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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上名家

书架

杂谈

日前，我省画家于千翔先生书画艺术
作品160余幅在甘肃省艺术馆与广大书画

爱好者和亲朋好友见面。
于千翔，1948 年出生于甘肃，祖籍浙

江。八十年代初开始在甘肃书画界斩露头
角，1992年率先在深圳举办书画展,从1993
年开始，先后在兰州、天津、山东、新疆、杭
州、江西等地举办个展和联展。书法作品
在全国外贸系统大展上获特等奖并在甘肃
省首届书法中青展上获三等奖。书画作品
被《书法报》《中国书画报》《国画家》《甘肃
日报》等媒体刊发和专题介绍，2011 年出
版《于千翔花鸟卷画册》。

于千翔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言传身教
下开始临习古代书法经典，从秦篆汉隶到
晋唐碑帖，无不下过铁杵成针的功夫。他
还从小学习绘画，常常带着画夹四处写
生，牧场雪岭、人物驼马，乃至巍峨的群
山、广袤的戈壁滩，无不纳入自己的写生
簿。他研习过素描速写，尝试过版画水

彩，油画上更是下过大功夫。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于千

翔先后为自己起了三个书斋名：
寒笔斋、养心堂到现在的六宝居，
每一次更改书斋名，既表露了他
心路历程中的蜕变和飞跃，也展
现出其艺术历程的转进与升华。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于千
翔曾先后在深圳、兰州、乌鲁木
齐、天津等地举办个展和联展，百
余件书画作品被美国、日本、德
国、香港、台湾商社和私人收藏。
进入本世纪后，他为甘肃及外省
近 20 多位著名书画家撰写评介
文章，并策划了“陇南万象洞书画
笔会”“纪念毛泽东诞辰 120 周年
甘肃当代书画家邀请展”等大型
艺术展览活动。

冥冥之中，似乎
艺术女神一直牵着他
的手往前走。在新疆
生活了38年，当兵、当
工 人 、进 报 社 、搞 宣
传，都为他日后艺术
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新疆迤逦的自
然风光、深厚的历史
文化、多姿的民俗民
情，成为他源源不绝
的书画艺术的创作动
力。 如今，已步入花
甲之年的于千翔外表
和内心还像年轻人一
样充满激情与活力。

于千翔是一位有
大气派而又细腻的文

人画家。他善于在生活中发现自然美，并
以自己独特的笔墨、色彩、语言，表达内心
的诗意感受。他的画构图多采用满构图，
使画面富有张力，显的充实饱满。有些作
品虽然略显清冷委婉，但是画面毫无刻
意，自然天成，更显作者平和的心态，这和
当下一些入时的花鸟画相比更多了一种含
蓄之美、文气之美，彰显出他作品非同一
般之处。

于千翔又是一位把书法的书写性融入
花鸟画中体现自己鲜明个性面貌的画
家。他以干湿浓淡变化的线书写花卉，
造成画面的层次，形成跳跃的节奏与韵
律，使作品在整体上传达出优雅、高贵的
美感气息，也展现出他很强的笔墨凝练而
传神表达
物象的功
力。他曾
潜心完 成
一幅高两
米、宽六米
的《 幽 兰
图》。这幅
作品的笔
法可以说
完 全 是把
兰花的君
子之气淋
漓尽致 地
表现出来，
外显一种
张力，达到
了“画气不
画形”的古
意和时代
新趣。

这个初秋，因为单田芳等艺术大
师的辞世而平添了几分伤感。突如其
来的讣告引得舆论场陷入集体追忆：

“放学了就往家跑，准点打开话匣子”
“那沙哑的声音把忠孝节义讲得深入
人心”……在几代人心中，单田芳这个
名字不仅是评书的代名词，更标注着
难以泯灭的文化记忆。

除却因人事代谢而感伤，亦不乏
媒体发出“仿佛看见一个时代缓缓落
幕”之叹。不知有多少人真正去琢磨，
这个“时代”到底何指？当众人缅怀大
师，实际在抒发什么情感？

在笔者看来，首先意在致敬单老
德艺双馨的艺术人生。这位评书大师
自认是个从小对说书“十分厌烦”的
人，但因人生变故走上这条路后，他就
勤学苦练、精益求精。即便到了耄耋
之年，还保持着凌晨三四点起床录评
书的习惯。一人一桌一醒木，单凭一
张嘴，就构建起了沙场的尔虞我诈、人
生的悲欢离合、历史的跌宕起伏。曾
有盲人听众专程感谢单老，让自己“看
到”如此恢弘的世界。

反观当今的演艺界，德艺双馨似
乎是不切实际的要求，“小花”“鲜肉”
们不耍大牌、不漫天要价、不炒花边新

闻就算好的，倘若能避免抠图、亲力亲
为，就已称得上“敬业”。以单田芳为
代表的老艺人，永葆一颗匠心精进技
艺，坚守一份敬畏严于律己，让我们真
切体悟到了大师之大。舆论对老艺术
家德行的盛赞，何尝不是一次对当下
演艺圈歪风邪气的鞭挞？

更要看到，悼念声中还有深深的
忧虑：作为历史悠久的艺术形式，传统
曲艺不应因大师的离去而消亡，与过
去相比，现在传统曲艺演出场次少、名
角儿缺位，光彩不复当年，谁来继续扛
起“代言人”的大旗？有观点认为，这
是个短视频正当红的时代，人们追求
的是强烈的感官刺激，传统曲艺日渐
落寞是一种必然。实际上，现实并非
如此悲观，以评书为例，喜马拉雅听
书、懒人听书等平台拥有稳定的听众
群体，评书大师们的经典之作位居点
播榜前列。可见，不是当代人不爱听
书了，也不是评书艺术落伍了，而是这
样古老的曲艺形式还没有找到在网络
时代的“正确打开方式”。

面对依然强烈的市场需求以及不
甚乐观的生存现状，是时候为传统曲
艺做点什么了。令人欣慰的是，一些
从业者已经在跨界尝鲜。比如每个周
日上午，五里坨书场都会准时开通网
上直播；有评书新锐尝试跟 VIVA 畅读
等新媒体平台签约合作，利用其渠道
优势打开市场。人事更迭，潮流更新，
但不变的是用心才能赢得掌声的规
律。感悟大师之大，传承大师之德，并
不断与时俱进地探索传统曲艺和网络
时代的连接点，这或许是对逝者最好
的纪念，也是促进传统文化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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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梁庭瑞

胡洪侠的读书集子，取名《夜书房》，
是他历年同名专栏的结集。若干文章分
成四辑，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四句分别列目，竟
然很奇妙，有种浑然天成的贴切。

文章体例大多是书话。以唐弢先生
在《晦庵书话》序言中所言，书话的特征包
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
抒情的气息，它给人以知识，也给人以艺
术的享受。”以钟叔河先生的笑侃：“如果
说书评是妻子，那书话就是情人。”胡洪侠
对这两种说法都赞成。他对书话也有一
番见解：“书话当然要写书人、书事，观书
前、书后，探书里、书外，但须有书魂、书
神、书心、书趣才算数，不然就成了关于书
的废话。”所以，他这本集子，就是要说说
书前书后、书里书外的一些书人书事，书
魂书趣待有缘人自行体会。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恺蒂、张
中行、董桥、黄裳……雅人自有风范。淘
书这类乐事自然也不能少，《查令十字街
84 号》活在故事里，而胡洪侠费力周转求
寻黄裳《珠还记幸》精装本这类心态，痴迷
藏书的人也都是懂得的。以我来讲，我没
有那样的财力，没有那样的眼光和精力，
也没有友人远赴异国帮我淘取《追忆似水
流年》《巨人传》这些原版书籍，唯有经常
埋头孔网或逛逛庙街老旧书店，偶尔捡个
漏，也是雀跃的。

徘徊在“夜书房”之外，而又浸染在
《夜书房》的字里行间。很欣喜，能够遇见
许多老面孔。比如“闲闲书话”，天涯社区
当年的这个读书论坛非常火热，红了多少
读书人，我现在手头还有四卷本厚重的文
萃，想起来真是恍然如梦。比如史景迁，
关于他的争议有不少，胡洪侠说史景迁是

称职的“明星学者”，把历史写得这样动
人，本人这样有魅力，是很难得的，这种观
感正与我相通。卡尔·波普尔的出现让我
有点意外，学者刘擎曾说过，“如果他的告
诫已经成为今天的常识，那么他被淡忘也
正是他杰出的成就。”这位当代西方曾经
最有影响力之一的哲学家，原来还有人和
我一样深刻地记得他那些普遍性的真理。

心气最契合的，还是谈及杨联陞的那
些文章。竟然有四五篇之多，我前前后后
读了好几遍。斯人虽去，弦歌不止。读杨
先生的《汉学书评》，严谨实在罕见，先生
不但对原著啃读细致，介绍细致，最难得
的是他会指出其中的各种讹误。第几页
第几段，哪一句哪个词，不甚妥当，错在何
处，他一一细细道来，态度温和且期许。
老学者的风度与学识着实让我心向往
之。《夜书房》未说《汉学书评》，讲了杨先
生的《哈佛遗墨》，是外孙蒋力搜集62封家
书编撰而成的诗文简，这部书我也是有
的，商务印书馆收在“碎金文丛”里，封面
装帧端庄大气，内文细琐尽显杨先生的生
活情态。胡洪侠与蒋力是知交，得蒙他赠
书，诸多交流，胡洪侠手上还有一部杨先
生读过并签有名字的民国商务版胡适著

《中国哲学史大纲》，真是羡慕嫉妒。这种
际遇真难得。我开着我的窗，清点我床头
的书，勉强得些安慰。

胡洪侠本职是《晶报》总编辑、深圳报
业集团出版社社长，因此《夜书房》很多文
章颇具地方色彩。关于深圳出版业的思
考，深圳的藏书家、作家，几桩书事，几位
书人，有关这个城市的几笔描摹，寄托了
胡洪侠对深圳未来的殷盼。读书人从书
里走到了书外，今夜的月光，照着的，可能
是在读同一本书，走同一条道的人。

一窗明月半床书
——读《夜书房》

□赵青新

农历八月十五是中国传统的中秋佳
节。中秋节月亮圆满，象征团圆，因而又
叫“团圆节”。中秋正值秋意浓浓瓜果飘
香时，所以有的地方把中秋节叫“秋收
节”。中秋，被赋予了团圆和丰收之意，被
人们争相庆祝。那么，古代是如何庆祝中
秋的呢？

中秋拜月始于唐朝。相传某年八月
十五之夜，唐玄宗在宫中祭月时随侍道人
作法，将手中拐杖化作空中银桥后，步入
月宫。但见门楼匾额上书“广寒清虚之
府”，门口的高大桂树下白兔正在捣药，宫
内嫦娥诸仙女在悠扬的乐曲伴奏下，翩翩
起舞。玄宗从月宫归来后，命人整理出暗
自记下的舞曲，命名为《霓裳羽衣曲》。月
宫之所以称“广寒宫”，也与此传说有关。
自此，每年八月十五日，赏月拜月吃月饼
成为中秋节的一个民俗符号。

宋朝赋予中秋新的内涵。“中秋节”的
提法最早出现于南宋吴自牧所著的《梦梁
录》中：“八月十五日中秋节，此日三秋恰
半，故谓之‘中秋’。”后来中秋节被视为

“团圆节”，源头应该在北宋。家家户户在
中秋之夜团圆，文人墨客对酒当歌，有吃
的有喝的还有好玩的，玩得不亦乐乎。北
宋文学家苏东坡在中秋之夜，写下了《水
调歌头》。其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
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一句，把北宋人对中秋节的理解阐
释得淋漓尽致。虽不能团圆，却共一个月
亮，借中秋明月寄托思念之情。

明代流行中秋“送月饼”。中秋节所
食之饼除了“月饼”叫法外，还有“团圆饼”

“团饼”等叫法，正德《建昌府志》中便称，
“中秋，登楼玩月，多用西瓜、团饼，亦取月
圆之义。”明朝不仅对吃月饼更加讲究，还
非常流行将月饼送给亲朋好友。这一风
俗是怎么形成的?据说缘于“走月”活动。

所谓“走月”，就是乘着中秋月圆之际拜亲
访友，馈赠糕点、鲜果等食品。到了清代，
中秋“送月饼”更为流行，并影响到现代人
的节日消费行为。

到清朝后，中秋节偷葱偷菜的风俗非
常流行。在皎洁的月光下，人们结伴去偷
菜。“偷个葱，嫁个好老公；偷个菜，找个好
女婿”，而已婚女子则偷瓜求子。这寄托
着人们美好的愿望，而主人家也非常乐意
菜被别人偷，说越偷越有。

中秋始于唐朝，盛于宋朝。中秋节既
庆祝丰收，又象征着团圆，是最受古人欢
迎的节日之一。

古往今来，人们从不缺少对珍珠的喜
爱，不论是“露似真珠月似弓”，还是“大珠
小珠落玉盘”，珍珠一直以来都是美好、圆
满、高贵的象征。在历史上，珍珠也常常受
到上流社会的青睐，中国孝端皇后的“九龙
九凤”冠，以及戴安娜王妃的“珍珠泪”王
冠，都用到了大量珍珠。

然而，珍珠的魅力却并没有随着时间
的流逝而减弱，现代的人们对珍珠更是喜
爱有加，英国戴安娜王妃就曾说道“女人如
果只能拥有一件珠宝，必是珍珠。”所以收
藏珍珠成了许多人的爱好，但是，有一些人
却发现，他们的“珍珠”买回家不久，表面就
被刮花了，甚至还有“掉皮”的现象，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会“掉皮”的“珍珠”根本不是
真正的珍珠，而是珍珠的模仿者——贝

珠。贝珠，是一种珍珠的仿制品，它的制
作工艺有两种，一种是用贝壳粉挤压滚制
而成，另一种是用天然的海水贝壳打磨抛
光而成。贝珠有银白色、孔雀绿、孔雀蓝、
乌黑等多种颜色，看起来和珍珠极为相
似。

虽然贝珠和珠宝圈很火的“明星”撞
了脸，但是贝珠并不是珠宝。贝珠只能说
是一种工艺品，它还是无法撼动珍珠的地
位的。

形状与大小：由于天然的珍珠呈不同
程度的圆形或不规则形，因此一串项链中
的珍珠大小、颜色、形状很少完全一致，每

一颗珍珠都会有细微的偏差。而贝珠因为
是人工制作，比天然珍珠更容易成型，所以
当你仔细观察一串贝珠项链时，你会发现
每一颗贝珠的圆度特别好，而且大小都会
非常一致。

颜色和光泽：贝珠的颜色一般都是仿
各类珍珠中最顶级的颜色比如纯白、孔雀
绿、深金等，颜色非常艳丽。再加上贝珠的
颜色是浮于表面的，所以贝珠的色泽会不
太自然，比较呆板。它的光泽也是呈平行
的条纹状。而天然珍珠的颜色会比较透
亮，带有金属光泽等伴色。并且珍珠的光
泽是从内部发出的，仔细观察它的光泽是

有层次的，有时还会有环纹。
密度：因为贝珠的密度要小于珍

珠，所以同样大小的贝珠与珍珠相
比，贝珠的重量要比珍珠轻许多。并
且这种重量差异是非常明显的，用手
掂一掂，就可以感受到区别。

表面特征：贝珠为人工制作，因
此外观瑕疵度比较少。而天然的珍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瑕疵。并且贝
珠的颜色是电镀而成的，因此贝珠表
面非常不耐磨，容易被划花，甚至还
可能会掉皮，失去原有的光泽。而珍
珠是由珍珠质包裹而成的，表里如
一，不会“掉面子”的。

探索传统曲艺在网络时代的打开方式

□崔文佳 你的“珍珠”掉皮了 当心可能是贝珠

收藏

□包世军

古人眼里的中秋
□赵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