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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7 月 1 日至 5 日，

一个以描绘共和国老兵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山水为主

题的画展在南昌美术馆举行。此展由吉安市文联、井

冈山革命博物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共同主办。

展出的 99 幅国画作品，包括人物画和山水画，35
幅人物画，所绘的是长征以及抗日战争、抗美援朝等

时期的老兵肖像；64 幅山水画，描绘的是井冈山等革

命圣地的山水新貌。这批老兵肖像作品，是作者陈桂

明深入全国各地健在的老兵家中对老兵的现场写生

之作。作品尺幅大，大多高 1.8 米，人物生动传神，将

一生戎马倥偬、意志坚定的共和国老兵形象展现在观

众面前。

所绘的每一位老兵，都有着许多感人的革命故

事。许多观众表示，这个展览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

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尤其在“七一”期间举办，更

有深意。

作者陈桂明，江西永新人，2008 年毕业于中央美

院，为刘勃舒弟子，现专业从事书画创作。他立足红土

地，以国画创作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职

业追求，上井冈、赴延安、去太行，深入各地访老兵、绘

英雄，写山水、描新境，真实记录自己的追梦历程和艺

术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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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馆为纪念建馆 60 周年，今年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展览

活动。记者近日参观了系列展之一的“墨韵文脉——八大山人、石涛

与 20 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此展由中国美术馆联合故宫博物

院、南京博物院、四川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八大山人纪念馆共同

主办。我省八大山人纪念馆送展的馆藏八大山人书画真迹共 15件。

此展规模大，作品包括古代和现代部分。古代部分以八大山人、

石涛作品为主，展示两人的书画艺术与时代、社会、个性之间的互动

关系，陈列在中国美术馆的五层左、右展厅，展期将延至 8 月 23 日；现

代部分以 20 世纪以来的作品为主，展现中国艺术家对传统进行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陈列在三层，将展至 8 月 30 日。六层藏宝阁

展出数件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的作品，也属此展的一部分，将展至

11月 15日。

八大山人和石涛，均为明末清初著名画家，在中国绘画史上可谓

双峰并峙，影响深远。此展现代部分的作者包括任伯年、吴昌硕、齐

白石、黄宾虹、陈师曾、溥儒、张大千，以及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李

苦禅、石鲁、何海霞等。他们接续八大山人、石涛的笔墨和审美要旨，

博采众长、求索创新，个个艺术风格鲜明，卓然成家，各领风骚。由此

可见，八大山人和石涛，堪称“大师中的大师”。

八大山人作品展厅内作品数量多，除八大山人纪念馆送展的作

品外，还有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南京博物院、四川博物馆、广州

艺术博物院的藏品。八大山人作品存世量不大，大多被馆藏，散落在

民间的少且赝品充斥。此展汇集全国各地馆藏八大山人作品真迹，

为收藏爱好者提供了如此多比对真伪的“标准器”，颇为难得。

展厅中，大尺幅的八大山人书法有 3件，其中 2件为八大山人纪念

馆藏品，即行草书对联《采药逢三岛，寻真遇九仙》、行书《临兰亭序》，

另一件为南京博物院藏行书《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八大山人书法

取法广泛，隶书气韵高古，行草书取法“二王”（王羲之和王献之）、董其

昌等。展出的这3件大幅书法作品均为其典型书风：中锋运笔，篆籀笔

法，使转圆润，结体空灵疏放，字型欹侧多姿。弘一晚年书法，对八大

山人应有借鉴。

展出的中国美术馆藏八大山人“重器”令人震撼：四条屏《鹤鹿凫

雁》，每幅高 180.5 厘米、宽 44.1 厘米，由邓拓于 1964 年捐赠；四通屏

《荷花》（上图），高 364.8 厘米，宽 281.2 厘米，所绘泼墨大写意荷叶荷

花，墨色丰富，气韵生动。张大千、潘天寿等人多得益于此法。此外，

南京博物院藏两套册页也颇引人注目，其中一套《山水图》，共 10 页，

每页一书一画，书画合璧，清新雅致。八大山人的写意画，惜墨如金，

简到极致，后人效仿，大多仅得其形，韵致和内涵则远远不逮。

在另一个厅展出的石涛作品，有巨幅中堂、册页、斗方、小品等各

种形式，题材有山水、花卉、果蔬等。石涛毕生云游四方，饱览名山大

川，“搜尽奇峰打草稿”。其绘画一反当时画坛摹古仿古的守旧之风，

画风多变，山水风物，清新自然。山水画笔法流畅却不流俗，用线松

柔秀拙，尤其长于点苔，密密麻麻，劈头盖面；用墨或简洁枯淡，或浓

郁滋润，变化多端。他提出“借笔墨以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也”“无

法之法，是为至法”，让自我和个性在作品中得以彰显。

在借笔墨抒发情感、表达心志方面，石涛与八大山人是一致的，只

是八大山人更为明显和强烈。二人同为明王室后裔，原名为朱耷的八

大山人（1626—约 1705）比原名为朱若极的石涛（1642-约 1707）长 16
岁。19岁时的八大山人，遭逢明朝灭亡的巨大变故，从王室贵族一下

子变为逃犯，最后以出家保全性命。因此，他的早年作品多表达对清

朝的蔑视和不合作的态度。当年仅 3岁、对明朝灭亡没有多少记忆的

石涛，经历的却是“了解身世、对佛门理想幻灭、重新认识自我”曲折的

心路历程。体现在他各个时期的作品上，正是风格多样，变化多端。

同为前朝落魄王孙，却身处异地。作为在当时均有显赫名声的画

家，二人一生中虽不一定有交集，但惺惺相惜，在艺术上彼此深表仰慕，

有过不少书信交往。石涛在给朋友所画的册页题跋中有句“淋漓奇古之

如南昌八大山人”，还致信八大山人求画《大涤草堂图》，成为画坛佳话。

在本次展出的一件由八大山人与石涛合作的《兰竹图》（下左

图），也是二人交往的有力物证。此作为广州艺术博物院所藏，上有

两人的款识和钤印。八大山人在右上角题“拾得”二字；石涛在左上

角题款“八大山人写兰，清湘涤子（石涛号）补竹。两家笔墨源流，向

自独行整肃”。可见由八大山人先绘兰草和石头，石涛补竹。当然，

两人合作并不一定见面。

此展有两件颇有意思的作品，即《个山小像》和《对牛弹琴图》。

前者是我们熟悉的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珍品，描绘的是八大山人形

象；后者为石涛所绘一抚琴高士，许多人认为此画表达了作者知音难

遇的心境，也是作者形象的写照。这两件作品所绘人物，是业界公认

的最接近八大山人和石涛的真实形象。他俩或许没有想到，300多年

后能在此“相会”；或许更没想到，两个落魄王孙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

的两座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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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市张謇纪念馆陈列有一件近

代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张謇的“状元捷

报”（如图）。光绪二十年（1894），张謇高中

一甲第一名状元，授以六品翰林院修撰官

职。捷报上书“贵府少大老爷张謇恭应殿

试一甲第一名，赐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修

撰”，右下写有“报录人王上林”。此可谓古

代科举考试的“录取通知书”。

我国最早出现的“录取通知书”是“泥

金帖子”。“泥金”手法是中国传统的高档

装涂工艺，用金粉制成的金色涂料，用来

装饰笺纸或调和在油漆中涂饰器物。唐

代开始用泥金涂饰在笺简上，作为进士及

第到家报喜所用。宋代诗人杨万里《送族

弟子西赴省》诗“淡墨榜头先快睹，泥金帖

子不须封”，便提到了泥金帖子。而诗中

的“淡墨榜”，说的是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

用淡墨书榜。

在唐朝稍后出现了“金花帖子”，又称

为“榜贴”。宋洪迈《容斋续笔·金花帖子》

说：“唐进士登科，有金花帖子……以素绫

为 轴 ，贴 以 金 花 。”宋 代 仍 使 用“ 金 花 帖

子”。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记载：

“国初，循唐制，进士登第者，主文以黄花

笺，长五寸许，阔半之，书其姓名，花押其

下，护以大帖，又书姓名于帖面，而谓之榜

帖，当时称为金花帖子。”“黄花笺”是一种

洒金粉的顶级用笺，用此来书写“通知书”，

可见珍贵。明代陈继儒《太平清话》卷四：

“ 宋朝吴郡士登科者，始于龚识，其家居昆

山黄姑，犹藏登第时金花榜帖，乃用涂金

纸，阔三寸，长四寸许。”

明、清以后，“录取通知书”称为“捷报”

或“报帖”，民间称“喜报”。明人王世贞《觚

不觚录》云：“诸生中乡荐，与举子中会试

者，郡县则必送捷报。”吴敬梓《儒林外史》

中的范进中举后，送来的就是捷报。到了

清代，出现了刻板印制的科举“通知书”。

进士及第的“通知书”都写什么内容

呢？一般先把考官的姓名写在上面，然后

再写具体内容。乡试中举的“录取通知书”

相应简单些，主要书写被录取学子的姓名、

籍贯以及考试名次，如《儒林外史》第三回

“捷报贵府老爷范讳进高中广东乡试第七

名亚元。京报连登黄甲”。有的还写有“报

录人”（旧时科举中榜后分送报条的人，也作

“报喜人”“报子”）。

在古代，送“通知书”也隆重。各级官府

会安排专人将“通知书”直接送达中榜人家

中。送捷报者一般不少于 3人，都骑高头大

马，高举彩旗、旌幌，带上唢呐班子，一路上

鸣炮奏乐，热闹非凡，犹如迎亲一般。

凡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在放榜时节，

都会安排专人在家门口等候，一旦送捷报

的人到了，即向主人报喜。送捷报是个好

差事，衙门里的公差争破头想干这事，因为

碰到大户人家能赏一些红包，也就是“喜

钱”，穷点的人家也有赏酒喝。正因为送捷

报有利可图，竟有人在半道上抢夺捷报，送

到中榜者家以领取赏银，堪称奇葩。

中榜者收到喜报后，一般要将其张贴

在厅堂显位，让人一进门便能看到，以此炫

耀，光耀门庭。

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专栏

古代的“录取通知书”
□ 郑学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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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根思战友、抗美援

朝老兵何庆》 陈桂明绘

篆刻

《立党为公》

黄紫萱刻

篆刻

《永远跟党走》

翁志彪刻

现代刻字

《共产党员》李振华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