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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阅 读

速读

城事

四十年前，我国当代著名画家、书画鉴藏
家周怀民先生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
把自己毕生收藏的古代和近当代名家书画及
个人代表作共226件/套，悉数捐赠给家乡无
锡，为公众奉献了一座恢宏的艺术宝库。6月
28日，周怀民捐赠四十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在
无锡博物院启动。该活动由三个展览和一场
研讨会组成，专家学者、行业代表聚集一堂，
颂扬周老护传文化、爱国爱乡的崇高精神，阐
述其恪守传统、自出新意的丹青艺术，更呼吁
提升藏画的展示利用率，吸引更多人走进艺
术宝库。

墨宝云集 珍品璀璨

步入无锡博物院西区负一层展厅，《元赵
孟頫行书临兰亭序卷》《明蓝瑛绢本设色青山
红树图轴》《明董其昌（款）绢本墨笔平远秋色
图轴》等古画映入眼帘。“一次能看到这么多
文物，简直是宝藏展览，推荐大家来打卡！”

“冲着赵孟頫的书法来的，最近正在临写，结
果一进门就看到了，太惊喜了。”“锡博终于又
有大展了，希望以后多把宝贝拿出来晒
晒。”……连日来，“艺术长存 湖山生色——
周怀民捐赠四十周年纪念展”引发参观热潮。
不少观众冒雨前来观展，只为一睹名家真迹。
锡博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这次纪念展从周
老捐赠的藏画中拿出73件/套进行展出，其
中包括等级文物17件/套，赵孟頫的这件作
品为国家一级文物，仅在该院展出过1次，去
年借展至成都博物馆，引发观展轰动。“这件

作品上，收藏印章多达70余枚，足见其受珍
视的程度和周老高超独到的眼光。”该负责人
表示。

吸引人们前来观展的，不仅有周怀民的
藏画，还有周怀民的代表作。周怀民的国画兼
工笔和写意之双美，尤精山水、芦塘、葡萄，他
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周芦塘”“周葡
萄”。此次纪念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展览，就是
在锡博1号展厅展出的“独师造化出天然
——周怀民《秋色满太湖》特展”，观众可以近
距离感受周怀民笔下太湖山水的气势和神
韵。

研讨会上，专家们指出，周怀民这一生，
常常到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写生，湖光山色
陶冶了他的性情，拓展了他的视野，但他最爱
画的还是家乡的山水。“周老1926年开始在
北京的中国画研究会研习山水，上世纪三十
年代被聘为京华美专教授，兼北平艺专山水
画教授，在山水画方面造诣很深，他紧扣时代
脉搏，开创了山水新境。”北京画院副院长郭
宝君评价。

艺术长存 湖山生色

周怀民（1907—1996），无锡钱桥人，
1949年后，历任北京画院一级美术师、北京
中山书画社副社长、民革中央监察委员等职。
周怀民一生俭朴，却倾囊购藏了一批宋、元、
明、清书画，几乎囊括明清时期各主要流派及
画史上代表书画家的手迹。1984年始，他陆
续将这些收藏无偿捐献给家乡无锡市博物馆

（现无锡博物院），化私为公，永续流传。“当年
的捐赠，是外公做出的一个重要决定，也是他
的最大心愿，这种爱国爱乡的情怀，是对后辈
最好的教育。”周怀民的外孙女于小红告诉记
者，周老生前视画如珍宝，衣柜里都是画，衣
服没几件，最后却甘愿全部捐出，给世人留下
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为弘扬周怀民无私捐献的精神，收藏研
究展示这些书画作品，无锡建立了周怀民藏
画馆，作为无锡博物院的专题馆。2016年，周
怀民藏画馆迁址运河公园（现运河艺术公
园），并于当年10月免费对外开放，交替展出
古书画和近代名人书画。

周怀民潜心中国画研究创作70余年，其
作品列入国家“1949年后已故著名书画家作
品限制出境名单”，他把自己所创、所藏留给
了家乡，让艺术长存，令湖山生色，以自己的
方式守护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周怀民
先生是一位艺术大师，又是一个收藏大家。他
的收藏对他的艺术创作起了重要作用，而正
因为他是一位艺术大家，所以他才能有独到
的眼光。”民革无锡中山书画院副院长、大华
美术馆馆长华斌表示，对于周怀民而言，“藏”
与“创”是相得益彰的，尤其是在他那个时代，
能够以创作来养收藏，以收藏来促创作的人
为数不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于当代艺术
家非常有借鉴意义。

加强利用 彰显价值

此次纪念活动主推三个展览，除了上述

提到的两个展览，还有在锡博中区二层展厅
展出的“心随笔墨到江南——纪念周怀民捐
赠四十周年民革书画作品展”。该展览汇集了
全国民革党员创作的优秀书画作品，凸显了
文化的薪火相传。

由一个主题活动，衍生出三个系列展览，
也是无锡博物院在藏品研究和利用方面做出
的一大尝试。三个展览现场，根据展出的画作
意境，布置了渔船模型、芦苇、文房四宝、老物
件等，营造出湖畔、雅室等场景，特别是展出
了一批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周怀民在太湖
边写生、在画室中创作时的情景，让观众更加
深切地了解其艺术人生，感受其勤俭朴素、忠
厚谦诚的人格魅力。

推动藏品的活化利用，彰显传播其价
值，让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是出席
此次研讨会的嘉宾们的共同心愿。“周老的
慷慨捐赠为无锡奉献了一座艺术宝库，将他
的艺术成就和美好品质化为无锡的城市名
片，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努力和追求。”无锡
博物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锡城文化事业的
繁荣发展离不开如周怀民先生般的义举，
该院也将推动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继续
探索开发数字化展陈方式，推出主题研学、
专题临摹等活动，加强与各方的合作联动，
挖掘讲好无锡地方故事，让更多人走进艺
术宝库。

该活动由无锡市文广旅游局、民革无锡
市委员会主办，无锡博物院、民革江苏省中山
书画院承办，北京画院支持。三个展览将展至
8月30日。

纪念周怀民捐赠四十周年系列活动在锡举行

让更多人走进艺术宝库
□本报记者 张 月

在江苏艺术基金的大力支持下，7月1日
晚，由无锡市惠山区锡剧艺术传承中心与无
锡市锡剧院携手打造的大型原创现代锡剧
《太湖春早》，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公演。跌宕
起伏的剧情、细腻精彩的演绎，博得现场观众
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太湖春早》以惠山区堰桥街道的“一包
三改”经验为创作蓝本，讲述在全国改革开放

方兴未艾之时，原无锡县堰桥乡通过“一包三
改”，使企业扭亏为盈，创造了中国乡镇企业
发展的奇迹，蹚出了乡镇企业发展创新之路
的动人故事。今年正值无锡堰桥“一包三改”
经验总结推广40周年，此剧的推出不仅是对
那些具有“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精神的平凡
人的致敬，也完美契合了当前惠山区谋求转
型发展、实现“鲲鹏迭变”的精神追求。

作为一部精心筹备和制作的现代锡剧，
《太湖春早》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修改
和提升，广泛听取了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力求
在剧情、表演、音乐等方面都达到更高的艺术
水准，为无锡乃至全国观众呈现一场视听盛宴
的同时，进一步推动锡剧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太湖春早》主创阵容堪称强大，知名编
剧丁晓东执笔，国家一级导演安凤英执导，业

界多位优秀主创加盟。演员阵容由无锡市锡
剧院和惠山区锡剧艺术传承中心名家新秀组
成，王子瑜、钱伟、蔡瑜、殷玉婷、张祖良、倪晓
芳、张瑞文、殷晓刚联袂主演，他们凭借扎实
的艺术功底和丰富的舞台经验，将剧中人物
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广大观众在欣赏这部
精彩锡剧的同时，还能感受到无锡人民在改
革开放中的奋斗精神与坚韧品质。

原创现代锡剧《太湖春早》正式公演
□张 庆

刘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说，我很喜欢看海员在大海中拯救
海龟的纪录片，这些海龟被藤壶寄生了，游泳
速度变慢，他们追不上猎物，赶不上同伴，进
入慢性死亡。海员帮助它们撬掉背上的藤
壶，将它们放归大海。这些海龟是幸运的。
于是我想，这些年我时常觉得很累，是不是也
被某种藤壶寄生了呢？谁又能来帮助我呢？
于是我写下这本书，希望每一个故事，都能帮
你撬走一些内心的藤壶。

《等一切风平浪静》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无锡实践》于日前
发布，这是无锡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全文共分
6个章节，总结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中，无锡如何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文化与经济
交融互动的发展新范式，以大量实践案例阐
释了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实践逻辑，探讨
了推动人、文化、经济三大要素共同发展的方
法论意义，阐释了无锡以文兴城的时代意义。
这真是历史照进现实！我不由得想起360年
前的无锡知县吴兴祚以文兴城的一段佳话。

清初无锡文坛可谓鼎盛一时。文人相聚、
诗文唱和、词曲频出，从明末阴霾中绽出一团
焰火，成为清初江南一道文化风景。助推此胜
景的关键人物中，有晚明文坛遗老巨擘吴伟
业，有江南缙绅世家秦松龄、侯杲，有清初词
章圣手顾贞观、陈维崧，而在其间穿针引线、
扮演关键角色的则是时任无锡知县、后升任
福建巡抚和两广总督的吴兴祚。

文风重振云起楼：
文化设施建设是基础

明清时期，文人园林和地方宗教建筑是
开展文化活动的重要依托。宋元以后，文人造
园既体现园主个人的精神追求，也为士绅群
体开展各类文化活动提供空间。至明末清初，
江南因财力雄厚而成为造园名家们大展拳脚
之地。与此同时，在明朝洪武和嘉靖年间对民
间祭祀活动进行大规模整治后，民间的祭祀
活动融入官方体系之中，成为地方生活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吴兴祚到无锡任职后，以高
度的文化自觉意识，兴建二泉亭、改建云起
楼、重修龙光塔，在振兴文风的同时，开展了
一系列文化设施的建设，并以此为依托构建
起他组织雅集的重要场所。

康熙初年，吴兴祚在惠山上改建、重建了
云起楼，使之成为无锡著名的文化地标之一。
此前，他已在惠山上修建了二泉亭。改建云起
楼，一方面是出于顺应风俗、尊贤崇圣的考
虑，另一方面则是出于“迎驾”之需：因其址近

秦氏寄畅园，而康熙皇帝对江南望族秦氏极
为重视。综合考量，吴知县择祠堂旧址、改建
新楼无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追溯历史，关于
云起楼的前身有两种说法，一说为源自东晋
华陂、并在其后历代中逐步改扩建而成的尊
贤祠；一说则是源自惠山寺天香第一楼，而后
一说更为人所道。然而，无论此楼前身为何，
至此时，均已年久失修。吴兴祚此次主持改
建，不仅着眼在物理意义上复造楼阁，更为重
要的是，在文化传承上打造新地标。吴兴祚邀
请江南吴氏耆老、同时也是明末江南文士之
首的吴伟业来无锡做客，吴老作了《云起楼
记》，对吴知县大兴艺文、招引雅集的行为大
加赞颂，让云起楼的“文声”大涨。在一场场的
文艺活动中，云起楼已与秦氏寄畅园、侯氏亦
园以及愚公谷并举，至乾隆年间，驻跸寄畅
园、品二泉茶、宴集云起楼，成为乾隆皇帝巡
游江南地区的必选项目。

诗社雅集荟高朋：
文化活动组织是媒介

清初，江南文士群体虽受到朝代更迭的
冲击，但是生活方式上尚无太大影响。到康
熙初年，被战争短暂中断的雅集活动，又在
江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吴兴祚赴任无锡，
恰逢其时，他一方面积极参与江南文人们组
织的各类雅集活动，常常出入秦氏寄畅园、
侯氏亦园等无锡文人园林；另一方面，他以
自己的官署为聚会地点，主动组织雅集，并
渐渐成为梁溪文人群体开展文学创作活动
的核心人物之一。

如果说，参与地方文士的雅集或曲宴，吴
兴祚是以宾客的身份应和园主的邀约，那么，
他主持操办的雅集，更显出其推动文化繁荣
的良苦用心。吴知县举办的雅集地点选在了
两处，一是惠山云起楼，二是其城中官署的听
梧轩和尺木堂。云起楼的雅集，参与者不乏吴
梅村、林古度、余怀等大家的身影；而在听梧
轩、尺木堂中，吴兴祚更注重招引陈维崧、顾

贞观等词章名家。清初阳羡词派的领军人物
陈维崧曾短暂驻锡，期间两次雅集均在吴兴
祚官署内举行。康熙十三年（1674年）冬，在
听梧轩举办的填词社集会上，陈维崧作《眼儿
媚·冬夜听梧轩举填词第二集》，在注解中，明
确提及同会诸公为顾贞观、余怀、吴绮、殳丹
生、马翀等人，均为江南诗词名家。陈维崧离
锡返回阳羡前，吴知县又于听梧轩为其组织
饯行之宴，陈氏又作了《沁园春·听梧轩夜集
仍叠前韵》，发出“梧轩好，待来春重到，劈纸
添香”的感叹。而对于尺木堂雅集，武进人陈
玉璂曾作《尺木堂公宴诗序》，提及“酒半，各
分韵赋诗，成若干首，汇书卷中，而命予为序”
之语。其后，陈玉璂还应吴知县之请，写下了
《夜饮尺木堂》十二首，以唱和吴氏于当日此
前在亦园雅集中的诗作。

另外，吴兴祚还常常组织余怀、杜浚、秦
松龄等无锡文士、知名乡绅到蠡湖吊古。期
间，吴知县作了《泛舟蠡湖吊古同余澹心杜于
皇秦留仙薛国符马云翎家彤本限韵》，其中有

“碧草几湾鱼影乱，黄芦两岸鸟声呼。茫茫吴
越成虚幻，为问陶朱事有无”之词，湖边怀古，
为文人创作提供了灵感。

昆声锡音传岭南：
文化品牌推广是关键

吴兴祚作为昆曲的爱好者，通过行政手
段大力推动昆曲发展。在他的努力下，无锡县
衙经常举办集会，聘请昆曲戏班演出。

明代末年，无锡侯氏作为地方望族，在映
山河附近营造府邸。顺治年间，进士出身的侯
杲官至刑部郎中，返乡后，聘请当时造园名家
张南垣的侄子张鉽做设计，仿秦氏寄畅园修
建了亦园。吴兴祚与侯杲都对昆曲颇为中意，
两人趣味相投，侯氏除了在亦园内蓄养家庭
昆班，还邀请词曲家万树常住园中，故此，吴
兴祚也成为园中常客，还专门撰写了《亦园避
尘处小记》，在《侯比部仙蓓新创亦园索咏》一
诗中，吴氏描述当时亦园雅集盛景为“此地何

如金谷中，连霄花月几人同”“漫道亦园多胜
事，主人忘客客忘归”。

除了城内的亦园，惠山寄畅园的雅集自
然也少不了吴知县的身影。康熙初年，无锡秦
氏族长、同时也是寄畅园主人的秦德藻邀请
金陵曲师苏昆生、苏州名伶徐君见入住园中、
教授家班。爱好昆曲的吴兴祚同样常常出入
寄畅园，聆听曲声。康熙九年（1670年）九月，
吴兴祚与余怀、刘体仁、秦鉽等戏曲同好在寄
畅园内听戏赏曲，吴知县提笔写下“春风闻度
曲，夜月教吹箫”之句，余怀则在其后写下了
《寄畅园闻歌记》和《寄畅园宴集放歌》等诗
文，对园内唱和之状留下了最好的记录。

而随着吴兴祚转任福建、两广，昆声锡音
南传岭南之地，昆曲的艺术性得到极大发扬。

康熙十三年（1674年），秦松龄被举荐赴
任湖广军中，不久之后，吴兴祚亦升任福建按
察使，而作为江南文坛的巨擘、明代文士的遗
老，吴梅村已于康熙十年在太仓去世。随着两
位梁溪文坛灵魂人物的离邑，无锡的文化活
动似乎也逐渐沉寂了下来。无独有偶，康熙十
五年，黄宗羲苦心撰写的《明儒学案》成书，对
有明一代的文学进行了系统总结。可以说，清
代文学发展至此，似乎开始出现了某种转向，
一众诞生于明末的文人群体对有明一代文学
传统惯性下的创作有了新的思考。

吴兴祚主政无锡的那些年，一方面创造
条件、支持江南文士群体的文学创作，另一方
面注重发扬和传承，尤其是，通过他的努力，
昆曲得以走出昆山、走出江南，进而成为风靡
全国的戏曲形式。通过兴建文化建筑、群集众
贤名家，吴兴祚与无锡文人群体共同打造了
清初江南乃至全国最亮丽的文化盛景。

在平定台湾、经略粤府多年后，吴兴祚自
两广总督任上解任还京，与好友秦松龄相遇
于瓜洲。此时距离吴兴祚离任锡邑、秦松龄远
赴荆襄，已相隔十年，两人相聚，两袖清风的
吴都府仅有粗粮、鱼干相待，与当年梁溪群贤
集至的胜景已是两番光景，却正应“君子之交
淡如水”之意。

此日高楼集群贤
——吴兴祚与清初无锡的以文兴城

□蒲 伟

季羡林、史铁生、汪曾祺等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书精选史铁生、季羡林、汪曾祺等 10
余位文学大家40余篇散文代表作，分为“春
夜宴桃李”“山中无暑事”“人闲桂花落”“松枝
碎玉声”四个章节。那些美好的、悲叹的、浪
漫的、让人会心一笑的故事，也许并没有深奥
的含义，但却是历经世事无数后的甘之如饴。

《橙黄橘绿半甜时》

毕啸南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晚清最后一届秀才毕富海的故事
为开端，一直延伸至2023年，讲述了四代人
横跨百年的命运轨迹。在不同的时代背景
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风雪，一代人有一代人
的长征。此书单篇独立成文，整体又显现出
家族史的壮阔，同时具备短篇的巧思与长篇
的气韵，创作手法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

《一生何求》

（美）约翰·缪尔 著 刘子超 译
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

某年5月，偶然的机会让缪尔成为一名
牧羊人，开始近四个月的奇幻之旅：他和伙伴
一起赶着2050只羊，每天出没于山间草地，
沿着积雪融化后露出的森林带缓缓前行，观
察并享受着大自然带给他的无穷欢乐。缪尔
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进日记。
40 年后，他将这些日记整理编辑出版，就是
这本《夏日走过山间》。翻开书，一起感受大
自然的神奇治愈力。

《夏日走过山间》

锺书大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