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 90 周年。让我们在欣赏

历年来发行的长征题材邮票中，重温革命先辈用生命和

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遵义会议，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一个

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是长征途中一次挽救党和红军命运

的重要会议。1965 年 1 月 31 日，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30
周年，中国邮电部门发行了《遵义会议三十周年》纪念邮

票，其中第三枚为“娄山关大捷”（图 1）。娄山关大捷是遵

义会议召开后，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邮票画面中，

娄山万峰插天，苍山如海，夕阳如血，红军战士急速前进，

毛泽东同志站在高地凝视远方。

1985 年 1 月 15 日，邮政部门发行了《遵义会议五十周

年》纪念邮票，一套 2 枚，图案分别为“遵义会议”“红军胜

利到达陕北”（图 2）。“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图案取自画家

赵域创作的同题油画作品。

1996 年，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六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2 枚，其中“三军大会师”

（图 3），是根据油画家蔡亮、张同凝夫妇共同创作的油画

作品设计而成的。三军大会师是指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

师，这也宣告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结束。

2006 年 10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

年》纪念邮票发行，含 4 枚邮票和 1 枚小型张邮票（图 4）。

4枚纪念邮票图案分别以油画家靳尚谊、彭彬、刘国枢、张

文源的油画《送别》《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过草地》为

主题，小型张则以国画家李宝林、周顺恺的国画《大会师》

为主题。这套邮票的特别之处，是依据长征征途地点顺

序设计的。

为纪念遵义会议召开 80周年，2015年 1月 15日，中国

邮政在遵义会议旧址发行了《遵义会议八十周年》纪念邮票

一套2枚，图案分别为“遵义会议旧址”“遵义会议”（图5）。

2016 年 10 月 22 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工农红军长

征胜利八十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6 枚。该套邮票由画家

沈尧伊设计。作者以其对长征特别的情愫和浪漫主义的

表现手法，展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伟大壮举。邮票

图案分别为“长征出发”“遵义会议”“四渡赤水”（图 6）“过

雪山草地”“胜利会师”“缅怀先烈、不忘初心、走好新的长

征路”。

1936 年 10 月 22 日，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

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长征，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红军创造的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国革命的光

辉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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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4日下午，“傅抱石：二十世纪山

水画的高峰”特展座谈会在江苏省国画

院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傅抱石研究专

家、学者、书画名家等，围绕傅抱石的艺

术成就、社会影响、历史意义等议题分享

研究成果。

11月 5日，“傅抱石的新时代意义”研

讨会在江西新余学院召开，来自省内外

的 30 余名知名艺术家、学者，从不同视角

畅谈对傅抱石艺术的理解。

11月 7日，作为傅抱石学习和工作过

的母校豫章师范学院，以“江山多娇”为

主题举办纪念傅抱石诞辰 120 周年学术

研讨会，来自江苏、陕西、广东等地的专

家学者，围绕傅抱石艺术各抒己见，并致

敬这位艺术巨匠。

几乎是连着三天，江苏、江西两省三

地先后举办傅抱石学术研讨活动，彰显

三地对傅抱石诞辰 120 周年这一重要时

间 节 点 的 重 视 。 通 过 这 些 研 讨 会 的 发

言不难发现，傅抱石在艺术上的创新精

神，在后人的敬仰中，在专家学者的研讨

中，总能常学常新。综合三地研讨会发

言及与部分美术界人士的交流，有以下

观点或话题值得关注。

傅抱石一枚自刻印章“其命维新”，

是他艺术上坚持创新最有力的表白。其

命维新，也是诸多专家对傅抱石一致称

赞并能屡屡谈出新意的一方面。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于 量 以

《政 治 叙 事 与 民 众 情 感 ：傅 抱 石 文 化 符

号 的 双 重 性》为 题 ，剖 析 了 傅 抱 石 描 绘

新 中 国 新 风 貌 题 材 主 题 性 创 作 的 典 型

特 征 与 成 功 经 验 。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自

然 与 社 会 发 生 了 巨 大 变 化 ，这 促 使 傅

抱 石 以 及 以 他 为 代 表 的 新 金 陵 画 派 在

艺 术 上 进 行 了 大 量 革 新 ，包 括 图 像 内

容 、创 作 方 式 以 及 图 像 传 播 路 径 上 的

创新等。

北京画院理论部研究员马明宸是资

深的新金陵画派研究学者，他从艺术创

作 实 践 的 角 度 梳 理 了 傅 抱 石 的 创 作 生

涯，认为傅抱石对山水画的变革主要在

于语言形式层面、意境转换与笔墨形式

层面。

南京博物院艺术研究所副所长楚小

庆认为，傅抱石的艺术地位及时代意义

都 是 伴 随 其 作 品 的 艺 术 高 度 和 历 史 性

突 破 而 产 生 的 ，“ 傅 抱 石 自 身 所 反 映 的

品质就是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 古 、勇 于 改 旧 弊 、不 惧 新 挑 战 的 民 族

精神特征”。

在绘画技法这一具体层面，傅抱石

有“抱石皴”等技法创新，这也是专家学

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江苏省国画院画家、傅抱石纪念馆

原馆长徐善认为，傅抱石作画并不讲究

特殊技法，他最大的成就在于把“散锋笔

法 ”发 挥 到 极 致 ，猛 刷 猛 扫 ，气 吞 山 河

……在他的雨景画中就能充分体会到这

一点。

马明宸说，傅抱石将写生元素自然

融进自己的创作，其次是皴法与色法的

结合十分自然和绵密，再则空间层次的

表现是其非常重要的特色。

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庞鸥认为，傅抱

石等大家在中国画发展中全力把中国画

向前推动。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大家，正是

将自己的笔墨语言发挥到极致，解决了很

多中国山水画无法解决的师造化、中国画

如何往前走的问题。

随着新的研究史料不断被发现，有

关 傅 抱 石 的 研 究 也 呈 现 出 新 的 视 角 和

观点。

江 西 师 范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副 教 授 、

日 本 东 京 大 学 艺 术 史 博 士 后 研 究 员 郑

子 路 ，基 于 其《傅 抱 石 与 金 原 省 吾 ：日

本 武 藏 野 美 术 大 学 馆 藏 资 料 考 略》论

文 的 研 究 基 础 ，展 示 了 在 武 藏 野 美 术

大 学 见 到 的 馆 藏 傅 抱 石 书 画 、金 原 省

吾 日 记 ，以 及 与 傅 抱 石 相 关 的 书 信 原

件 、书 籍 等 珍 贵 文 献 资 料 。 他 表 示 ，这

些 资 料 的 文 献 价 值 很 高 ，有 助 于 促 成

其 与 研 究 者 们 共 享 的 研 究 工 作 ，如 金

原 省 吾 日 记 中 涉 及 傅 抱 石 的 内 容 多 达

百余处，集中在 1934 年、1935 年和 1936
年 ，比 较 全 面 地 再 现 了 傅 抱 石 与 金 原

省吾的交往过程。

南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陈露副教授

认为，傅抱石在 1933 年至 1937 年赴日留

学 与 南 京 执 教 期 间 ，每 年 都 要 回 南 昌 ，

频率之高，可见其乡情之深。傅抱石能

够留学深造，更离不开青年时期如左莲

青、王易、朱念祖、彭醇士等名人以及新

余樟塘村父老的培养与扶持。可以说，

青年傅抱石的横空出世，正是来自于江

西 文 人 群 体 的 有 力 擎 托 和 江 西 历 史 文

化 底 蕴 的 浸 润 。 傅 抱 石 也 在 江 西 积 淀

起深厚的传统艺术学养，并激励自己走

上 推 陈 出 新 之 路 。 在 我 们 探 讨 傅 抱 石

艺术的传承与弘扬时，也不应忽略他对

江西艺术的传承与弘扬。

“一名艺术家，特别是一个非常有成

就的艺术家，从他的出生地、年龄、阅历

以及他遇到了什么人、帮助了他什么，这

在书本上是难以见到的。傅抱石在南昌

成长过程中的相关研究特别值得重视。”

江西省美术家协会原副主席罗坚认为，

南昌市于 2021 年主办的“家园雨露——

傅抱石南昌朋友圈翰墨遗存研究展”是

一个好的开始，相关研究还应继续深入

下去。

有专家指出，傅抱石一生刻印约 3000
方，跟其绘画作品的数量相当，因此从印

章角度展开对傅抱石的研究，是一个有意

义的视角。根据最新史料显示，傅抱石在

重庆生活工作之后，刻印大大减少。他给

一名藏家的回信中提及“入川后，非好友

绝不捉刀”。这一史料说明，傅抱石一生

多数印章是在南昌完成的。

此外，研讨会还有一个小插曲，作为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中最具创造性的美术

家，傅抱石出生在南昌是一个清晰的事

实，但有的省外媒体记者却不知晓，报道

称傅抱石“出生在新余”。

新余是傅抱石的祖籍地，南昌是其

出生地，南京则是他的定居地，三地共同

见证了傅抱石成为百年艺术巨匠的辉煌

一生。正如新余市博物馆馆长高增忠所

言，傅抱石是民族文化的坚守者、爱国精

神的践行者、人格魅力的塑造者。其命

维新，永世流芳。

（配图均为傅抱石作品）

艺术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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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邮票 话长征
□ 胡胜盼

“其命维新”永流芳
——三地举办纪念傅抱石诞辰120周年研讨活动观察

□ 陈米欧

吉安，古称庐陵。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自谓“庐

陵欧阳修”，用的是故乡的古称。正因为他这一呼，遂

令“庐陵”二字震烁文坛，使吉安后学们无不喜欢称籍

贯为“庐陵”。文天祥有诗“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

更让“庐陵”有了不容玷污的神圣感。

笔者近来发掘整理吉安历代先贤的书画作品时发

现一个独特现象，很多吉安人在落款时也喜欢沿用“庐

陵”古称，如南宋杨万里，明代解缙、杨士奇等。还有一

些吉安人，父辈之前早已落籍他乡，却仍以庐陵人自

居，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欧阳玄、杨文骢、周炼霞。欧阳

玄的曾祖父已迁居到湖南浏阳，但他仍然署“庐陵欧阳

玄”；杨文骢的先人杨德“以功授千户，征蜀著功，调守

黔”，落籍贵州，但他喜欢自署“吉州杨文骢”；周炼霞的

父亲任候补长沙知府，她出生于湖南，12 岁时便移居上

海，但她的画作上仍署“吉安周炼霞”。庐陵，已不再是

一个单纯的地域概念，更像是一个精神坐标或文化图

腾，沁入他们的血液和生命之中。

历经岁月的变迁，吉安大地上很难找到有关“庐

陵”的文化遗痕。今年早春有朋友告知，在吉州区博物

馆内草地上闲置有一块刻有“庐陵”字样的横条石匾。

这正是古老“庐陵”的物证。近日，笔者携子唤友一起

将此二字拓下来，并心想跋段小文，以作瞻仰自勉。

唐文治先生说过：“爱国不在空言，当先爱乡。爱

乡不在空言，当先爱乡先哲。爱乡先哲不在形迹，而在

精神。”庐陵“文章节义、忠正刚烈”的精神特质，永远是

我们的文化基因和立身守则。望着这两个字，仿佛有

无数庐陵先贤也在望着我们，目光、雪光、吉祥光，光照

千古；剑气、文气、浩然气，气贯长虹。某日，当气蕴于

胸，稿成于腹，研墨拈笔，欣然题跋如下：

庐陵，吉安之旧称也。秦并天下，分三十六郡而治

之，始有庐陵县，属九江郡。隋改吉州，元称吉安。其

文明史，上溯至商代，有新干青铜证之。然人文之兴，

肇之于唐。颜鲁公为吉州司马，广置学舍，以兴起斯文

为己任，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至北宋，欧阳修出，为副

宰，为文宗，其于《醉翁亭记》文末一呼“太守谓谁？庐

陵欧阳修也”，遂使“庐陵”二字彪炳文苑，烛照千秋。

至南宋，杨万里诗风独秀，清新圆活；江万里创白鹭洲

书院，而有文天祥出，状元宰相，忠臣孝子，千古一人而

已。至明代，科甲天下，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

三状元，解缙、杨士奇卓然其间也。其余良臣学者、诗

家文伯则不可胜计矣！

庐陵人以文章节义为崇，以著书立说为要，以家国

天下为怀，斯固民风所浸，亦有过化名流熏教之功。黄

山 谷 之 任 泰 和 ，胸 分 泾 渭 ；王 阳 明 之 知 庐 陵 ，此 心 光

明。是庐陵成全其人，其人亦成全庐陵也。故庐陵，非

地域之概念也，亦精神之坐标耳。庐陵者，非庐陵人之

庐陵，亦天下人之庐陵也。吾为庐陵之子，与有荣焉；

光我庐陵之风，又岂敢辞焉？！

闻说吉州区博物馆内闲置一石，上刻“庐陵县公

治所”六大字，乃为民国时物。庐陵县一九一三年改

称吉安县，自此“庐陵”二字退出历史，空成怀想。怀

之无凭，特拓此二字悬于斋壁，自有先贤庇护，文光焕

发耳！

“庐陵”拓碑记
□ 王渐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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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遵义会议三十周年》纪念邮

票之“娄山关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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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太华》（南京市“傅抱石：二十世纪山水画的高峰”特展展品，南京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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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陵”拓片及作者自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