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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痕
处处

LVHENCHUCHU

水绘园，徽派园林，海内孤本；东大

街，青砖黛瓦，古韵悠悠；集贤里，名贤

辈出，文脉绵长……江苏如皋，历史文化

遗存丰富，与古运盐河、名流贤达相关的

历史文化资源有近百处。

2021年7月，如皋发出申报国家历史文

化名城的“动员令”。

2022 年起，江苏如皋市委连续两年“点

题”要求政协深度参与，委员以己所长，亮出“必

杀技”，议出“好言值”，答出“高分卷”。

实干：溯古迎新

瓷器、釉陶器、铜钱、铜像、铁
器、砖瓦、建筑构件……细细端详新
出土的200多件如皋徐家桥遗址文物
标本，谢裕斌连呼“值得”。

走古巷、扒废沟、找遗存、查史
料……去年夏，谢裕斌和南京大学联
合考古队一起，披星戴月，坚守考古
一线4个多月，即使在近40℃高温之
下，也毫不懈怠。

今年5月12日-14日，大运河考
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暨徐家桥遗址考
古成果发布会在江苏如皋举行，来自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考古专家云集于此。

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
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历史学
院教授贺云翱认为，徐家桥遗址是非
常重要的大运河遗址。从晚唐五代到
宋代，这里都是古通扬运河的聚落。

“遗址所在的这段古通扬运河遗迹，正
是隋炀帝时期开挖的‘掘沟’运河遗
迹，也是唐开成四年日本遣唐使团去
扬州及长安所行走过的重要运河河
道，与如东国清寺遗址共同构成了南通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遗迹。”
“历史文化是一座城的根和血

脉”。谢裕斌是如皋市文体广电和旅
游局党组书记、市政协委员。他说，
在实干中履职，在履职中担当。全程
守护考古现场，挖掘过程中不放过任
何线索、任何细节，谢裕斌凭借多年
的考古知识积累，成功发现了唐井、
北宋宣和牌等重要文化遗存。在发现
唐宋县衙甬道遗址后，他第一时间协
调相关部门、查阅历史资料、跟进现
场考古，使得古县衙、中禅寺遗址等

唐宋文化遗存在发现之后，科学并有效
地得到保护。

在如皋，像谢裕斌一样“深度参
与”历史文化发掘、保护、利用的政协
委员还有不少。如皋市博物馆馆长朱晨
东、规划设计院院长王玉华、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局长石剑……他们始终活跃在城市
文明探源一线，全程参与古运盐河、古谯
楼等遗址考古和发掘，同时创新土地出让
考古前置机制，成为“如皋文物守护人”。

问计：直击靶心

4 月 17 日，如皋高新区 （如城街
道） 协商议事室里，20 多位政协委
员、社区干部、原居民代表齐聚一堂，
就“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议题展开
协商议事。

“要处理好东大街产权及修复问
题，防止个人私自修缮，造成古迹的灭
失。”如皋市政协委员罗晶晶快言快
语，道出心中所忧所盼。罗晶晶说，协
商之前，她和其他委员一样，拟方案、
写提纲，带着“问题清单”敲门入户，
听实话、摸实情，确保“调研沉得下
去，成果带得上来”。

“保护修缮过程中，要满足居民生

活需求，增加生活必需设施和公共开放
空间”“开辟文旅专线，以文化作盘，
产业作景，建设独具如皋特色的文化古
城”……议事现场，大家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个个都是有备而来。提出的建
议，既细致务实，又直击靶心。

直面“真问题”，才有“真办法”。
4月中下旬，如皋14个界别委员组和
14 个镇 （区、街道） 政协工委紧扣

“申名”热点、难点，开展专题协商议
事活动26场次。全市246名政协委员、
82 名市镇相关部门负责人、66 名村
（社区）干部、32名历史文化研究方面
的代表人士和原居民代表参加协商议
事。实地考察历史文化遗迹93处，累
计提出意见建议188条。

“调查研究是政协工作的‘传家
宝’，也是委员履职的‘必杀技’。无调
研，不建言。唯有眼睛往下看，直奔问
题去，调查才能听得了‘味苦’的真
话，‘带刺’的实话，研究方可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有的放矢，精准管
用。”江苏如皋市政协主席张元健说。

转化：落地有声

初夏时节，晚风习习。市民李翠玲

家住城脚跟，今年76岁。饭后她总爱
步行到古城中心，仰望中山钟楼，静听
悠扬钟声，重拾历史记忆。“沉寂28年
的钟楼再次响起浑厚的钟声，那一晚，
我兴奋得彻夜难眠。”

李翠玲之所以能重拾历史记忆，这
得益于政协有关中山钟楼重建提案的落
地转化。

中山钟楼建于明代如皋县治谯楼的
原址。谯楼前身是宋代如皋县治的谯
门。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如皋
建造“中山钟楼”。钟楼为中西合璧的
砖木混凝土建筑，主要用于报时和警
戒。1995年，因旧城改造等原因，中山
钟楼被拆除。2022年，市委、市政府响
应社会各界和广大政协委员的强烈呼
吁，决定按“原址、原貌、原制法”，
重建中山钟楼。唐宋县衙甬道被发现
后，市委书记何益军第一时间专题研
究，采纳政协建议，决定唐宋县衙甬道
保护利用和中山钟楼重建同步规划建
设，打造如皋“一眼千年”的文化新
地标。

自 2021 年 7 月启动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申报工作后，一场场协商议事、一
处处学习考察、一次次深度调研……如
皋政协一路摇旗呐喊，一路取道问经，
一路添火加薪。一件件委员建议的落地
转化，让如皋政协在“深度参与”中，
答出了履职“高分卷”。

如皋市“申名”指挥部办公室主
任、市住建局局长、市政协委员刘志俭
说：“市委、市政府对委员建议高度重
视，立决立行，大部分建议意见都已落
地见效。”针对优化组织架构的建议，
组建副科级建制历史文化名城中心，
在编制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给予了15
个事业编制；针对加强历史文化研究
的建议，组建了 7 个课题研究小组，
对如皋特色文化进行系统研究；针对
加强规划引领的建议，如皋市历史文
化保护规划、街区保护规划全面启
动；针对持续开展城市更新的建议，
冒家巷和迎春桥两河边道路历史肌理
恢复及地下管网扩充等工程全面开
工；针对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建议，
今年新增不可移动文保单位65处，两
年争取专项资金 990 多万元，用于文
物保护修缮。

“树木有年轮，城市有印记。解
码一座城的前世今生，是为了让这座
城 以 独 一 份 的 姿 态 、 更 磅 礴 的 伟
力，去逐梦未来。”江苏如皋市委书
记何益军说，一座城从何而来？又
去往何方？如皋政协在深度参与历
史文化发掘、保护、利用中，反应
快，分析准，办法灵，彰显了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智慧底色”和“言
值担当”。

穿行“历史深处”答出“履职高分”
——江苏如皋市政协深度参与历史文化发掘保护利用纪实

陆双 孙天骄 朱益红 刘霞

日前，“国博厅”揭牌仪式暨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
国”展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
馆举行。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
中国”展览由文化和旅游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指导，中国
国家博物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
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文博院主办，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承办。展览于 2023 年 6
月 2 日至 10 月 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博物馆“国博厅”对观众开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副主席孙红梅在致辞中表
示，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设
立“国博厅”，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首
次在本馆外设立的举办精品展览的
专业展厅，在全国也是首家。希望
以“国博厅”的设立和精品展览的
持续引进为抓手，加快推进全区博
物馆改革发展，努力构建布局合
理、结构优化、特色鲜明、体制完
善、功能完备的新疆博物馆事业发
展体系，深入挖掘文物的历史文化
价值和时代精神，让文物活起来，
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式讲好中国
新疆故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在
致辞中表示，本次展览是“国博
厅”的开门首展，将充分发挥国家
博物馆青铜器藏品时间跨度长、门
类丰富、器型多样、规模庞大的优
势，通过一件件浑厚凝重、历久弥
珍的国之重器，反映万流归海的历
史必然，系统呈现中华文化的整体
形象。希望广大观众能够通过“国
博厅”这一平台，深刻感知中华民
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
的丰富内涵，不断增强民族自豪
感、文化自信心，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抱在一起，为奋力建设团结和
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
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
中国”展览共展出了中国国家博物
馆馆藏青铜器160余件 （组），其中

一级品 34 件。藏品整体时间跨度长、
门类丰富、器型多样，以造型艺术、
装饰纹样、铭文书法、工艺技术、锈
蚀表现为纲，系统梳理这一中华文明
代表性物证的发展历程，通过象纹
铙、作册般甗、天亡簋、泾伯卣、六
年琱生簋、师酉簋等重器，向观众打
开理解中华文明早期发展脉络的窗
口，引导观众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
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与重要特质。

在此次展览中，中国国家博物馆
组织策划了“神秘的古代青铜纹饰”
专场社会教育活动，通过对文物的介
绍和纹饰的临摹、加工和创造，促进
观众对装饰审美的兴趣，激发对青铜
文化的热爱，在感受古代青铜纹饰文
化内涵的同时加深了解青铜纹饰中体
现出的中国古代民族精神。

新疆博物馆有了“国博厅”
——“吉金铸史——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展览开幕

本报记者 付裕

日前，2023“中国旅游日”河
南主会场启动仪式、第二十八届三
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第九届中国
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开幕式、“圣地
仰韶·花开中国”文艺演出在三门
峡国际文博城举行。

此次“圣地仰韶·花开中国”
文艺演出时装秀服饰总设计师首次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苹
担任。整体时装秀表演部分共分四
个系列，分别为“含苞待放”“蓓
蕾初绽”“繁华似锦”“花开中国”
四个系列。其中，“花开中国”系
列时装模特内穿彩陶纹饰旗袍，外
着宽袖披肩，10人并排站立，展开
双臂连为一体，披肩呈现出仰韶文
化的两种典型彩陶纹饰，即花瓣纹
和回旋勾连纹，从视觉效果上传达
出了“花开中国”的主题。

作为考古工作者，对于考古文
创跨界服装设计，王苹深感荣幸。
她表示：“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从事20多年美术考古的经历，和在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多年学习经历打
下的美术与服装设计功底，让我对
彩陶纹饰有着近乎痴迷的热爱。将
彩陶纹饰以跨界的形式，准确自然
且生动活泼地展现在观众眼前，不
仅是新的尝试，也是新的挑战。”

对于具体服装设计思路，主要
采取纹饰及颜色的艺术化表现形
式。例如，其中一件旗袍的设计元
素来源于2002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
峡市韩庄村庙底沟遗址、现存于河
南省三门峡市庙底沟博物馆的彩陶
盆。这件彩陶盆平底深腹、泥质红
陶，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尤
其是其下腹部外侧各饰一周黑彩条
带纹，其间区域有凸弧纹、弧边三
角、双短线和圆点组成勾连复合纹
饰。这也是此件旗袍主要纹饰图案。

另一件男装图案取自于1975年
出土于陕西省临潼姜寨遗址的陶
瓶，属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早期
文物，现藏于西安半坡博物馆。这
件陶瓶造型为葫芦形，束颈鼓腹，
口部满涂黑彩，腹部绘两组黑彩变
形鱼纹。“在设计过程中，主要采取
略呈方形的鱼眼、鱼尾和鱼唇等彩
陶纹饰进行重构，组成鱼的意象，

在服饰上进行重新设计。”
将考古成果成功运用于服装展

示，并且得到观众的深深认可，让王
苹感到非常欣慰。她表示：“未来，期
待可以将更加精彩、更加美丽的考古
元素应用于服装设计领域，让更多观
众体会到传统文化之美。”

考古元素融入服装设计
本报记者 付 裕

书法之道，思变求新

1995年6月，我在北京中国美术
馆举办了个人书法展，一晃已近 30
年了，无论是起初的业余为之，还是
如今作为专业工作，对书法执着追求
的心情始终未变。面对传统、面对艺
术，常怀敬畏之心，常怀虔诚之心。

我写得最多的是隶书，多取法汉
隶，如 《西狭颂》《石门颂》 之类。
或者再前探，在简帛书、秦古隶中吸
取精华。我的隶书力求高古，即形的
古朴、恢宏，意的敦厚、朴茂。用笔
同时汲取了四山摩崖的一些特点，不
作蚕头燕尾，在沉着、自然、浑厚、
劲拔中寻踪觅迹。

著名学者楚默认为：“对绝大多
数书法家来说，缺少的不是技巧，而
是心态；欠缺的不是知识，而是审美
趣味的选择，时俗以为美者，不必盲
从，而经过比较后选择不能轻易放
弃。”我时常自省自己不被时俗所迷
惑，坚持自己的审美情趣。通过读
帖、临帖、不断地外出访碑，揣摩隶
书如何更蕴含于古雅、古拙、古朴的
气息，那是非一日之功所能求之，
需积年累月，厚积薄发。隶书创作
中的一些想法是从四山摩崖与伊秉
绶那里得到的启发。一方面是崇尚
四山摩崖点画的自然之态；另一方
面清代伊秉绶高古博大，气势恢宏
的隶书与众不同，真所谓古劲、古
拙、古茂均有之。我的隶书并不讨
巧，还有点笨拙，方方整整的缺少
姿态和字形变化，弱化了隶书常用
的蚕头燕尾。书法之道，须思变求
新，笃行致远，脱俗趋雅，振作于
当下，着眼于未来。

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

书法是一门抽象艺术，一旦将文
化意蕴与书家情感注入其中，就显得
更丰富，更高雅。书法已成为我生活
的一部分，亦是我的专业。

“江南水弄堂，运河绝版地。”已被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在无锡
穿城而过，20年间我几乎每天都行走
在这条美丽的水弄堂边。有时我也会停
下脚步，看看周围的一草一木、一砖一
瓦。古桥、古街、古寺、古塔，这些历
史悠久的文化遗存就像老朋友一样，是

我生活中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人文景
观往往与书法形影相随。作为一名书法
工作者，能生活和工作在这方水土上，
沐浴在如此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中，令
我感到幸甚至哉。

对书法的探索并未囿于隶书。回顾
学书历程，从颜、柳楷法入手，继临北
碑以求变化，后又上溯秦篆汉隶，才逐
渐摸索到凝练舒展、拙朴端庄的风格。
各种书体的内蕴和意境的产生，离不开
厚积和触类旁通，在篆、隶、楷诸体中
感悟不断渐进式融合的笔墨意趣，达到
令人回味的体验。

所以，我力求在每种书体上用功，
以此悟通各书体之间的关系。现在，用
在行草上的时间略多一些，在临古中不
断自我调整情绪，感性多一点，笔下的
变化多一点，力求营造出静与动、断与
连、正与侧、虚与实的审美特质。

我时常把王艮的《乐学歌》翻出来读
一读，体味一番。歌曰：“人心本自乐，
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萌时，良知还自觉。
一觉便消除，人心依旧乐。乐是乐此学，
学是学此乐。……”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在自得、自省、自觉中教会我将“学”与

“乐”融为一体，视为一物。
书法学习与创作都需要内心的宁

静，能否做到宁静其心、自得其乐，关
键要看有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面对得
与失、成与败，能否泰然处之。以平常
心处世，以平常心习书，将向善与求乐
统一于心，这是《乐学歌》的境界，从
中我也得到很多启迪。乐中学，学中
乐，学习书法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向
善、向美的过程。

以书会友：探寻“众乐乐”之路

古语云：独木不成林，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在我的学书之路上，非常乐于
与他人分享，多交艺林挚友。早在20世
纪80年代，我就与友人组织成立了无锡
青年书画研究会，在活动中得到锻炼。
为后来筹建无锡市国画院并主持工作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在民盟无锡市委的支
持下，又成立了民盟中央美术院无锡分
院。在这些平台构建中，我得以更好地
践行“众乐乐”初心，一起走出书斋，
走进基层，深入社区、学校、部队、企
业开展学术讲座和书画培训。

地处江南的无锡，人文历史悠久，本
土书法艺术不断发展，书法人才队伍不断
壮大。通过举办“太湖风”书法系列展
览，打响“太湖风”书法品牌，在国内外
书法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积极开
展“请进来，走出去”活动，与名家面对
面交流，以拓宽无锡书家的视野；另一方
面，组织太湖风作品展在上海、合肥、广
州、贵阳、海口、南宁等地巡展，以扩大
无锡书法创作群体的知名度。

多年来，除策划承办“太湖风”书法
系列作品展以外，同时挖掘无锡本土创作
积淀和创作研究成果，梳理无锡地域书
风，如举办“明清江南刻帖研讨会”，主
编出版《无锡书法论文集 （1-3辑）》
等，极大丰富无锡地域书风的研究成果。

2019年10月，我担任无锡市书协
主席，开始把更多精力用在如何推动书
法队伍整体修养的提升，使艺文兼修落
到实处。在无锡市书协成立40周年之
际，由我牵头组织的无锡百位书法家的
百件书法作品在北京中国文艺家之家成
功展出；同时在无锡、宜兴、江阴三地
举行“深入生活实际，书写美丽无锡”
书法作品巡回展，不仅营造了学习氛
围，激发了创作热情，也通过组织各类
展项，提升创作能力和学术含量，推动
创作队伍整体水平的提升。

（作者系民盟中央美术院无锡分院
院长、无锡市书协主席）

学书琐忆
孙璘

▲彩陶盆，
2002年出土
于河南省三
门峡市韩庄
村庙底沟遗
址、现藏于
河南省三门
峡市庙底沟
博物馆。

兽面纹方尊 商代晚期
1959年河南新乡出土

青铜尊是一种盛酒器，包括圆
形、方形两种造型，方尊的礼仪规
格相对较高。这种尊的造型特点是
大口，长颈，腹部外鼓，圈足较
高，其纹饰则属于典型的三层花类
型。颈、腹、圈足部位的兽面纹、
夔龙纹、蕉叶纹为主纹，其下分布
的云雷纹为地纹，器物肩部周缘分
布的圆雕形鸟和兽首形附饰，还有
四角及中线位置上下贯通的扉棱，
则构成第三层纹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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