事，这不仅是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的
职责，更是我的追求。她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作为一名来自文艺界的政协委员，她
始终把推动金华文化艺术发展为己任，并
用严谨的态度提出真知灼见。为推动基层
文化发展，她提出了“推动社会力量参与
基层文化活动精品打造”的建议；为推动
网络文学发展，她提出了“在金华市高校
创办网络文学创意学院”的建议；为老城
焕发生机，她提出了“让千年古子城出彩
又出镜”的建议；为传统文化传承，她提
出“传承和‘发展宋濂文化’”的建议
……其中，《让千年古子城出彩又出镜》
还被评选为金华市政协优秀大会发言。

作为一名金华土生土长的政协委员，
她时刻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变化，并用细腻
的笔触记录着它动人的风姿。为了宣传金
华文化，她完成了《浙江文史记忆·金华
卷》，全面系统地反映金华各历史阶段基
本面貌，展现金华特有的人文特色。弘扬
金华革命传统，她灵光乍现创作的小说
《酒坊巷》 荣获浙江省文艺基金扶持项
目；助力金华旅游，她不辞辛苦创作了情

真意切的歌曲《你若闲暇、请来金华》，并
参与“美美同心、民盟作家带你游金华活
动”为金华大声吆喝，视频文章点击率破百
万；助推乡村振兴，她的散文《武义小隐
记》《闲看九和云起时》阅读量均突破10万
人次，《大仙遗风金华山》《千年古镇游埠：
集市品早茶、古寺访传说》等散文在浙江在
线、学习强国刊发……

作为一名民主党派身份的政协委员，她
同样没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为着这份责
任奉献着光和热。展现履职风采，她冒着酷
暑参加了“浙江政协同心苑”《烈日下的委
员》VLOG活动，视频在全省推广。缅怀先
贤事迹，她踊跃参加了“浙江民盟”建党百
年“走基地、悟初心”活动，著文被“中央
民盟”转发。弘扬主旋律，她精心制作的微
视频，荣获第一名，其文学作品还入选了中
国作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
网站优秀网络作品联展”……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民盟中央“庆
祝民盟80周年微视频宣传工作优秀个人”、
民盟浙江省委会“抗击新冠疫情先进个
人”、金华市政协“履职优秀委员”等荣誉
也接踵而来。可她却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
者，应该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所有这一
切都是我应该做的。

这就是胡毅萍——诸多政协委员中的一
名。可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她一样勤勤恳
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委员的存在，才构
筑起了政治协商会议大厦的坚实根基，才造
就了政治协商的累累硕果。

在厦门市同安区北门有一栋迄今400
多年历史的双层古厝，开五进三，抬梁构，
硬山顶，燕尾脊，名为“贞素堂”，后清代（公
元1737年）被改为双溪书院，是厦门四大
名人古迹，我国明代重臣蔡复一的故居。

蔡复一，字敬夫，号元履，生于明万
历年间（1577年），厦门市同安人。蔡复
一自幼聪颖，7岁能过目成诵，12岁作
《范蠡传》 万余言，18岁高中举人，19
岁连捷得中二甲进士，授官刑部主事，从
此走上仕途之路。

蔡复一上任不久，上疏弹劾当时石显
杀平民、邀功朝廷之罪，后石显被处死，
蔡复一因此扬名朝野。曾代总督云、贵、
湘、粤军务，巡抚贵州，节制五省，称

“五省经略”，后官至兵部侍郎。
后来，蔡复一巡抚贵州，他不顾疾病

缠身，正气凛然以“一息尚存，岂可贻君

父忧”为念领军作战平叛，两战连破 189
寨，毙叛军3000人，后不幸在军中染病去
世，年仅48岁。熹宗皇帝嘉其忠勤，追赠蔡
复一为兵部尚书。

蔡复一不仅是运筹帷幄的将才，还是博
学的文才，是“抚剑镇太平，举笔安天下”
之才。他用兵纪律严明，恩威并施；著书立
说，“崇论宏议，涵古茹今”；谈论国事，披
吐肝胆，切中时弊。他生平耿介负大节，有
志圣贤之学，自谓服膺“三言”，即：“报国
恩以忠心、担国事以实心、持国论以平
心。”蔡复一的一生著作颇丰，有《骈语》
《毛诗评》《雪诗篇》《遁庵全集》《督黔疏
草》等传世，其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在当时
民间也流传甚广。

“入三百年不到之地，成二百年未有之
功。”一直以来，蔡复一因其高风亮节被两
岸民众广为崇拜。

蔡复一：学博才高，高风亮节
本报记者 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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