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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宅兹中
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自开
展以来人气旺盛，众多珍贵展品带领
观众感受夏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璀璨
文明。

河南地处“天下之中”，是夏商周
三代文明的核心区。中华文明多元文
化在经历漫长的发展和交融后，在河
洛之间凝聚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形成
以王都为中心的辐射性统治格局。夏
商周三代文明奠定了中华文明绵延不
断发展的基础，并对古代东亚文化圈
产生深刻影响。

本次展览由上海市文物局、河南
省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指导，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主
办，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20家文
博单位共同参与，拉开了上海博物馆
与国内考古大省合作举办“何以中
国”文物考古系列大展的序幕。

展览分为夏、商、周三部分，精
心遴选文物 217 件/组，其中一级文物
多达67件/组，汇集了河南博物院、河
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科院考
古研究所等20家博物馆和考古机构的
诸多重要藏品，涉及 89 个考古遗址，

集中展现了河南省内夏商周三代重要
考古发现。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夏代晚期网格
纹鼎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
青铜鼎，也是王权礼制萌芽的象征，
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
期的陶鼎一脉相承。同样出自二里头
遗址的夏代晚期镶嵌绿松石兽面纹牌
饰，以数百片绿松石拼合镶嵌出兽面
纹，制作精巧，丝丝入扣，历经 3000
余年而无一松动脱落。这件牌饰出土
时安放在墓主人胸部，两侧有对称的
穿孔钮，可见此器应为沟通天、地、
神、人的重要载体。安阳小屯妇好墓
出土的商代晚期妇好鸮尊，器身口下
内壁有铭文“妇好”两字，整器为站
立的鸮鸟形态，栩栩如生，融写实与
夸张为一体。纷繁复杂的纹饰使其显
得凝重威严，展现出作器者丰富的想
象力和高超的构图能力，反映了这一
时期的青铜艺术审美观念。洛阳西郊
小屯村出土的战国晚期镶嵌金银团花
纹带流鼎布局匀称，装饰华丽，是战
国时期错金银工艺的典型代表。器表
纹样图案工整对称，饰有罕见的四瓣
花纹和铺首钮，极具艺术感染力。

节气是四时轮转的标记。盛夏已
过，倏忽之间便迎来了秋季的第二个节
气——处暑。处暑于每年公历8月22-24
日交节，今年为8月23日。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云：“处，止
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意为在此之后暑
热渐消，秋凉渐起。但若以为就此告别
了炎热，还为时过早。俗话说“处暑天
还暑，好似秋老虎”，炽热的“秋老虎”
依然会威风一阵子。南方流传“处暑十
八盆，天气自然凉”之说，意思是处暑
之后，人们每天还得用一盆水冲凉，待
洗过18盆，到了白露后，才真正感觉到
秋凉。虽然天气没有立即转凉，但此时
已显出天高气爽的初秋特征。早晚凉风
习习，时不时还会下一场细雨，正是

“渐有新凉递好秋”。
“气收禾黍熟，风静草虫吟”。农家

又开始了繁忙的秋收，苎麻要收，棉花
要摘，芝麻要拔，还要翻地种萝卜、采
摘晾晒黄花菜，一切依时而行。对渔民
而言，处暑以后将迎来渔业大丰收。沿
海地区在处暑节气前后举行开渔节，庆
祝 3 个多月禁渔期的结束，欢送渔民出
海。开渔节上不仅有庄严肃穆的祭海仪
式，更有百舸入海、千帆启航的壮观热
闹。此时海水偏暖，鱼虾贝类发育成
熟，人们可以大饱口福，尽情享用各种
鲜美的海鲜。

处暑在时间上与中元节接近，节气
习俗中也融入了一些祭祖思古的活动，
比如临水的地方常有放河灯的习俗。此
俗源于佛教盂兰盆会，寓意告慰亡灵、
报养父母之恩，后来又加入祈祷亲人安
康、稻谷丰收的心意。河灯通常用纸做
成，形状各异，有的形如船，有的状如
荷花，有的好似碗盆。灯纸外涂蜡，内
有蜡烛，点燃后任其在水面漂浮。空中
明月朗照，水面灯影闪烁，如繁星落水
明灭浮动，别是一番美景。

处暑正是夏秋相交之时，人体易受
“燥邪”侵扰，民间多食清凉滋补之物，
以消暑防燥。鸭子味甘性凉，缓解秋燥
功效显著，很适合作为处暑的润燥食
物。俗谚说“七月半鸭，八月半芋”，农
历七月中的鸭子最为肥美。此时吃鸭子
也是讨个好彩头，江苏一带有句老话叫

“处暑送鸭，无病各家”，在处暑时炖个
老鸭煲或是炒个鸭块，盛出的第一碗要
先请邻居尝尝。处暑鸭子的吃法，各地
花样迭出，有清热润肺的萝卜老鸭汤，
有香醇鲜甜的酒酿蒸鸭，还有往鸭肚里
塞入各色食材的八宝鸭，既营养又美
味，令人垂涎。

酸梅汤也是消燥良品。俗谚有“处
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之说。北方的
酸梅汤多以山楂为主料，江南则是用乌
梅。江浙一带盛产一种核小肉厚的小青
梅，自然晒干后，用木炭来熏，制成的
乌梅带有淡淡的烟味，食之唇齿留香。
将乌梅与冰糖、甘草、陈皮、鲜薄荷、
玫瑰茄等同煮，不多时便可得一锅酸中
带甜、甜中微咸的酸梅汤。

清末苏州弹词艺人马如飞将二十四
节气与传统戏剧名结合，编了一首弹词

《二十四节气并戏文名》，其中秋季的6个
节气这样唱道：“立秋向日葵花放，处暑
西楼听晚蝉。翡翠园中零白露，秋分折
桂月华天。烂柯山寒露惊鸿雁，霜降芦
花红蓼滩。”处暑对应着明末传奇《西楼
记》，讲的是才子佳人西楼相会的故事。
那软糯悠长的腔调唱起来，满满的秋韵
婉转，令人沉醉。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

道院凝古色

进入八大山人梅湖景区，踏过一座长满
青苔的清代石板桥，登上小岛。

小岛形似八大山人笔下的游鱼，与梅湖
浑然一体，水陆相生，宛若太极。八大山人
纪念馆坐落在岛上，由青云谱道院旧址、真
迹馆和艺术研究中心三大建筑组成。

走进纪念馆正门，一尊八大山人的铜像
映入眼帘：面容清癯，神情冷逸，双手环抱
于胸前，斜挎斗笠。这是雕塑家唐大禧1986
年为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60周年创作的。

朱耷，号八大山人、个山等，1626 年生
于南昌，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的九
世孙，自幼性情孤介，颖异绝伦。史料记
载，朱耷“八岁即能诗，十一岁能画青绿山水”

“少时能悬腕写米家小楷”。明亡后，为避战
乱，朱耷剃发为僧，后改信道教，居于青云
谱道院。朱耷年近六旬时还俗，正式使用

“八大山人”名号进行创作，艺术日臻完美，
佳作频出。约1705年，八大山人离开人世。

青云谱道院旧址主要展示了八大山人生
平有关资料。此地原为道教“净明派”道
场，清代翻建为“青云圃”道院，清嘉庆年
间改名“青云谱”。现存的青云谱是一座依据
道家规范建设、具有江西民居特色和明清制
式特点的古建筑群，占地面积约 1.14 万平方
米，建筑面积约2500平方米，2006年被国务
院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云谱主体建筑包括关帝殿、吕祖殿、
许祖殿，三殿前后有天井内庭，周围有回廊
环绕，左右设偏殿厢房，形成前后四合院布
局。建筑均为穿斗式和抬梁式混合木结构，
门窗饰以雕花格扇。整座古建筑群由清水墙
与园林隔开，只留“众妙之门”和“斗姥
阁”大门内外交通。其中，吕祖殿东面的黍
居小院曾是八大山人休息之所。

青云谱的造景手法简练自然，修塘置
亭，顺势而为，堪称道家园林的典范之作。
园内有数百年的古樟树、苦槠树、罗汉松，
春有桃花夏有荷，秋有桂花冬有梅，一年四
季呈现出不同的景致。在满园古树中，一棵
约500年历史的罗汉松苍郁遒劲，引人注目。

“按照年代推算，八大山人应该见过这棵
树。”八大山人纪念馆馆长周晓健说。

斯人艺独绝

八大山人纪念馆的馆藏以书画作品为
主，共有6件国家一级文物，其中4件为八大
山人的作品，另外2件是八大山人的好友牛石
慧和黄安平的作品。

在序厅中，可以看到黄安平为八大山人
所绘的肖像 《个山小像》。这幅画像形神兼
备，体现了中国线描肖像画的较高水平，为
后人认识八大山人的形体面貌提供了直观依
据。画中有9段题跋，其中6段是八大山人自
题，分别用真、草、隶、篆四体书写，全面
反映了八大山人中年时期的书法艺术成就，
十分珍贵。历史上关于八大山人的文字记载
非常少，《个山小像》中的题跋讲述了八大山
人的身世、经历和信仰，对于研究八大山人
具有重要价值。

其中一段八大山人自己写的题跋，点明
了 《个山小像》 的创作背景：甲寅年端午节
后两天，八大山人遇到老朋友黄安平，好友
为其绘制了这幅肖像，当时八大山人虚岁49
岁（即48周岁）。结合历史推算，作画的具体
时间应为 1674 年，根据八大山人当时的年
龄，可以推算出他的出生年份。

真迹馆中展示了八大山人的作品。八大
山人的艺术创作践行了“意境审美”“外师造
化，中得心源”“书画同源”等中国书画的根
本规律与方法，体现了儒、释、道思想精
髓，笔墨运用极为精妙。他的画作别具一
格，往往以经意之笔得不似之趣，正如齐白
石所说“画在似与不似之间”。就算是对美术
知识无甚了解的人，也很容易通过绘画风格
辨认出八大山人的作品。

他所画的动物，无论是天上的飞鸟、地
上的小鹿还是水里的游鱼，都只有寥寥数
笔，它们或拉长身子，或紧缩一团，形象别
致。最为传神的是这些动物的眼睛，椭圆形
的眼眶中有小小的眼珠，有时斜睨，有时警
觉，有时又像翻着白眼瞪人。

《双鹰图轴》是八大山人晚年画鹰的代表
作。八大山人擅长画鹰，取法于明代画家林
良，而在用笔之简洁、用墨之洒脱上，更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画面上两只苍鹰相互
顾盼，枯木顽石间于其中，造型简练，笔墨
圆浑，在高低俯仰之中，英武之姿跃然纸上。

纪念馆中令人印象最深的画作之一是
《墨荷图轴》。这幅图轴为纸本墨笔，纵178厘
米、横 92 厘米。不同于寻常画荷花的方式，
八大山人采取从荷花根部向上仰望的视角，
绘出长长的茎、高大的叶和花。荷花尤显清
高超拔，与之相比，画画的人和看画的人似
乎都显得渺小。画面大量留白，言有尽而意
无穷。

佳作传后世

“八大山人长于水墨写意，在中国美术史
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历代大师如吴昌
硕、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李苦禅等，
都对他推崇备至，心追手摹。”周晓健说。

馆藏一幅《孤松图轴》，画中孤松棉里裹
铁、挺拔苍劲，充分体现了八大山人简约深
邃的艺术风格。画面左下角有近代国画大师
吴昌硕的题跋，言辞间洋溢着对八大山人的
欣赏：“八大山人画，世多赝本，不堪入目。
此帧髙古超逸，无溢笔，无剩笔，方是庐山
真面。尝从迟鸿轩借读，因题其后。乙未仲
秋佳日 吴俊卿”。

齐白石有诗云：“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
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
轮来。”表达了对青藤 （徐渭）、雪个 （八大
山人）、老缶（吴昌硕）的仰慕。齐白石曾赴
南昌游历，追寻八大山人足迹，临摹八大山
人原作。直到晚年，齐白石的画作还延续八
大山人绘画母题，常用题材还是荷、芭蕉、
鱼、鹰等，造型、构图都可找到八大山人的
痕迹。

纪念馆中藏有3幅齐白石画作，其中两幅
的题跋提到了八大山人，《寒鸟图》 上写有

“予曾游南昌见雪个画寒鸟”，《葡萄图》上写
有“予 （余） 见八大山人题蒲 （葡） 萄句，
云：老馋。亲口教枇杷，予（余）不得解。”

近 年 来 ， 八 大 山 人 纪 念 馆 陆 续 推 出
《“翰墨传薪 齐聚八大”四馆馆藏书画精品
合作交流展》《“浑无斧凿痕——对话齐白
石”北京画院典藏作品展》《回望传承——八
大山人纪念馆建馆60周年故宫典藏特展》等
一批精品展览，同时举办学术研讨会，将学
术研究成果整理成册、出版发行。

2021年12月，八大山人纪念馆和中央美
术学院美术馆联合举办的 《天才纵横——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藏任伯年作品专题展
（南昌站）》 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开幕。“八大
山人是促成任伯年艺术走向成熟的关键人
物，这次展览力图在历史的语境中去解读任
伯年。”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说。
这次展览吸引了数十万观众参观，产生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

“我们希望通过举办精品展览，让更多人
有机会享受到优质的文化成果，提高传统文
化的影响力。”周晓健说，“此外，我们还创
新传播手段，开设短视频账号，开发文创产
品，让人们可以‘把博物馆带回家’。”

从2018年开始，八大山人纪念馆发力文
创，现已推出文创产品300多种，以简洁精巧
的设计受到大众喜爱。

“这件T恤很有个性，正面有八大山人的
画，背面印字，孩子很喜欢。”游客张女士临
走前挑选了 3 件文创产品，“把这些带回家，
让家里更有文化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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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二十四节气

处暑：渐有新凉递好秋
袁 瑾

处暑：渐有新凉递好秋
袁 瑾

江西南昌，文脉悠长，青云谱区的名字尤为特别。区内三湖三河交错环
绕，梅湖中一座小岛上，藏着“青云谱”这个名字的由来，也藏着一座独具特
色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八大山人纪念馆。这是众多国家一级博物馆中唯一一
座古代画家专题馆。

八大山人纪念馆成立于1959年，馆内收藏40余幅八大山人的真迹，还藏有
黄慎、郑板桥、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作品。

左图：八大山人绘《双鹰图轴》。右图：八大山人绘《墨荷图轴》。 八大山人纪念馆供图左图：八大山人绘《双鹰图轴》。右图：八大山人绘《墨荷图轴》。 八大山人纪念馆供图

青云谱道院旧址。 杨颜菲摄

观众在上海博物馆参观“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展出的
刻辞卜甲。 王 初摄（人民图片）

8 月 18 日，重庆市南川区冷水关镇
秋收助农突击队员将稻谷从田间背到农
户院坝晾晒。 瞿明斌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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