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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之际国家博物馆精

彩展览继续

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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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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渍色绘画语言创始人

详细报道见第四版

适 值 张 立 辰 先 生 75 岁 耄 耋 之 年，

“笔墨传承——张立辰教学四十年”展，9

月末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并于

开展当日至 10 月 16 日，在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馆的 1 层大厅、3 层 B 区、地下教学

展厅展出。该展览是“庆祝中央美术学

院建院 95 周年”重要项目之一。

张立辰先生是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家

的杰出代表、中国画教育家。生于 1939

年 ，号 渔 人 、荷 衣 渔 童 ，江 苏 沛 县 人 。

1965 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曾受业于

潘天寿等名师。后又转益多师，得到李

苦禅、蒋兆和、刘海粟、李可染、叶浅予、

吴作人、刘凌沧、启功、许麟庐、崔子范、

朱屺瞻、程十发、华君武、田世光等师辈

的 赏 识 和 点 拔，融 汇 南 北，兼 收 并 蓄。

1977 年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现任中

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和中国画学院学

科委员会主任。

张立辰先生在中国画教育和学科建

设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二十世纪

80 年代，艺术界出现了否定传统中国画

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主张，面对当时新潮，

张 先 生 坚 持 秉 承 传 统，又 不 断 笔 墨 创

新。1983 年，张先生于《美术研究》发表

了《中国画的笔墨结构》一文；1989 年第

二稿《中国画笔墨结构浅议》发表于《中

国美术报》，通过文章，他畅谈了中国画

的特点，中国画的表现手段、造型方法和

笔墨语言，阐述中国绘画的写意特征，强

调中国画的美学价值和审美意义。张先

生的品格与创作，以及他数十年来在中

国画教学领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一直

以来都为画坛敬重、拥戴与认同。透过

他的创作与教学，我们看到他身为中国

画创作实践者、教育家，对于中国传统文

化强烈的自觉意识和清醒的价值判断。

此次展览，旨在展现张立辰先生从

教四十年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

成果。展览采用学术文献展的架构，内

容包含文献资料和师生作品 。文本部

分用画语录、艺术人生图片、影像记录等

史料，视觉化的展现张立辰先生艺术创

作和教学轨迹的内在脉络——即他坚持

倡导的“中国精神”和“写意精神”。师生

作品部分用约 150 人 200 多幅具有代表

意义的中国画，立体的呈现张立辰先生

师生间如何坚守中国画的笔墨传统，又

求新图变。 （任作君）

金秋时节，正值收获之季，中国国家博

物馆接连举办多场重量级展览，内容从古到

今，由中到外，涵盖明清木艺、当代文学、意

大利音乐巨匠作品等不同艺术形式，为本已

多彩的国家博物馆再添精彩。

乐——情感大师威尔第

10 月 10 日是音乐巨匠威尔第诞辰 200

周年纪念日，世界多地举办活动纪念威尔

第。当天中午，帕尔马市中心广场威尔第纪

念碑前聚集了数百的人群，他们是当地政

要、音乐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人。

今年 9 月中旬，“创建真实：人类情感大

师威尔第”展览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此

次展览将不仅仅提供给中国观众一个全方

位呈现作曲家大师传奇一生的机会，除包含

珍贵的音视频影像资料和许多歌剧首演时

的海报将与观众见面之外，本展览最引人注

目的当属威尔第大师享誉世界的咏叹调“飞

吧，让理想乘上金色的翅膀”的珍贵谱曲手

稿将有史以来第一次来华进行展出。意大

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希望借此宝贵机会能

让更多的中国观众认识、了解歌剧艺术，爱

上威尔第的歌剧作品。

1813 年到 1901 年期间，享誉世界的意

大利歌剧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在世界音乐

史上为自己同时也为全人类谱写了不朽的

精彩旋律。从《纳布科》到《阿依达》，从《茶

花女》到《奥赛罗》，从《游吟诗人》到《法尔

斯塔夫》……威尔第用他的音乐激励着一

代代世人，同时以他那独特的艺术手法、饱

满的创作热情、对被侮辱与被害人民的热

爱以及高尚的爱国情操感染着整个世界。

威尔第改写了歌剧的历史。他一生创作了

26 部歌剧，80 岁依然在从事艺术创作；他

谱写的咏叹调“飞吧，让理想乘上金色的翅

膀”早已被誉为意大利的第二国歌。他是

意大利民族的精神领袖，他的名字被视为国

家统一的象征。

木——明清家具珍品

9 月 26 日，“大美木艺——中国明清家

具珍品”展览也正式面向社会展出了。她是

国家博物馆新馆竣工和开放后，继“小莽苍

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展”、“中国古代经典绘

画作品展”和“名家珍品集萃——孙照子女

捐赠中国古代书画珍品展”等展览之后举办

的又一个馆藏珍品的重要专题陈列。展览

集中了国内目前现存的明、清两代不同阶

段、各种类别的家具 84 件组，展品总数达百

余件，家具艺术品无论是规模、种类、品相，

还是展览设计均超越以往同类展览，将成为

国内为数不多的自主设计的古代家具展览

之一。

本展览所陈列的家具艺术品，按材质分

为髹漆家具和硬木家具两类。在硬木被引

入前，髹漆家具一直是中国古代高档家具的

主流。明代前期传世的髹漆家具极为少见，

万历年间由于国家财力充裕，髹漆家具被大

量生产，并有一定数量的珍品传世。随着明

代后期硬木家具的流行，髹漆家具的产量虽

略有减少，但工艺技术却依旧有很大提高。

如明万历黑漆描金龙纹方角药柜，与故宫博

物 院 收 藏 的 另 一 件 药 柜 同 为 成 对 组 柜 之

一。柜内中心和两侧分别有八方转动式和

上下相叠式抽屉各十层，每个抽屉内又分为

三格，共可盛放药品 140 余种。抽屉表面金

漆墨书药材名称，柜面描金，绘龙纹。柜背

面绘松、竹、梅“岁寒三友”图，并描金书“大

明万历年制款”，做工极为精细华丽，是明代

宫廷大漆家具精品；清初的黑漆霸王枨描金

彩绘福寿凤凰花卉纹供桌，长 2.4 米，宽 1.1

米，通体黑漆地，描金绘几何纹、卷草花纹、

卷草纹宝相花、“蝠、寿、桃”吉祥纹饰。桌面

彩绘牡丹、凤凰、蝙蝠、菊花、灵芝等具有吉

祥寓意的内容。造型壮硕沉稳，色彩华丽，

是清初用于等级高贵的庙堂供奉重器；清代

金漆雕龙纹有束腰五屏式宝座，五屏式靠

背，靠背及扶手雕饰龙纹、云纹等装饰，凡有

纹饰处均髹金漆，体型硕大，辉煌庄严，为国

子监辟雍殿内皇帝讲学时用具，是极珍贵的

清代礼制家具实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

议”。本展览所精选的百余件家具珍品，均

为中国明清时期家具的精品，也是中国古代

家具发展历程中巅峰时期的代表作。除中

国国家博物馆的主要藏品外，文化部恭王府

管理中心、甘肃省武威市博物馆、香港研木

得益、嘉木堂等著名收藏机构也奉献了部分

珍品。展览力求通过中国明清时期家具珍

品的展示，使广大观众充分了解明清家具的

造型艺术特点，全面感受明清家具所具有的

深厚的文化蕴涵与精美高雅的艺术魅力，进

而深刻认知中国古代家具“大美”之所在！

相信国内、外所有关注中国明清家具艺术与

历史的有识之士今后能够共同对展览和文

物进行观摩和探讨，必将不断提高中国家具

艺术的研究水平。

文——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

9 月 27 日，“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

涯六十年”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王蒙

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和社会

活动家。自 1953 年开始创作《青春万岁》至

今，王蒙的文学生涯已经跨越了六十个春

秋。在这极不平凡的六十年中，他所创作的

文学作品多达 1700 多万字，其中既有小说、

诗歌、散文，也有文学评论和古典文学研究

等多种文学形式，并在维吾尔语和英语作品

的翻译方面贡献良多。时至今日，仍然笔耕

不辍，创造着新的辉煌。

王 蒙 14 岁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 ，1950—

1957 年从事青年团工作并曾任青年团东四

区 委 副 书 记 ，1963-1979 年 在 新 疆 工 作 。

1979 年回京后历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常务副主席、《人民文学》主编、中共中央委

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长、全国政协

常委、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和国

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等职。王

蒙是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受过党的长期培

养教育的，具有革命经历与多方面写作成果

的代表性作家。他参与了新中国的建立、建

设和管理，经历和见证了新中国 60 余年的

发展历程，并创作了大量文采璀璨、思想深

邃、影响广泛的作品，史诗般地记述和表现

了中华民族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历史和心路

历程。王蒙创作成果丰硕，声名远播海内

外。自上世纪 50 年代以来，他的作品被翻

译介绍到国外的数量和种类之多、延续时间

之长，在我国当代作家中是首屈一指的。他

获得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

学荣誉博士学位，获得了意大利蒙德罗文

学特别奖和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

被约旦作家协会聘为名誉会员，美国全美

中国作家联谊会两度提名王蒙参加诺贝尔

文学奖评选，并被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选

委员会提名。

“青春万岁——王蒙文学生涯六十年”

展，既是对王蒙创作历程的系统回顾，也从

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和所取得的成就。展览共设五个部分。第

一部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主要展示

了王蒙早年追求进步的理想和实践，并以

《青春万岁》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两部

小说为显例，反映其当时蜚声文坛的文学

成就。第二部分“这边风景”，主要展现了

王蒙新疆 16 载的丰富人生和文学创作经

历。第三部分“创作是一种燃烧”，主要凸

显 了 王 蒙 1979 年 回 京 后 文 学 创 作 的“ 井

喷”实 况，及 其 对 多 种 文 学 形 式 的 积 极 探

索。第四部分“大块文章”，主要呈现了王

蒙担任文化部长等行政职务期间的文化建

树和对古典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第

五部分“接纳大千世界”，表现了作为文化

使者的王蒙，在出访并撰写异域见闻、文化

互译、走向媒体和讲坛等方面的主要成就。

展览中既有王蒙的大量珍贵照片和著

作，也有他撰写的《青春万岁》《这边风景》等

珍贵手稿，还有关乎其文化思想的妙趣横生

的艺术作品等，充分展示了王蒙先生的文学

创作历程及其非凡的文学成就。

展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中国作

家协会和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

办，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四川音乐学院绵

阳艺术学院王蒙文学艺术馆、中国海洋大学

和 新 疆 伊 犁 哈 萨 克 自 治 州 新 闻 出 版 局 协

办。展期一个月。 （焉亦华）

一部国宝级的古籍——北宋刻本《礼部

韵略》，即将亮相北京匡时 13 年秋拍。北宋

刻本无论公私所藏，皆是寥若晨星，这部海

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实为珍贵

典籍的重大发现。这部《礼部韵略》不仅比

日本真福寺藏本刊刻时间早，而且去声、入

声两卷保存完好，可补真福寺之失，具有重

大的学术价值、文献价值、文化价值。

北宋孤本

这是目前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

略》刻本，可谓二百年来古籍界的重大发现，

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旧时就

以“一页宋版，一两黄金”来形容宋刻本的千

金难求。

这部即将在匡时秋拍亮相的《礼部韵

略》，是市场中难得一见的北宋孤本，珍若拱

璧。这部《礼部韵略》为一函五册，皮纸印

造，字体古朴，刀法古拙，版口狭窄；经考证，

与上世纪 70 年代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

刻本《蒙求》一书的版口极为近似。另外，通

过对这部《礼部韵略》中避讳字的研究，可以

断定该本刊刻在北宋仁宗景 四年（1037）

至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之间。因此，此本

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版本

价值已是不言而喻。

国宝文献

日 本《文 化 财 保 护 法》规 定 ，最 高 级

的 定 为 国 宝 ，其 次 是“ 重 要 文 化 财 ”。 其

中 国 宝 是 指 在 重 要 文 物 中 有 极 高 文化价

值的部分。

真福寺藏本《礼部韵略》虽残缺不全，仍

被定为“重要文化财”，成为日本永久保存的

文化遗产。而此次上拍的这部《礼部韵略》

不仅刊刻时间比真福寺藏本早 20 多年，而

且去声、入声两卷保存完好，填补了日本真

福寺藏本之失，文献价值重大。

科举权威

北宋景 四年（1037）丁度等奉敕编纂

的《礼部韵略》一直是诗赋考试的最权威官

韵。《礼部韵略》作为韵书的权威，被后世奉

为圭臬，深刻影响了韵书《古今韵会举要》、

《洪武正韵》以及字书《康熙字典》的编纂，其

实用性的编纂特点，丰富了汉语辞书编纂的

模式，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

针对《礼部韵略》价值的研究，北京匡时

于 10 月 9 日举办“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

北宋刻本《礼部韵略》国际研讨会”，并将研

究成果结集出版。相信这部珍贵典籍的面

世将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展

10 月 24 日由上海龙美术馆主办、北京

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协办的“嘉树堂藏明

人扇面书画展”将在上海龙美术馆开幕。此

次展览将展出江南收藏大家、嘉树堂主人历

经多年精心收藏的百余幅明人扇面书画精

品，堪称嘉惠艺林的盛事。

嘉树堂收藏的这批明贤扇面书画精品，

流派繁多，群星璀璨，其中不乏一代宗师和

艺坛盟主，如沈周、吴宽、王鏊、祝允明、文徵

明、董其昌等。既有职业书画家的即兴之

作，也有官绅、学者感怀之笔。展示了不同

阶层的社会名流对扇面书画艺术的认识与

探索，笔墨情趣之外也道出了人们对自然风

景的依恋与人情世事的感慨。 （王源源）

金秋之际国家博物馆精彩展览继续

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亮相匡时秋拍

笔墨传承
张立辰教学四十年

明万历黑漆描金龙纹方角药柜

随着上海展览的圆满落幕，“安迪·沃霍尔：

十五分钟的永恒”回顾展来到北京，于9月29日

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策展人由安

迪·沃霍尔美术馆首席策展人尼古拉斯·钱伯斯

和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王春辰担任。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作为中国最具现

代化标准的美术展览馆之一，携手美国匹兹

堡市的安迪·沃霍尔博物馆、中国对外文化

集团联合主办此次展览。这是一次对沃霍

尔毕生之作最为全面的审视，为您勾勒出这

位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激动人心

又不时惊诧世人的形象。

本次展览以沃霍尔的生平纪年为线索，

从深刻的视角切入，呈现安迪·沃霍尔各个

创作时期的艺术作品及艺术创作的档案共

101 组，包括绘画、摄影、丝网印刷、素描以

及雕塑等各类形式的作品，以及书信、手稿、

创作灵感的来源资料等。所有展品均由安

迪·沃霍尔博物馆提供。

安迪·沃霍尔被誉为 20 世纪艺术界最

著名的人物之一，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他的

作品充满了流行文化、创新和美国梦。中央

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教授在前言中

谈到：“观众在展览中不仅能看到那些耳熟

能详的安迪·沃霍尔的代表名作，更能从中

了解这些作品背后的创作过程和理念发展，

乃至这些作品与当时美国整体艺术和社会

状态的彼此关联，从而得以切实懂得一个

‘真正的’安迪·沃霍尔。”

展览将展出至 11 月 15 日。（胥秉成）

遇见安迪·沃霍尔
——“安迪·沃霍尔：十五分钟的永恒”回顾展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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