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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全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美术展览，为节

日的赣鄱大地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

今年我省国庆艺术展览的一大亮点是，高品位、思想性和学术性

强的展览多，其中可圈可点的有“叙事中国——全国叙事性、主题性

版画作品邀请展”“风展红旗——中央美术学院支持赣南原中央苏区

红色主题创作作品展”“大美长江 豫章之约——中国工笔画名家作

品展”等。

“叙事中国——全国叙事性、主题性版画作品邀请展”，这个由国

家艺术基金支持的全国巡展，国庆期间巡展至江西，在江西省美术馆

分 3 个展厅从 9 月 29 日开始隆重推出，将持续至 10 月 30 日。展览以

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为脉络，展示中国版画各个发展阶段的成就，对

中国版画的概念以及发展历程进行了全面梳理，体现中国版画叙事

的重要性和创新性。419 件版画作品以五个单元呈现：“新兴版画·民

族解放”，自 1931 年中国新兴木刻运动萌芽至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这段时期的名家名作；“新中国·新形象”，作品创作时间主要

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以及聚焦于这一时期的当代版画

作品；“新兴版画·转型发展”，作品着眼于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至

21 世纪前夕这一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见证了我国艺术形式的重大

转型和繁荣；“当代版画·新生力量”，展现 21 世纪以来，一批新锐中国

版画家们的叙事性创作；“盛世·礼赞”，主要围绕国家重大历史题材、

具有民族史诗性、与伟大时代相匹配的主题性创作。

工笔画，在国画中作为与写意画并驾齐驱的画种，以其雅俗共赏

的特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在南昌市美术馆举行的“大美长江 豫章

之约——中国工笔画名家作品展”，汇集了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

的工笔画名家之作，堪称“家门口的国展”。展出的 164 件作品，包括

特邀全国工笔画名家作品 96 件、江西工笔画名家及青年工笔画作者

作品 68 件。展览作品题材广泛，风格多样，五彩斑斓，极富观赏性。

据悉，举办此展的初衷，是把全国高水平工笔画名家的作品引进来，

学习当代工笔画创作理念的最新成果，搭建我省及南昌市工笔画与

全国工笔画的交流平台，推动工笔画艺术的深度研究与交流，促进我

省工笔画创作水平的提高。展览在国庆前一周开展，将延续至 10 月

20日。想观展者，还有数天时间。

国庆期间，除了省会南昌，其他一些地级市也举办了有全国名家

作品参展的美术展览，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地方文化的发展和

繁荣。

在赣州美术馆举行的“风展红旗——中央美术学院支持赣南原

中央苏区红色主题创作作品展”，国庆期间在赣南艺术界引起轰动。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美术展览。其特别之处，是中央美术学院首次规

模性支持一个地方，并以当地红色革命题材创作的高水平美术作品。

赣南是“共和国摇篮”、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是红色革命题

材美术创作的“富矿”。“中央美术学院支持赣南原中央苏区红色主题

创作”项目于 2021 年立项，项目工程由中国美协主席、中央美术学院

时任院长范迪安部署，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具体实施，组织

中央美术学院 30 多位中青年骨干教师参与创作。3 年来，作者们深

入赣南实地采风，经过精心创作打磨出来的 30 多幅油画、国画作品，

生动再现了当年在赣南原中央苏区发生的重要革命事件，讴歌了伟

大的苏区精神、长征精神。据悉，这些作品加上特邀赣南本土画家创

作的两幅主题油画作品，于 10 月 14 日展览结束后，将按预定题材分

别收藏于赣州市博物馆、赣州美术馆、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而举办的艺术展，吉安市青

原区的“大道薪火 文脉延绵——青原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年暨全国知名画家青原采风作品展”，虽为一个区主办，却是一个

策展水平、艺术水平都较高的展览。此展深度挖掘当地红古交辉的

文化资源，前期特邀全国国画界、油画界 26 位名家前来青原区实地采

风调研，创作出了一批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体的优秀作品。这种将

地方特色文化通过高水平艺术展览形式集中呈现的模式，或可为其

他地方文旅融合创新带来有益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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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 鉴鉴 2024年 10月 11日 星期五

■ 主编 钟兴旺 美编 杨 数12

古人常在重阳节雅集，品酒赏菊

赋诗。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明代

画家沈周所绘的《盆菊幽赏图》（如上

图），表现的正是重阳赏菊的情景。

重 阳 赏 菊 风 俗 由 来 已 久 ，所 以

重 阳 节 又 称“ 菊 花 节 ”。 孟 浩 然 有

“ 待 到 重 阳 日 ，还 来 就 菊 花 ”的 诗

句 ；民 谚 有“ 九 月 九 ，饮 菊 酒 ，人 共

菊 花 醉 重 阳 ”之 说 。 三 国 魏 晋 以

来 ，重 阳 聚 会 饮 酒 、赏 菊 赋 诗 成 为

时 尚 。 曹 丕《与 钟 繇 书》说 ：“ 九 月

九 日 ，草 木 遍 枯 ，而 菊 芬 然 独 秀 ，今

奉 一 束 。”陶 渊 明 退 居 田 园 ，饮 酒 赏

菊 ，写 下 了“ 采 菊 东 篱 下 ，悠 然 见 南

山 ”的 名 句 。 唐 朝 重 阳 赏 菊 渐 成 风

俗 。 白 居 易 有“ 满 园 花 菊 郁 金 黄 ，

中 有 孤 丛 色 似 霜 ”的 感 叹 ；皇 甫 冉

有“ 不 见 白 衣 来 送 酒 ，但 令 黄 菊 自

开 花 ”的 吟 唱 。 宋 代 ，重 阳 赏 菊 盛

况 超 越 前 代 。 明 清 时 期 ，重 阳 赏 菊

活 动 已 普 及 民 间 。 潘 荣 陛《帝 京 岁

时 纪 胜》记 载 ：“ 秋 日 家 家 胜 栽 黄

菊 ，采 自 丰 台 ，品 类 极 多 。 惟 黄 金

带 、白 玉 团 、旧 玉 团 、旧 朝 衣 、老 僧

衲 为 最 雅 。 酒 炉 茶 设 ，亦 多 栽 黄

菊 ，于 街 巷 贴 市 招 曰 ：‘ 某 馆 肆 新 堆

菊花山可观。’”

沈 周（1427—1509），字 启 南 ，号

石田，晚号白石翁，明代绘画大师、书

法家，江苏苏州人。沈周的绘画弘扬

了文人画的传统，将诗书画进一步结

合起来。早年多作小幅，40 岁以后始

作大幅；中年画法严谨细秀，用笔沉

着劲练，以骨力胜；晚岁笔墨浑厚，线

条老辣，意境深远。《盆菊幽赏图》，纸

本设色，纵 23.4 厘米，横 86 厘米，画面

中杂树数株，枝叶茂盛，垂柳摇曳，有

的树叶已经变成黄红色，表现的是金

秋时节，秋高气爽。茂树掩映一座草

亭，四周以栅栏隔成庭院，院里置若

干盆菊花，盛开怒放，争奇斗艳。亭

内三位雅士围坐在一张桌子前，饮酒

赏 菊 ，意 态 悠 闲 ，一 童 子 持 壶 侍 立 。

草亭周围块块岩石分布得体，庭院中

小草点缀其间盎然生趣。对岸沙洲

芳草萋萋，林木葱郁，景致优美。

此画构图严谨，笔法工致，布局

缜密，属沈氏中年细笔画风。作品所

表 现 的 是 典 型 的 江 南 景 致 ，布 势 疏

朗，景物宜人。着色艳丽饱满，丰富

而颇有质感。画家在着力追求客观

景致原本风貌的同时，既发挥出自己

意 欲 达 到 的 疏 朗 效 果 ，又 透 溢 出 董

源、巨然以及“元四家”作品的意境韵

致，可谓功力甚厚。此画中三位文人

显然是赏菊的主人公，但是与画家精

心描绘的草亭、树木、盆菊相比，人物

用笔不多，草草而成，却以概括的形

体点出了人物活动的主题。

画 中 作 者 自 题 ：“ 盆 菊 几 时 开 ，

须 凭 造 化 催 。 调 元 人 在 座 ，对 景 酒

盈 杯 。 渗 水 劳 童 灌 ，含 英 遣 客 猜 。

西 风 肃 霜 信 ，先 觉 有 香 来 。”清 乾 隆

皇帝在画上步原韵御题五言诗：“图

中 生 面 开 ，秋 意 镇 相 催 。 篱 下 香 盈

把，霜前酒当杯。画诗皆可入，蜂蝶

岂 容 猜 。 展 卷 清 吟 处 ，重 阳 得 得

来。”

此画为清宫旧藏，《石渠宝笈》有

著录。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国民间传统

节日——重阳节。在浩瀚的联海中，

有不少嵌有“重阳”或“重九”两字的

对联，读来妙趣横生。

清代京城一观察天象的机关撰

有这样一联：“夏至酉逢三伏热，重阳

戊遇一冬晴。”联中“酉逢”，指逢酉，

如逢乙酉、丙酉等，“戊遇”指逢戊辰、

戊寅等。此联源于民谚：“夏至有雷

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联语巧

借谚语，妙嵌节令，读来自然贴切，无

牵强之嫌。

清代对联大师纪晓岚曾为清高宗

八十大寿撰一寿联，联云：“八十君王，

处处十八公道旁介寿；九重天子，年年

重九节塞上称觞”。联中“十八公”，隐

“松”字，为寿征；“介寿”，助寿；“九

重”，指古代帝王的居所；“重九节”，又

名“重阳节”，即清高宗寿日正逢重九

节；“称觞”，举杯祝酒。联中巧用“八

十”和“十八”、“九重”和“重九”互换，

信手拈来，奇巧绝妙，妙趣横生。

相传，一年重阳节，明代大画家

文征明路遇一书生，那书生吟一上联

要求作对，联云：“上旬上，中旬中，朔

日望日。”农历每月的朔日、望日分别

在上旬之初和中旬之中，且联语中有

四处相重。文征明随口应对：“五月

五，九月九，端阳重阳。”上下联自然

天成，不露斧凿之痕，堪称妙对。

古时一姓陈的才子，常与一姓李

的才子作对互娱。一次重阳节，两人

路 过 一 湖 畔 ，陈 才 子 吟 道 ：“ 日 光 端

午，清明水底见重阳。”李才子也不甘

示弱，脱口而出：“天气大寒，霜降屋

檐成小雪。”两人不禁相视一笑。上

联巧嵌“端午”“清明”“重阳”三个节

气名，下联巧嵌“大寒”“霜降”“小雪”

三个节令名。以天寒对日暖，形象鲜

明，意境优美，别有一番情趣。

据 传 从 前 一 少 年 ，才 学 过 人 ，

一 年 之 内 ，在 端 午 节 前 应 童 子 试 ，

秋 九 月 重 阳 节 后 应 乡 试 ，两 次 应 试

都 顺 利 通 过 ，于 是 有 人 撰 联 庆 贺 ，

联 云 ：“ 端 午 以 前 ，犹 是 夫 人 自 称

曰 ；重 阳 而 后 ，居 然 君 子 不 以 言 。”

乍 看 此 联 难 以 理 解 ，其 实 ，上 联 的

后 半 句 出 自《论 语·季 氏》“ 夫 人 自

称曰童子 ”，隐去了“童子 ”；下联的

后 半 句 出 自《论 语·卫 灵 公》“ 君 子

不 以 言 举 人 ”，隐 去 了“ 举 人 ”。 这

样 ，就 明 白 此 联 意 为 ：端 午 前 你 还

是 童 生 ，重 阳 节 后 ，你 便 成 了 举

人。联语贴切，独具匠心。

重阳佳日宜赏菊
——沈周《盆菊幽赏图》赏析

□ 郑学富

情趣盎然“重阳”联
□ 缪士毅

“艺”彩纷呈映赣鄱
□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兴旺 文/图

篆刻 《苏轼·念奴娇· 赤壁

怀古》 释文：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

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

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

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

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

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刘夏塘（90岁）刻

沈周《盆菊幽赏图卷》（辽宁省博物馆藏）

名作赏析

文化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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