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厦门翔安区大嶝街道阳塘村有
一座“军门祖庙”张氏宗祠，是明朝
官员张廷拱于明天启五年倡建的 （后
依旧制修复过）。明天启五年进士陈文
瑞题联“金嶝形胜无双地，银邑清廉
第一家”镌刻于祖庙门前八角柱上。

张廷拱是明代同安人。明万历二
十九年中进士，官至都察院右佥都御
史，册封山西大同巡抚，崇祯帝赐其

“军门一品”，故后人皆称其“张军
门”。

明万历三十年春，张廷拱被授予
安徽怀宁县令，上任后，发现朝中太
监等内使肆意勾结地方世家豪族，走
私官盐、为虐乡民，便下令严惩不
贷，而对于被迫参与的船夫走卒等普
通百姓，则从宽处理，从轻发落，以
一己之力革除官员挟带私船征用民工
的弊病。

张廷拱担任河北迁安县令时，积
极推行“一条鞭法”减轻苛捐杂税，
解民生之忧。张廷拱还担任过江西丰
城县令，此前丰城长期遭受洪涝之

苦，其观山势、察水文、勘地
理、定方案，率领全县百姓同心
协力修筑堤坝，并带头捐献俸禄
作为资金，历时两年修建了丰城
仙坛石堤，彻底解决了丰城的洪
涝灾患，丰城百姓称颂其为“拯
民之仁、治水之智、任事之勇、
具见之矣”，并在仙坛堤坝处为
张廷拱修建了一座庙祠。

张廷拱因政绩突出，经地方
高级官员保举和考选，由江西丰
城县令补任礼部祠祭清吏司主

事。明天启年间，魏忠贤霸占朝纲，而
张廷拱一身正气，不与魏氏交往，被削
籍回到了故乡。

明崇祯帝即位后，铲除阉党。张廷
拱被擢升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负责纠
察、弹劾百官、辩明冤枉、提督各道，
并对刑部、大理寺等审判机关进行监
督，拥有“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的权
力。后崇祯帝册封张廷拱任山西大同巡
抚，总督兵马，张廷拱运筹帷幄，指挥
若定，很快就打败入侵之敌。捷报传到
京师，朝廷上下欢欣鼓舞，崇祯帝大
悦，称赞说“廷拱真福将也”，并加封
其“一品军门令”。

张廷拱平定寇患后，率领全体军民
在边塞修土堡，制火器，训练骁勇善战
的军队，并带头捐献俸禄，抚恤军士，
抚慰饥民，对边境安定起到了重要作
用。

文能安邦泽黎民，武则定国平寇
患。崇祯五年冬，张廷拱积劳成疾去
世，享年65岁。临终前，仍然再三告
诫身边的将士们要忠心报效国家。

张廷拱：文魁挂帅 “军门一品”
本报记者 照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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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鼠难画 龙则更难”

在十二生肖邮票中，最难设计的
有三枚，就是鼠、蛇和龙。可喜的是，
在第一轮生肖邮票中，设计家詹同先
生设计了一枚憨态可掬、做拜年拱手
状的老鼠，非常适合春节迎春拜年的
应景画面。民间传统文化设计大家吕
胜中设计的蛇则是全身布满四季花
卉，口衔灵芝。这两位平面设计大家
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对生肖鼠与生肖蛇
的理解。所以，第一轮生肖邮票在鼠
票和蛇票设计方面的成功探索与成功
案例，对之后的相同题材的邮票设计
产生了较好的示范作用。

相比较而言，龙的图案是最难设
计的，王虎鸣说。首先，龙在十二生肖
当中，是唯一不是自然界生存而是被
先人们一直奉为天上神物的一种瑞
兽。第二，龙是十二生肖当中唯一一
个被升华为精神图腾的生肖。这是龙
和其他生肖不同的地方。

龙文化丰富多彩，那么，今天的邮
票究竟要比照什么时期的龙的形象来
设计呢？这是横亘在设计师面前的难
题。其二，在设计龙年邮票时，除了要
体现龙的一些传统文化基因外，还要
跟生肖文化相契合，跟邮票的语言相
契合。这三者之间的契合非常重要，
是邮票图稿设计成功与否的关键所
在。《甲辰年》特种邮票一定是龙文化、
生肖文化与邮票特点三者之间的有机
结合，这才能符合生肖邮票的特征。

此外，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的就
是，龙早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象征，
我们也自诩为“龙的传人”。《甲辰年》
特种邮票除体现龙文化、生肖文化和
邮票的特点，更多的还要体现龙在当
下的时代特征和精神风貌。

高度重视 周密组织

中国邮政生肖邮票的发行时间，
从 1981 年开始，都是在每年元旦之
后，春节之前的1月5日。这个日期
恰在两节之间，因此，生肖邮票的画面
设计一定要给人以喜庆、吉祥、美好的
寓意，包括邮票的色彩、图形等等，以
突出生肖邮票向人们传达喜庆吉祥的
真正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龙的形
象，体现出昂扬向上、朝气蓬勃的
精神。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负责邮票
发行的部门，深知“辰龙”“巳蛇”两套
生肖邮票设计的难度，所以早在2022
年的下半年就已经在为“辰龙”“巳蛇”
两套邮票做准备，除了着手准备“辰
龙”的有关文案外，已经在小范围内征
求各个方面的意见，并且在初步探讨
有关邮票设计的相关组织工作。

2023年2月17日，中国邮政集团
有限公司邮政业务部为做好2024年
的生肖邮票发行工作，给邮票图稿的
设计创作提供文化支撑和理论支持，
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总部召开了一场
生肖邮票研讨会，邀请美术、民俗、社

会科学、集邮方面的专家学者，对邮票
表现内容和图稿设计形式开展深入的
论证和研讨，提出“以传统为基、以创
新为翼，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对第一轮、第
二轮和第三轮生肖龙票的风格特点、
设计得失、社会反应做了认真的分析
和回顾。第四轮生肖龙票的设计要把
握哪些原则呢？专家们比较一致的意
见是，首先要融合传统优秀的龙文化
基因，结合生肖文化，形成全新的生肖
邮票的龙形象。二是，第四轮生肖龙
票应具备的品质应该是：大气、贵气、
和气。有专家还具体提出，玉文化源
远流长，玉和龙文化的结合有不少优
秀的古代文物。特别是玉本身所呈现
出来的温润、平和的潜质，可以很好地
为设计者所用。建议设计者参考并找
到创作《甲辰年》特种邮票的灵感。

这个设计方案启动后，邮政集团
认为龙这个题材，是12枚生肖邮票中
比较难设计的一枚，不如多请些美术
界、设计界的高手联袂打造这枚邮
票。同时，根据前两枚生肖邮票反映
出来的社会舆情，也应该更广泛地面
向社会来征稿。

2023年3月29日，集团公司要求
在《甲辰年》特种邮票图稿的征集过程
中，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公开向社会
征集图稿的范围。按照要求，邮政业
务部以“开门做设计，积极吸纳社会优
质设计资源”为遵循，制定了向社会广
泛征稿的方案。

随即，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向
社会公布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甲辰
年》特种邮票图稿的公告。

为保障征集图稿的设计水平，尽
可能节约社会资源，此次征集的对象
不是“大撒把”，而是精准定位在具备
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和具有省级以
上美协会员资格的艺术家，只有具备
上述条件的设计家设计的图稿，才被
接受。同时，还邀约了8位符合资质
的艺术家共同开展竞稿创作。

全力以赴

王虎鸣在接到任务后的相当一段
时间，并没有急于展开具体的设计工
作。他深知，思考可以理清思路，酝酿
可能带来灵感。所以，前期的大部分
时间，一边构思创意，一边收集、查阅
大量有关龙的图文资料。同时，广泛
地征求家人，同事，老师，同学，朋友，
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人对
《甲辰年》特种邮票的形象期待。

邮票设计首先就是要定好位，这
两枚邮票需要具备什么品质？王虎鸣
认为，是要大气、贵气、和气，而且一定
要把“祥瑞”的概念在邮票图稿里充分
反映出来。这两个字，既是贺年之要
素，也是《甲辰年》特种邮票区别于前
三轮辰龙邮票的不同之处。他认为，
第四轮生肖龙一定要祥和，要符合和
气和美两大条件。对邮票设计的定
位，第一，美就是活力向上，龙昂扬向

上的形态，象征着充满活力、欣欣向
荣。第二，一图要用中国红，中国龙要
传递喜庆、吉祥。

关于龙的形象，王虎鸣认为一定
要从中国传统的龙文化当中去寻找最
优秀的图形，在此基础上，植入自己的
理解和创作理念。整整一个多月的时
间，王虎鸣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宿觉，

“宝剑锋自磨砺出”。就在规定交付图
稿的当天，王虎鸣才交上了两枚邮票
图稿。

图稿评审 三次过关

为充分保障图稿艺术水准和评审
工作的权威性、严肃性，确保过程公平
公正、执行规范有序，邮政业务部迅速
组建工作团队，以“开门评方案，多方
听取意见，凝聚广泛共识”为原则，精
心制定评审及后续组稿工作方案，按
照初筛、初评、专家评审、大众投票4
个阶段开展图稿评审。同时成立《甲
辰年》特种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邀请
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央美术
学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靳尚谊担任
名誉主席，邀请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秘书长马锋辉担
任主席。

2023年6月27日，邮政业务部组
织集邮专业相关处室工作人员，以本
次征稿设计要求为基准，对应征作者
资质和图稿进行统一排查，剔除了部
分应征作者资质不符、作品偏离主题
或存在明显错误的方案。7月10日，
邮政业务部组织集团公司内部相关单
位以及部分邮票图稿评议专家，按照
邮票发行规范、生肖邮票图稿特点对
应征图稿的艺术水准进行初步评议，
并进行了现场投票，剔除了部分艺术
性较低、创作水平不高、不符合邮票艺
术特性和发行要求的方案，共推荐37
套方案进入第1轮大众投票。7月14
日，邮政业务部在佳邮评选活动期间，
组织各省邮政分公司集邮与文化传媒
部负责人进行了第1轮大众投票，推
选出25套较为符合大众审美需求、雅
俗共赏的作品，同其余12套备选方案
一并进入专家评审。

总的来说，这次向社会广泛征稿
取得不错的效果，最后，邮政业务部决
定将其中37套方案推荐给《甲辰年》
特种邮票图稿评审委员会，请有关方
面专家协助评审。

7 月 24 日、25 日，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在北京召开了有30多位专家出
席的《甲辰年》特种邮票图稿评审委员
会会议。评审会之前，每个出席评审
会的专家都郑重地签署了保密协议，
这既是履行评审委员的职责，也是对
国家邮票发行工作的郑重承诺。

评审会首先将所有经初评选拔上
来的图稿一一做了介绍。发行部门的
工作人员对每幅图稿只做介绍，不做
评论；每幅图稿只标注号码，不标注
设计者。参加评审的每一位专家都根
据自己对图稿的理解和评判，逐一对
图稿的设计特点、设计理念、表现方
式、图稿的优缺点进行了全面的分
析。这种专业的点评，让笔者大开眼
界，受益匪浅。经过整整一天的封闭
研讨，晚饭前，组织者给每一位专家
发放一张表格，要求每一位专家根据
自己的判断，选出三幅（每一幅图稿
均包括一图、二图） 自己中意的图

稿，填上相关号码，并要求把最满意的
图稿号码放在第一位。除了邮政集团公
司有关部门的领导、工作人员外，有投
票资格的专家共有18人，他们分别填
上了自己中意的图稿号码，选票交给工
作人员去统计。

第二天上午，会议对评审投票结果
向各位专家进行了通报。在位列第一
位、认为最满意的邮票图稿一栏，18票
有效票当中，其中15票投给了号码为第
30号的图稿，其他的方案基本上没过半
数。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专家对这幅
图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可以作为
待定方案推荐。究竟这幅稿子是谁的作
品？是邮政内部的专业人员的设计稿，
还是社会美术家的作品？组织者密不透
风，那就留待最后揭晓的那一刻吧！

2023年 8月 2日，邮政业务部组织
代表约60人，在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对
3 套推荐方案、2 套备选方案进行了投
票。投票代表按照老中青结合原则组织
推荐，其中，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推荐
15位资深邮迷代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推荐15位青少年代表参加，此外，部分
行业媒体、自媒体各推荐了部分人员。
投票结束后，邮政业务部在专家推荐意
见的基础上，分别统计了各方案的大众
得票数，并对图稿进行了修改完善，为后
续图稿审定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三轮筛选 脱颖而出

后来才知道，第30号图稿，基本上
就是2023年10月27日向社会公布的王
虎鸣正式图稿的原方案。从30号图稿
来看，它已经具备了作为《甲辰年》特种
邮票的特点，大气、喜庆、华丽。图稿华
美而不失庄重，简约而不失丰满。

这幅图稿，又经过集团公司有关部
门与王虎鸣的反复推敲和细致修改，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决定将这两枚
图稿作为甲辰年生肖邮票图稿向社会
发布。

邮票发行部门对邮票图稿的说明
是，图案汲取中国历代经典龙形象中的
文化基因，结合生肖文化特征和邮票艺
术特点，用平面装饰的设计语言对新的
时代、新的历史时期龙形象进行了全新
诠释，彰显出新时代自信、自强的文化
底蕴，画面简洁明快，色彩喜庆吉祥，
寓意祥瑞美好。第1枚的五爪金龙龙首
昂扬向上，有“龙抬头”的吉祥寓意，
表达了吉庆、祥瑞、幸福的愿望以及对
生命的美好礼赞。第2枚的祥龙形象结
合了当代审美意向和中国古代传统“祥
龙拱璧”的祥瑞概念，并在此基础上进
行设计重构，突出时代特点、吉祥寓意
和东方审美。

至此，历时整整 9 个月的组织、设
计、评审工作尘埃落定。

写到这里，笔者不能不对一个长期
困扰的问题寻求答案。王虎鸣1987年
从中央工艺美院毕业到邮电部邮票发行
局从事邮票设计工作以来，历时35年，
设计了近160套邮票。每一年的最佳邮
票评选，王虎鸣几乎是得奖“专业户”，特
别是一些重大题材的邮票设计往往摘得
桂冠。难道他有什么秘诀吗？

《甲辰年》特种邮票的图稿公布以
后，他在现场发表的设计感言中有这样
一句话：“以敬畏之心，尊重邮票，以匠心
精神打造邮票。”

我想，这就是答案，这就是我一直寻
求的答案。

《甲辰年》特种邮票的设计故事
刘建辉

1月5日，《甲辰年》特种邮票首发仪式在京举行，为庆贺

龙年新春拉开了序幕。

《甲辰年》特种邮票1套2枚，邮票图案名称分别为天龙行

健、辰龙献瑞。邮票第一图“天龙行健”展现了一条昂首奋发

的金龙，象征蓬勃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邮票第二图

“辰龙献瑞”图案源于中国传统吉祥纹样“祥龙拱璧”，画面整

体与邮票外形构成“天圆地方”的格局，和谐而庄重，中央玉

璧有“祥瑞”二字合文，寓意祥和圆满、福瑞安康，表达出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该套邮票由王虎鸣设计，北京邮票厂有限公司采用胶雕套

印工艺印制，全套邮票面值为2.40元，计划发行2998万套，版

式二180万版，小本票450万本。

本刊特别邀请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原司长刘建辉讲

述《甲辰年》特种邮票的设计故事。

履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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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HENCHUCHU

宝藏
物语

BAOZANGWUYU

“中国画 画文物——北京中轴线
主题写生作品展”日前亮相中国国家画
院明德楼。

自2023年 5月18日“中国画 画
文物”项目启动以来，中国国家画院先
后组织100余位全国知名画家在故宫、
永定门等申遗点进行采风写生。此次

“中国画 画文物——北京中轴线主题
写生作品展”收到260余幅作品，经过
文物专家和中国国家画院艺委会的评
选，选出 128 幅精品力作参加此次
展览。

中国国家画院党委书记燕东升表
示，此次展览通过中国画这一具有中国
特色的艺术手段来讲好中国文物故事，
以中国画的艺术视角和表现形式，以中
国画的水晕墨章来表现北京中轴线文物
之美，展现出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的独
特魅力，配合和助力“北京中轴线”申
请世界文化遗产，既是践行新时代“让
文物活起来”的创新方式，也是赋能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有效助力文物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北京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赵卫

东表示，“中国画 画文物”活动在国
家文物局和中国国家画院的大力支持
和悉心指导下，一大批美术工作者走
进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点，深入挖掘
中轴线的文化历史和当代价值，用手
中的画笔描摹中轴线靓丽景观和壮美
秩序，生动展示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
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推动中轴线申遗
保护工作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发挥了
积极作用。

据了解，“中国画 画文物”项目
以三年为一期，计划对国家文物局指
定区域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馆藏重点文物，开展美术写生创作、
作品展览展示、创作人才培训和成果
宣传推广等工作。这次展览是对这期
写生创作成果的一次全面集中展示，
将让以中轴线为依托的礼序乐和、壮
美开阔的中国传统营造智慧和人文思
想意蕴光彩再现。

北京中轴线主题写生作品展亮相中国国家画院
本报记者 付裕

▲《甲辰年》特种邮票

日前，“华彩万象——石窟艺术沉
浸体验”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对公
众开放。此次沉浸体验展是石窟艺术活
化的具体举措，打开了石窟艺术全新的
解析和观赏视角，也在技术和感知层面
突破了传统不可移动文物展示的基础模
式。

据了解，此次沉浸体验展陈空间约
1500平方米，首次以盛开的莲花作为
造型主体，设计成巨型数字装置，艺术
家们结合数字绘制、数字3D Mapping
影像和AI算法技术，以当代眼光和独
特视角来表现、挖掘和阐释克孜尔石

窟、敦煌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云冈石
窟和龙门石窟的艺术风格与丰富内涵。
以“菱格世界”“万古遗珠”“东方微
笑”“十方同源”“奇崛妙境”组成“艺
术时空体验区”，另有“教学互动体验
区”及“衍生艺术品区”等。

巨型数字装置和全感官互动式观展
是这次体验展的最大亮点。诸多石窟艺
术场景跨越时空、汇聚一堂，传递出中
国古代石窟艺术所承载的审美追求、价
值理念和文化精神，让文化遗产基于原
有创作续接新的艺术语言，在时代变革
中焕发新的蓬勃生命力。

在国博沉浸式体验“石窟艺术”
本报记者 付裕

菊花石秋潭菊形砚为菊花石制，取材
于圆状石料，依形略加斧凿。

此砚石呈茶绿色，圆形砚堂，内外各有
白菊纹一朵，注水后，恰似菊花倒映于水中。

此菊花石秋潭菊形砚的砚堂右上方有
一天然孔洞，可作墨池。

此砚因材施艺，雕工刀法简练，意趣
天成。

菊花石秋潭菊形砚

▶菊花石秋潭菊形砚，长 27.5 厘米，
宽19.5厘米，高8厘米。故宫博物院藏。▲前三轮生肖龙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