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邮政发行 《中国篆刻
（二）》特种邮票，全套4枚。这是中国
邮政发行的中国篆刻艺术系列邮票的第
二组。邮票沿用了第一组的竖长票型，
采用淡黄底色，上方展现印面，下方展
示印章和印拓。

第一枚“琴罢倚松玩鹤·文彭”。为
青田石，这是一方文彭真印，布局、用
刀沉稳、大方，边款以双刀行书为之，
十分雅洁，印顶有王福厂观款，藏于杭
州西泠印社。

第二枚“谈笑间气吐霓虹·何震”。
石章是明代时期的文物，何震所作的

“笑谈间气吐霓虹”是其目前存世屈指可
数的篆刻原石之一，作品用刀挺劲，起
收笔刀痕显露，笔画具有猛利的效果，
气势磅礴，篆法沉着，个性表现十分强
烈，藏于上海博物馆。

第三枚“子孙非我有 委蜕而已
矣·汪关”。汪关的篆刻崇尚古典，取法
秦汉印及宋元朱文，印风端雅工致，刀
法沉稳洁净，是明代印坛工笔派的高
手，藏于上海博物馆。

第四枚“但看花开谢 不言人是
非·程邃”。程邃明末清初篆刻家、书画

家。篆刻效法秦汉，首创朱文仿秦小印，
又博采诸家之长，融会贯通，自成一派，
人称“歙派”。作品淳古苍雅，章法严谨，
笔意奇古，藏于安徽省博物院。

2022 年 8 月 5 日，中国邮政曾发行
《中国篆刻》特种邮票，全套4枚。第一
枚“战国·外司炉鍴”，铜印，为战国时
期燕国官印，有观点认为是掌管铸造钱币
的职官之官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第
二枚“秦·宜阳津印”，铜印，是秦代管

理宜阳县渡口官员的官印，藏于上海博物
馆；第三枚“汉·朔宁王太后玺”，金
印，为西汉末年反对王莽的义军首领之一
朔宁王为其母亲镌刻，藏于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第四枚“唐·中书省之印”，铜
印，为唐代中央官署官印，藏于北京故宫
博物院。

1997年 8月17日，中国邮政曾发行
《寿山石雕》特种邮票，其中小型张“乾
隆链章”，图案选用了清朝乾隆皇帝使用

过的玉玺“乾隆链章”（田黄三链章）。
2004年 9月17日发行的《鸡血石印》特
种邮票，全套2枚。取材于现珍藏北京故
宫的两枚昌化鸡血石印章。第一枚“乾隆
宝玺”，印文“乾隆宸翰”；第二枚“嘉庆
宝玺”，印文“惟几惟康”，两宝玺分别随
形雕刻池塘荷花小景和云龙图形，是历代
皇帝宝玺中雕制最精美的作品。

2012 年 11 月 30 日发行的 《中国审
计》特种邮票，其中第二枚图案为宋代宣
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铜印，印文“宣抚
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此印铸于建炎
四年 （公元1130年），1955年出土于杭
州西湖，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

在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中，以篆刻印
文为主图的邮票有1979年10月30日发行
的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
会》 纪念邮票，其中第二枚“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图案以篆刻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两方印八字印文为主图。两
方印篆刻技法娴熟，被称为是“一枚体现
了中国篆刻艺术的精美邮票”；1984年8
月27日发行的《吴昌硕作品选》特种邮
票，其中第八枚“篆刻”，图案选用了吴
昌硕的两方篆刻印章。印章的上一方为

“美意延年”阳文篆刻，下一方为“乘长
风破万里浪”阴文篆刻；2013年4月25日
发行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七次代表
大会》纪念邮票小型张。邮票图案以秦代
封泥和里耶秦简为主要设计元素。封泥是
当时人们在发送信函时用胶泥盖在封口上
的—个印记，相当于密封条，印文为“酉
阳丞印”。

邮票上的篆刻艺术
党玉占

春天的水，是生命的

源泉，它润泽着大地，赋

予万物复苏的力量。春天

的美，是生机勃勃的，春

天的风，是温柔多情的，

滋养了大地也滋养了艺术

家们的灵感。伴随着节令

的流变，我们一起来进入

艺术家们为我们描画的

春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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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树无声或有声，霏霏漠漠散还凝

吴冠中所创作的《春雪》营造了一
个极富诗意的画境。大面积的墨块、韵
律的墨线、飞舞的墨点，就像跳动的音
符，编织了一首冬日的恋歌。素雅的银
灰色调里恰当的留白表现了积雪莹洁的
质感，他巧妙地运用水墨在宣纸上的洇
化效果，体现出积雪覆盖下山间的远近
层次关系，勾勒的线条随性洒脱，浓重
的墨点是岩石和屋顶，笔法精练，简约
展现出自然灵动之美。

《春雪》创作于1983年，现藏于中
国美术馆，可能是吴冠中先生以写生稿
为基础并结合巴蜀山水的印象而创作
的。他虽然借鉴了西方现代艺术的形式
审美，实则骨子里仍被中国传统文人的
精神力量所驱动。吴冠中先生以大胆无
畏的勇气和真诚直率的态度，深入探索
西方现代绘画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内在联
系，他敏锐地发现了两者在文化内涵、
艺术造型和语言表达上的共通之处，将
点、线、面相互交织，创造性地发展出
富有东方审美意趣的崭新风格。

除去春雪，中国人对春雨同样是格
外珍重的，俗话说“春雨贵如油”。春
天的雨水，那是大自然的甘露，悄无声
息地滋润着万物，让枯木得以逢春，让
种子得以发芽。

李可染曾画过一幅 《春雨江南》，
这幅充满诗意的江南画卷是他1962年
创作的作品，当时他因养病客居广东，
见到春雨绵绵，便根据回忆创作了苏杭
一带的景色。《春雨江南》与他之前的
风格有所不同，更多地展现了江南水乡
的湿润与清新。他运用了淡墨和淡彩，
从“写景”到“造境”，他以独特的艺
术视角和笔墨技巧，使得整个画面都弥
漫着春雨绵绵的氛围，将江南春雨的美
妙之处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幅画面
前，人们仿佛能感受到春雨的湿润、春

风的轻拂，以及大自然的呼吸。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在流传至今的古代绘画作品中，有一
类非常小众的画题，名叫“起蛰图”，是
古人在适应节气悬挂在客厅的特殊画作，
借以体现节气的交替，乃至光阴岁月的变
迁。明代画家尤求的《风云起蛰图》，将
风雨欲来的景象体现得淋漓尽致。阴晴不
定的天空中烟云缭绕，一条神龙若隐若
现，龙首昂然，向上升腾，龙身隐藏在云
中，龙爪伸张，姿态遒劲。大风吹得树木
摇曳，山间水榭内三人感到了异动，纷纷
临窗眺望这风起云涌的一刻。山下木桥上
两位老丈仰望云端的神龙，三个孩童有的
举起双手，有的躲到老丈身后。

尤求擅长山水、人物，笔墨工写兼
备，用笔圆润，浓淡疏密有致，意象细腻
丰润，神态栩栩如生。这幅中国美术馆藏
的《风云起蛰图》构思巧妙，上下呼应，
生动有趣。

“一夜春风花千树”，一场春雨后，花
儿便绽放得灿烂嫣然。春分时节恰是花
期，不同的花绽放出不同的美，性情、气
质、色泽、形态都各有特色，爱它的人自
会给它定义。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一幅《玉
兰花开》，是祝大年先生1974年创作的工
笔重彩作品。花开时节，硕大的花朵如云
朵般绽放在高高的枝头，分外夺目，如满
天星斗，竞相绽放，笼罩大千世界。几只
黄莺隐于花丛，黄莺又名黄鹂，它声音清
脆，极富韵律，悦耳动听，是人们心中大
自然的“歌唱家”。生命之间相互守望
着，清新高雅，出尘脱俗。玉兰绽放，犹
如每年众望之盛宴，尽显繁华。错过花
期，便得再等一年，所以，把握机会，与
玉兰共度一个美丽的春天。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

雨天是富有诗意的，尤其是清明时的

蒙蒙细雨，撑伞散步于雨中，别有一番滋
味在心头。雨的美，宛如梦境，但形状和
颜色难以描绘。云和雪尚可留白，雨却需
用心呈现。如何捕捉雨的韵味与美丽，需
深思创意。

在中国近现代画家中，傅抱石是画
雨景的大师，中国美术馆收藏有一幅
《雨花台》，是他的经典之作。此作描绘
了1956年清明节，在斜风细雨中，人们
沿着山路，缓缓前往雨花台祭奠先烈的
情形。山腰间泥泞小路上拥挤的祭奠人
群，春日的寒风细雨营造出悲伤情境。
山头飘扬着一簇簇的红旗，虚虚濛濛的
祭奠队伍汇集在雨花台前，慎终追远，
纪念革命先辈。傅抱石先生灵动的笔
墨，使情绪和气氛渲染出“清明”时节
的特征。

傅抱石笔下的雨景大气磅礴，风格独
特。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和风细雨，都能
用笔墨表现得淋漓尽致，无穷的变化渲染
出雨景特有的艺术氛围。当画倾盆大雨
时，他会用大笔快速扫刷，表现雨点的冲
击力和速度感；当画蒙蒙细雨时，他的笔
则轻柔缥缈，使得画上的景物若隐若现，
完美的呈现出南方湿润多雨季节的氛围。
傅抱石先生在艺术上崇尚革新，大大丰富
和发展了传统技法，独创“抱石皴”法，
故有“傅氏风雨下钟山”“一半山川带雨
痕”的美称。

“谷雨三朝看牡丹”，谷雨前后是牡丹
花开的重要时段。一顾倾城，一瞥惊鸿，
自古以来，谷雨赏牡丹成了绵延千年的风
俗。牡丹花也被称为“谷雨花”，花瓣重
叠，娇艳多样，白色玉骨冰肌，红色明艳
热烈，紫色雍荣华贵，冠绝群芳，国色
天香。

中国美术馆收藏的《牡丹白鹇图》是
明代花鸟画代表人物吕纪的作品，为我们
描画了一个鸟语花香的世界。树杆粗健，
枝散花繁，粉白交织，如同繁星点点洒落
在人间，令人心醉。数只小鸟在枝干上欢
快地鸣叫，充满了灵动与生机。画面中心

白色与红色的牡丹花竞相绽放，娇艳欲
滴，彰显华贵，美得让人移不开眼。它们
仿佛在互相攀比，看谁的容颜更加动人。
太湖石上，一只白鹇傲然挺立，它双目炯
炯有神，俯看石下那温婉的伴侣。白鹇的
尾羽在牡丹花的映衬下，更加显得华美而
矫健，宛如一把绚丽的扇子，为这春天的
画卷增添了几分优雅与风采。白娴鸟，外
形娴雅优美，自古就是著名的观赏鸟。雄
鸟上体白色带有黑纹，下身黑色，头顶有
黑色长羽冠，尾部则呈白色且较长；雌鸟
体型较小，以橄榄褐色为主。画面营造出
祥瑞富贵的氛围，完美展现了明代审美的
独特趣味。

春花、春景，含烟带雨，皎洁无瑕。
春水，更是为整个春天增添了一份神秘和
浪漫。它们轻轻地洒在花瓣上，让整个世
界都变得朦胧起来，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
的画卷中。

（作者单位：中国美术馆）

涓涓春水画中境
——中国美术馆名作中的春景故事

杨 蕾

明代剔红葡萄纹椭圆盘通体
髹肥厚朱漆，盘心雕刻葡萄枝叶
图案，中部硕大的葡萄高出盘心。

此盘底髹黑漆，刀刻填金
“大明宣德年制”六字款，款下

被涂掩的“大明永乐年制”针书
细款仍依稀可辨。

此器为明早期官办漆器作坊
果园厂的优秀作品，体现了当时
雕漆工艺的风貌。

明代剔红葡萄纹椭圆盘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日
前，“抟埴之工——古代东西文
明交流中的陶瓷艺术”在清华大
学艺术博物馆举办。

据了解，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曾联合平山郁夫丝绸之路美术
馆举办过两次特展，2022 年举
办“异彩纷呈：古代东西文明交
流中的玻璃艺术”，2023年举办

“攻金之工：亚欧大陆早期金属
艺术与文明互鉴”，通过大量文
物的展示，先后呈现了“火与
砂”创造的玻璃艺术、“火与
金”创造的金属艺术。

今年两馆再度合作，以平山
郁夫丝绸之路美术馆所藏约270
件陶瓷类文物为主，推出“抟埴
之工：古代东西文明交流中的陶
瓷艺术”，呈现“火与土”创造
的早期陶器和晚期瓷器艺术，从
而与前两展一起，实现“火与文
明三部曲”展览的学术构想。在
中国先秦时期记录官营手工业各
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周

礼·考工记》中，将与陶器制造
相关的工种称为“抟埴之工”，
汉郑玄注曰“抟之言拍也；埴，
黏土也”，意即以黏土捏制陶器
的坯，这是陶器制作的首要步
骤，也是这次展览主题的出处。

此次展览中，展品时间维度
将跨越 6000 年，空间维度将包
括古代亚欧大陆和古埃及，根据
展品数量和来源地的分布情况，
按区域划分为古代近东地区、伊
朗高原及其周边、印度河流域文
明、地中海区域、中亚的晚期彩
陶、伊朗伊斯兰前期、东亚和东
南亚 7 个单元。虽非全景式呈
现，却可从这些来自不同时期、
不同区域的展品中，欣赏其制作
工艺之精美，可从独具匠心的各
种造型中，窥见中国之外从早期
陶器到晚期瓷器的发展历程，从
而更好地理解东西方不同文明之
间的共性和差异性，特别是彼此
之间可能存在的交流互鉴带来的
文化交融和社会进步。

“抟埴之工”陶瓷艺术展开展

在厦门市集美区侨英街道东
安社区，有一座历经300多年风
雨的明朝古墓，这是厦门市涉台
文物古迹，墓主卢经曾是明朝末
年河南道钦差大臣、十三省巡
按，因其“不畏强权、刚正不
阿、秉公执法，忧国忧民”被后
世称颂。

卢经 （1571-1649年），字
乔权，号得一，福建省长泰县青
阳村人。因家境贫寒，13岁时
卢经才在外祖父的资助下得以在
厦门同安的杜桥村私塾读书。他
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利用课余时
间捡牛粪卖钱补贴家用。经过5
年努力，18岁的卢经考进县学
成为禀生，但在之后的 20多年
里，卢经屡试不中，始终没有考
取功名，因此常常受人嘲笑讥讽
为“桃娘山出不了九丈椽”，意
为长灌木的小山包怎么能长出像
乔木的栋梁之才。每每遭受冷
眼、心灰意冷之时，卢经的母亲
总是宽慰他读书并非只是为了考
取功名，还在于修身养性。在父
母的支持下，卢经坚持边耕边
读，终于在 55岁时考中二甲进
士。“修德”“苦读”“若日后从
政为官，要以先人为官之道为榜
样，重在忠诚，懂得体恤民众之
苦”“若选择读书做学问，就要
凝神聚气，执着有恒心有毅力，
孜孜不倦方能有所成”等流传至
今的卢氏家训，是卢经对自己生
活经历的真实总结。

走上仕途之后，卢经曾两次
奉命封藩，后被提为四川道监察
御史，任职都察院。崇祯七年
（1634年），卢经为河南道钦差
大臣，代天巡狩、受赐尚方宝
剑，便宜行事。此前，皇亲莱阳
郡王朱肃顸依仗特权，多次夺田
争地，欺压百姓，历任巡按迫于
其皇亲贵戚身份，皆不敢受理百
姓控诉，百姓求助无门。卢经不
畏强权，秉公执法，立即起草奏
章上报朝廷。莱阳郡王上书为自
己辩解，因此卢经蒙冤入狱2年
多，期间朝中有正义感的大臣们
接连多次上奏疏申救，卢经才被
释放。

崇祯十年（1637年），崇祯皇
帝打算挽留卢经继续为朝廷效
力，但卢经以年事已高耳聋为
由拒绝了。崇祯皇帝特准驾前
御卫七十二队仪仗护送其还
乡。衣锦还乡是不少为官者的
夙愿，但卢经却低调行事，一路
坚决不坐八抬大轿，并严令亲
兵不鸣锣开道，不让沿途官员百
姓接送。

卢经归乡后不久，明朝灭
亡。卢经坚决不受清朝的引诱，
愤慨曰“宁当明朝的狗，也不当
清朝的官”“脚不踩清朝的地，
头不见清朝的天”，从此终日坐
于同安杜桥的家中，不出房门一
步，以表忠心。其嫉恶如仇、爱
国忧民的浩然正气深受朝廷上下
忠良的钦佩及后人的敬仰。

卢经：浩然正气留人间
本报记者 照 宁

明代剔
红 葡 萄 纹
椭圆盘，明
永乐，高 3.1
厘 米，口径
18.5-26.8厘
米。故宫博
物院藏。

《《春雪春雪》》吴冠中吴冠中 纸本设色纸本设色 19831983年年 中国美术馆藏中国美术馆藏

《《玉兰花开玉兰花开》》祝大年祝大年 工笔重彩工笔重彩 19741974年年 中国美术馆藏中国美术馆藏

《《牡丹白鹇图牡丹白鹇图》》吕纪吕纪 绢本设色绢本设色 明代明代
中国美术馆藏中国美术馆藏

《《春雨江南春雨江南》》李可染李可染 纸本设色纸本设色 19621962年年
中国美术馆藏中国美术馆藏

《《雨花台雨花台》》傅抱石傅抱石 纸本设色纸本设色 19561956年年
中国美术馆藏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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