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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清华大学雪花秀非遗保护
基金“文化之美·纸上空间”安徽纸
工艺项目年度成果展在黄山市黟县碧
阳镇南屏村举行。

安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
丰富的非遗资源，手工纸技艺更是蜚
声海内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造纸术在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历
史，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这项
技术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明的交流与
发展。如今，造纸工业高度发达，纸
的品种多达5000个，但追溯造纸的原
点，依然是植物纤维制浆后一张张抄
制的“手工纸”。安徽手工造纸与纸
加工的历史悠久，成就辉煌。据统
计，我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
手工造纸及纸加工技艺共 10 项，其
中 3 项在安徽，分别是宣纸制作技
艺、桑皮纸制作技艺和纸笺加工技
艺。其中，宣纸制作技艺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2023 年，传统工艺与材料研究文
旅部重点实验室以“安徽手工纸”为
研究对象，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活
动，联合 30 余位非遗传承人、学者、
艺术家、设计师组成安徽手工纸创作
营，完成了 31 件/套以“纸”为主题
的艺术作品，并在安徽黟县南屏村的
经典徽派祠堂建筑叶氏宗祠 （叙秩
堂）、叶氏支祠 （奎光堂） 中举办

“文化之美·纸上空间”安徽纸工艺
项目年度成果展，旨在“从艺术的角
度发现纸”，同时也是对非遗的展陈
方式和非遗所在地艺术建构功能的一
次探索。

黟县素有“桃花源里人家”的美
称，李白也曾留诗“黟县小桃源，
烟霞百里间”。南屏村位于黟县西
南，又名叶村，其村史可追溯至唐
代。整个村落至今完整保存了 300 多
幢宗祠、书院、民宅等古建筑，是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曾是“中
国美丽休闲乡村”，叶氏宗祠与叶氏
支祠便坐落其中。两座祠堂建筑结
构对称，歇山重檐、极富美感。

2018年以来，清华大学雪花秀非
遗保护基金相继完成了山西漆器髹饰
技艺项目 （2018年文化之美·漆心可
见）、云南金属工艺项目 （2019 年文
化之美·金有所属），陕西皮影技艺
项 目 （2020 年 文 化 之 美 · 影 戏 人
间） ，广东粤绣技艺项目（2021-2022
年文化之美·绣色可观），致力于“设计
与工艺合作促进传承人群创新能力提
升，科技与展览创意驱动手工艺项目
走入大众视野”。6年间，基金培训非遗
传承人、设计师 103 名，指导并协助传
承人、设计师完成创新作品 250件/套，
策划非遗展览 5场，展演皮影实验剧 1
部，编写项目白皮书 5 册，支持传承人
著作出版 1 册，合作国家级、省市级非
遗传承人超过50名。

安徽纸工艺项目年度成果展
呈现“文化之美·纸上空间”

本报记者 付裕

长乐路39号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旧址

长乐路 39 号是一幢 2 层楼的建
筑，斑驳的朱红色外墙尽显岁月的沧
桑，这里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旧址。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新闻报》
记者顾执中于1928年在上海创办的
私立新闻学校，原名上海民治新闻学
院，1932年改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
校址最初位于爱多亚路 （今延安东
路），后迁至长乐路39号。办学经费
由顾执中个人集资，教师有严独鹤、
戈公振、李中道、翦伯赞、艾思奇、
陈同生、钱俊瑞等。学制两年，一般
招收学生二三十名，最多达50名。

全面抗战爆发后，民治新闻专科
学校迁往重庆。1941 年曾在仰光、
加尔各答等地举办过短训班。抗战胜
利后从重庆迁返上海，分为正科、预
科2科，设有编辑、采访、报业管理3
系。为方便学员业余学习，民治新闻
专科学校办有日班和夜班。学校贯彻

“教、学、做合一”的办学方针，在
1946年设立民治通讯社，作为高年级
学生的实习机构。

1948年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被国
民党反动派下令查封，有2名学生英
勇牺牲。1949年上海解放后恢复办
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并
入复旦大学新闻系。

顾执中是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新
闻教育家，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
人 。 毕 业 于 苏 州 私 立 东 吴 大 学 ，
1923年任上海时报社记者，1926年
任上海新闻报社记者，在“五卅运
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

“八一三”事变时，他都深入实地采
访。工作之余，顾执中致力于我国的
新闻教育事业，为此倾注了毕生的心
血，1928年在上海创办民治新闻专
科学校，培养了大批新闻专业人才。

顾执中始终坚持真理、坚持进
步，在1947年加入九三学社，是九
三学社上海分社早期领导人之一。

1948年12月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第
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第二届理事会
由常务理事会集体领导，顾执中是三
位常务理事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顾
执中历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副主委、
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常务委员兼宣传部
长、九三学社中央候补委员，曾任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记协理事、首都新
闻学会顾问、高等教育出版社编
审等。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虽然校址简
陋，外表极不显眼，却为我国的新闻
事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贡献巨大。
如今长乐路39号是瑞金二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分部。

长乐路169弄38号
著名统计学家金国宝旧居

长乐路169弄怡安坊，位于长乐
路南侧，建于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
是上海的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建筑，
三层砖木结构，沿路灰砖墙，红瓦平
顶，屋面宽大，有楼房80幢，总建筑
面积12000多平方米。其中，长乐路
169弄38号是我国著名统计学家金国
宝旧居。

金国宝是今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同里镇人，我国统计学权威学者，现代
统计学奠基人之一。1917年毕业于复
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后取得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金国宝
治学严谨，学识广博，著有《统计学大
纲》《中国经济问题之研究》《凯恩斯之
经济学说》《统计学》《工业统计学原
理》《高级统计学》等著作，把现代统计
学引入我国。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
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上海社科院
经济所教授，为我国统计学的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

金国宝始终追求进步，积极探索
新知识。1919年金国宝在《解放与
改造》半月刊发表了其翻译的列宁名
著 《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
（即 《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
务》），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

的列宁著作中译本之一。1952年金国
宝在九三学社创始人褚辅成次子褚凤
仪的介绍下，加入九三学社，成为九
三学社上海分社委员、上海市政协委
员。1956年2月金国宝作为上海市特
邀代表，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
议，聆听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
告，并在小组会上作了《发展我国财
经教育》的发言，翌日《人民日报》
全文刊载。

长乐路662号
爱国民族资本家吴镜渊旧居

长乐路662号是一幢五开间三进
深的二层砖木结构独立式花园住宅，
门前种有一棵石榴树，空间幽静，装
饰质朴。水泥粉刷墙面，青瓦坡面屋
顶，二层阳台，门窗边上有些简单的
雕花装饰。在第二进的位置上筑有道
院墙，并在门头上做了简单的半弧形
门楣，中间镶嵌有一块门幅，上书

“退耕小筑”四个苍劲有力的阳文行
楷，行文由右而左，右边没题款，传
递出闹市中求安宁的心境。这里是爱
国民族资本家吴镜渊旧居。

吴镜渊是今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人，秀才出身，做过清末候补知县、
湖南省慈利县知县。辛亥革命后弃政
从商，创办上海宝成纺纱厂，是上海
著名的纺织业资本家。

吴镜渊不仅是我国近代纺织业民
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且还
是中华书局的创始人之一。1917年
中华书局遭遇经济危机，中华书局干
事沈颐找到同乡吴镜渊，争取援助。
吴镜渊联合同乡好友以银行垫款方式
注资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得以走出危
局。中华书局董事会曾特制一枚20多
寸的大银盾，上刻“扶危定倾”四
字，赠予吴镜渊。

长乐路752号-762号
由我国著名建筑师陈植设计

长乐路 752 号-762 号是花园里

弄住宅，沿街前后两排，单体为双开
间三层楼，红瓦双坡顶，东侧屋顶设
棚式老虎窗。这一片花园里弄住宅是
由我国杰出的建筑师和建筑教育家陈
植在20世纪40年代设计建造的。

陈植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建筑系，与梁思成、林徽因是同班同
学。学成归国后创办华盖建筑事务
所，这是我国近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中
国人自办建筑事务所之一，设计建造
了一批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具有深远影
响的建筑。新中国成立后，陈植历任
华东建筑设计公司 （今华东建筑设计
研究院） 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
计院 （今上海建筑设计研究院） 总建
筑师，主持设计了鲁迅墓、闵行一条
街等上海市重大建设工程，为上海的
市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4年陈
植被任命为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工程项
目中方专家组组长，仅用20天时间便
完成了建筑设计，用 10 个月建设完
工，创造了我国建筑工程上的奇迹。
上海中苏友好大厦 （今上海展览中
心）在1999年被评为“建国50周年全
国十大经典建筑”之一，如今已经成
为上海著名的人文景观，是上海政
治、经济、文化和外事活动的重要
场所。

陈植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我国的
建筑事业，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建筑人
才，在我国的建筑史上留下了光辉印
记。陈植历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副主委、上海市人大
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
表等职，用实际行动传承了九三学社爱
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

如今的长乐路，没有熙熙攘攘的
人流，很幽静，不张扬，马路两旁茂
密的梧桐树遮盖住街面，金色的阳光
透过树叶撒落在街面上，美得像一幅
油画。在安静与美丽的外表之下，长
乐路深藏着浓烈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沉
淀，见证了近代上海波澜壮阔的历史
风云。

（作者系上海市黄浦区政协委
员、上海市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

长乐路上的九三先贤遗迹
施泳峰

上海的长乐路是一条与

淮海路平行的小马路，全长3

公 里 ， 横 跨 黄 浦 区 、 徐 汇

区 、 静 安 区 。 修 筑 于 1914

年，早期以晚清上海公共租

界 法 国 著 名 律 师 蒲 石 的 名

字，定路名为蒲石路，1943

年取福建长乐之名，更名为

长乐路。

作为上海 64 条永不拓宽

的马路之一，长乐路藏匿于

淮海路的繁华热闹背后，也

隐藏着老上海的“旧时光”。

这是一条有故事、有人物、

有历史的马路……

汶川地震后没几天，我被当时的文化
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主任梁钢叫到了他的
办公室。他说刚刚接到了电话，让我们中
心为汶川地震灾区做点善事，募集些资金
捐献给灾区。

梁钢接着问我：“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我说：“让我想想。”
他说：“这事你看看怎么办？争取越快

越好。”
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马上想到了艺

术品评估委员会专家团队中的那些知名艺
术家。请艺术家们捐献作品，搞一场慈善
拍卖会筹集善款，是可行的办法。因为在
近两年的时间里，大家彼此信任支持，他们
是最宝贵的资源。

我首先联系了靳尚谊先生。他是大艺术
家，威望高，知名度大。靳先生刚刚从日本回
国，刚下飞机便接到了我们的电话。当他明
白我们的意图后，毫不犹豫地答应捐献一幅
画，并让我们下午就去家里取。

当我们拿到作品后才发现，靳先生捐
献的这幅画是他1978年在陕北写生时的
油画代表作《放牛娃》。这幅作品也是老先
生自己认为在他的所有作品中画得最好的
作品之一，多次出版。老先生的殷殷之情
尽在不言。

接着，我们给杨飞云老师打了电话。
杨老师此时正在与其他艺术家一起为汶川
地震创作一幅大的油画作品。

当他听说要搞慈善拍卖，二话没说，便
捐出了自己刚刚完成的一幅《小女孩》肖
像。作品油渍未干，杨老师嘱咐一定要拍
好照片给他留作资料。

短短几天，一幅又一幅作品汇集于此，涂
克、萧平、李燕、赵忠祥、梅墨生、张广军、孙震
生、罗阳等众多知名艺术家捐献了作品。

10天后，“为了孩子——中国艺术品经营
行业及艺术家联合赈灾义捐、义拍”拍卖会在
北京中华世纪坛开槌。最后，靳尚谊先生的
《放牛娃》拍了180万元，杨飞云先生的《小女
孩》拍了70万元，再加上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一
共拍了300多万元。

这次活动从确定筹款方式，再到征集、
拍卖完成仅用了10天时间。

（作者系原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
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艺术品
评估办公室主任）

一场难忘的慈善拍卖会
吕立新

日前，“刘耋龄先生藏容庚致刘
体智书信捐赠仪式”暨“卅载金石
契——刘体智容庚往来书信展”在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

据悉，这批信件的写作历时 20
余年，几乎记载了二人交往的全过
程 ， 为 研 究 近 代 学 人 的 治 学 、 收
藏、交游提供了生动资料。

1998 年，容庚后人曾将他留下
的著作手稿、名家书信、金石拓本
等共 460 种 2000 多册 （件） 捐藏给该
馆。借此机缘，该馆将这些信件与
容氏家族捐藏文献中的 13 通“刘体
智尺牍”合璧，辅以相关的图片、

实物与论著资料，以期通过这些手
迹窥见一代学人的交往细节。

容庚“喜收乡人之作”，一直致力
于收藏明清以来岭南地区书画家的
作品，也包括寓居岭南的书画家作品
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搜集。1948 年，刘
体智赠送容庚的多件书画，其中颇多
岭南名家之作，包括明代宫廷画家、
广东南海人林良的《秋树聚禽图轴》。

得到林良《秋树聚禽图轴》后，容
庚搜集其相关史料，对林良生平和艺术
作了深入研究，写出《林良评传》，成
为林良艺术研究的现代奠基者，林良也
由此进入文化史研究视野。

容庚致刘体智书信入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本报记者 付裕

“青麟髓”是明代徽州制墨家推
出的品牌墨之一，最初由方于鲁开
创，其后徽墨制造业中的制墨家多有
仿制。

故宫博物院藏明代汪文宪青麟髓墨
通体浮雕涂金，周身布满云龙纹。

此墨为牛舌形，上方中央有长方形
凹面，署阳文楷书“青麟髓文宪制”竖
排两列六字款。

明代汪文宪青麟髓墨

汪文宪青麟髓墨，明万历制，高
8.2 厘米，宽 2.5 厘米，厚 1.3 厘米，重
27克。故宫博物院藏。

2008 年 5 月 30
日，为给汶川地震灾
区募集资金，当时的
文化部艺术品评估
委员会和民政部下
属的中国社会工作
协会两家单位征集
到靳尚谊、杨飞云、
萧平、梅墨生等名家
的 97 件作品，举行
了“为了孩子——中
国艺术品经营行业及
艺术家联合赈灾义
捐、义拍”，共拍得300
多万元，全部捐赠汶
川地震灾区。

本文作者是这
场慈善拍卖活动的
参与者，在吉林出版
集团近期出版的《与
艺术品行业相关的
日子》一书中，他深
情地回忆了当时的
故事。

剪纸作品《生·生不息》（局部）。 畅杨杨 作

履痕
处处

LVHENCHUCHU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长乐路662号吴镜渊故居。

《放牛娃》 靳尚谊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