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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学富

冷枚（1669年—1742年)，
字吉臣，号金门画史，山东胶
州人，清代宫廷画家。冷枚的
祖先是元末著名画家冷超
岩，由于他为元顺帝画肖像
有功，元顺帝赏给他胶州黄
埠岭土地若干顷，于是后人
世代在此居住。

冷枚师承清初宫廷画家
焦秉贞，颇得师传，并能融会
贯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
风格。他的画作吸收了西洋画
法，工笔中带有写意，笔极精
细，亦生动有致，古人曾以“工
丹青，妙设色，画人物尤为一
时冠”来评价他的画作。

康熙二十七年左右，在
老师焦秉贞的介绍下，冷枚
进入宫廷，受到康熙赏识。在
康熙五十年左右，他已成为
内廷画院的领班人物。

有一年中秋节将至，康熙

皇帝下旨令冷枚绘制一幅玉
兔之作，这是因为玉兔在古时
被称为瑞兔，是祥瑞之兆。冷
枚接到任务后，只用几天时间
便完成了一幅《梧桐双兔图》，
康熙看后大为赞赏，赞道：“兔
为明月之灵，世间能绘玉兔祥
瑞，灵气者唯冷枚也。”

《梧桐双兔图》，绢本设
色，纵176 . 2厘米、横95厘米，
现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图是
一幅中秋节题材的画作，图
中梧桐挺拔、桂花飘香，梧桐
叶绿中泛黄，使人感觉到秋
风萧瑟，亦可看出冷枚观察
生活细致入微。

梧桐是秋天的象征，又
寓意高洁美好的品格。《诗
经·大雅·卷阿》说：“凤凰鸣
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
彼朝阳。”在《梧桐双兔图》
中，梧桐树下，两只白兔正在
兴高采烈地嬉戏玩耍，双兔
工笔写实，造型准确生动，细
腻的白兔绒毛被逐根勾勒出
来，几块山石点缀得恰到好
处，于坚硬中见峻峭之美。整
幅作品构图疏密有致，冷暖
色调对比融洽，尽管表现的
是仲秋时节的景致，却让人
感到节日的融融暖意。

在清康熙年间，冷枚还画
了一幅《赏月图》。中秋赏月是
中国流传几千年的传统习俗。

《晋书》记载，早在晋代就有中
秋泛江赏月之俗，中秋赏月繁
盛于唐代，并演绎出许多传奇
故事，使中秋文化充满瑰丽多
姿的色彩和浪漫迷人的魅力。

《赏月图》描绘了一位文人静
坐独赏明月的场景，展现出一
种别致的情趣，描绘了寂寥、
冷清、沉静的中秋之夜。

《赏月图》，纵119 . 8厘米、
横61 . 2厘米，现收藏于台北故
宫博物院。画中文士头戴乌
纱帽，身穿紫色朝服，怀中放
着一柄如意，正坐在桂花树
下，仰望着天空中的明月，若
有所思。一童子站立在他的

身旁，手中捧着一个白瓷盖
碗，白瓷盖碗与天上一轮皎
月相得益彰，更趁出赏月之
人的玉壶冰心；另一童子手
执饰有双凤纹的障扇，立于
身后。在《赏月图》中，文士身
后的桂花树高大挺拔、树叶
葱绿、桂花盛开，仿佛可以闻
到一阵阵幽香，平添一份清
凉之意，也使月光显得分外
皎洁。画中明暗对比的表现
手法，巧妙借鉴了西洋光影
技法，增强了画面的层次感。

冷枚在康熙时期受到重
用，到了雍正时期却被冷落，
还被逐出宫廷画院，乾隆慧眼
识才，登基后又将冷枚招进宫
中。乾隆很喜欢冷枚的《赏月
图》，他令画师临摹此图，将画
中的文士换成自己，并将画作
取名《弘历赏月图》。画中，明
月高悬、湖水清清，一棵桂树
下，乾隆模仿士人装扮，怀抱
如意、侧身跷腿，悠闲地坐在
桧木椅上，举头望向明月，脸
上充满了兴致。身后一个童子
手捧朱漆茶盘，上置青花盖
碗，另一小童持扇而立，场面
惬意、舒畅。因乾隆有喝茶的
嗜好，画中旁侧的双层斑竹茶
架中整齐摆放着茶具，有不同
尺寸的茶罐、茶壶、茶碗、水盆
和茶箱。乾隆帝对这幅仿品很
满意，还饶有兴致地赋诗《弘
历赏月图》。

冷枚在宫廷供奉了近半
个世纪，有人称他为“以画供
奉内廷最久”的清代画家。冷
枚晚年在乾隆造办处内创作
的作品与画稿有五六十件
(套)以上，其题材非常广泛，
有人物、佛道、鸟兽、马龙、建
筑园林、宫廷器皿、历史故事
等等。令人遗憾的是，冷枚当
年在圆明园的众多精心创作
都随着英法联军的抢掠和焚
烧而化为灰烬。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枣
庄市政协文史馆馆员、枣庄
市首批社科智库专家）

在沂蒙红嫂中，曾经
有这样一位女性，为了革
命，忍痛将自己的女儿卖
掉，换回20斤粮食给八路
军当军粮。战士们发觉此
事后，无不为之感动得落
泪，纷纷凑钱将孩子赎
回。她就是被战士们称为

“革命母亲”的方兰亭。因
夫家姓周，人们亲切地叫
她“周大娘”。

方兰亭 ( 1 8 8 9年—
1964年)，山东兰陵县卞庄
镇月庄村人，她的家乡是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四
县边联地区。方兰亭的丈
夫周振苍是共产党地下
交通员，受其影响，方兰
亭于1938年2月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1939年秋，周
振苍送情报时不幸被日
军逮捕杀害。残忍的日本
鬼子把他的头颅割下来
挂在了村东门炮楼子上，
以此恐吓抗日群众。敌人
的残暴并没有吓倒方兰
亭，她强忍着巨大悲痛，
毅然接下了地下交通员
的工作。为了躲过敌人的
搜查，她经常把情报藏在
自己的发髻里，凭着灵活
机智，一次次顺利完成了
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1939年冬，边联县委
在管流庄(今属费县新庄
镇)召开群众抗战动员大
会，遭到了国民党费县县
长李长胜等人的武装镇
压。李长胜下令国民党保
安团对正在开会的抗日
群众开枪射击，造成6名
群众死亡，20多人受伤，
自卫团300支枪被抢，这
就是骇人听闻的“管流庄
惨案”。惨案发生后，身为
温河县妇救会长的方兰
亭不顾年老体弱，冒着刺
骨寒风，代表边联机关去
各村慰问死难者家属。为
了揭露国民党暴行，方兰
亭还组织死难者家属去
国民党112师师部请愿示
威。那天她身穿孝衣，走
在请愿队伍的最前面，到
了112师师部驻地门前，
她带着老老少少跪在雪
地里，围住司令部呼号，
寒风凛冽，哭声震天。112
师师长霍守义开始还逃
避，不见请愿群众，后来
见事情闹大，怕不好收
场，只好答应了抚恤死难
者、撤销李长胜县长职务
的要求。后来，因方兰亭
组织请愿队伍、安排群众
生活的事迹突出，鲁南区
党委为她记特等功一次。

在边联县委整编当
地土杂武装石邦杰部的
过程中，方兰亭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石邦杰曾被日
军追捕，逃入方兰亭家，
是方兰亭救了他的性命。
石邦杰拉起了抗日队伍，
但是，跟着共产党八路军

还是跟着国民党，他心里
没有主意。方兰亭主动向
组织要求去做石邦杰的
工作。方兰亭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石邦杰口服心
服，最终率部300余人加
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
队伍。

1940年，边联县内遭
受灾荒。日伪军到处抢
劫，人民生活极端困苦。
八路军不忍加重人民负
担，都节衣缩食，吃糠咽
菜，个个面黄肌瘦。当时，
方兰亭的家里住着115师
后方司令部的一个班。方
兰亭一家与战士们相处
得非常好，亲如一家人。
看到战士们每次打仗回
来，没有粮食只能吃糠，
方兰亭心里非常难受。怎
样才能让战士们吃饱，有
力气打仗，这是她脑子里
一直盘算的事情。可是，
到哪里去弄粮食呢？孤儿
寡母能有什么好办法呢？
自从丈夫牺牲后，方兰亭
拉扯着三个女儿生活，最
小的女儿小兰才5岁。看
着一个个面黄肌瘦的战
士，再看看自己的女儿，
方兰亭作出了一个惊人
的决定。她私下打听了一
户人家，偷偷地把小兰卖
给这户人家做童养媳，换
回了20斤谷子。夜里她把
谷子磨碎，掺点糠菜烙成
煎饼。

第二天早晨，饥饿的
战士捧着香喷喷的煎饼，
边吃边问：“大娘，你从哪
里弄来的粮食？〞方兰亭
笑着说：“大娘出去借的，
下来谷子还他就是。”

过了一天，战士们忽
然发现活泼可爱的小兰
不见了。平时打仗回来，
战士们总是喜欢哄小兰
玩。正当战士们焦急纳闷
时，首长李梓斌回来了，
向战士们说出了真相。当
战士们得知方兰亭为了
能让他们吃饱饭竟然把
自己的孩子卖掉的消息，
心里都很不是滋味，纷纷
哭着跪倒在方兰亭面前，
泣不成声。战士们立即把
兜里的钱全部拿出来，找
人将小兰赎回来。李梓斌
当即召开部队大会，高度
赞扬了周大娘的爱军精
神，他激动地说：“自古都
说爱兵如子，周大娘可算
是爱兵胜于子。”从此，

“爱兵胜于子”的故事，在
部队广泛流传开来。战士
们觉得方兰亭比亲娘还
亲，都称她是“革命母亲
周大娘”。

解放战争中，方兰亭
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荣
立一等功。1948年，调费
县实业科工作。同年底，
方兰亭在淮海战役支前
工作中立三等功。

“革命母亲”周大娘

“孔庙三碑”的庙堂之气
□周惠斌

“孔庙三碑”是指位于曲阜孔
庙大成殿东庑内的三块古碑，分别
为“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它
们是享誉中外的历史人文遗迹，被
历代金石家、书法家奉为“汉隶圭
臬”。

“乙瑛碑”全称“汉鲁相乙瑛请
置百石卒史碑”，又称“孔和碑”，刻
立于东汉永兴元年，无额，通高260
厘米、宽128厘米、厚23厘米，共18
行，满行40字。碑文记述了司徒吴
雄、司空赵戒将前鲁相乙瑛代孔子
后人之言上书，奏请在孔庙设置掌
管祭祀和礼器的专职官员“百石卒
史”，汉桓帝准允，因乙瑛当时已去
职，后以孔和补任。

“乙瑛碑”碑末刻有“后汉钟太
尉(锺繇)书，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
题记”，但据稽考，所谓钟繇书丹乃
后人伪托。“乙瑛碑”法度谨严、布
局平实，横成行、竖成列，字距略大
于行距，方整中有顿挫之势，平正
中显秀逸之态。结体端庄匀适，字
势开张、左右拓展、俯仰有致、向背
分明。字形方圆兼顾，注重笔画的
曲直平斜、粗细刚柔、轻重徐疾的

变化，讲究笔势的穿插避让、高低
疏密的关系。

“礼器碑”全称“汉鲁相韩敕造
孔庙礼器碑”，刻立于东汉永寿二
年。碑无额，通高227 . 2厘米、宽102 . 4
厘米，四面环刻文字。碑阳16行、满
行36字，记述鲁相韩敕倡议修饰孔
庙、增置礼器之盛事，碑末有韩敕等
9人题名。碑阴3列、每列17行；左侧3
列、每列4行；右侧4列、每列4行，皆刻
捐资立石者的姓名和数额。

“礼器碑”行距紧凑、字距疏朗，
结体上下精密，呈梯形状，左右伸
展、横势宽绰、粗细有致，寓欹侧于
平正中，寄疏秀在严密内。笔画以方
为主，略带圆意，竖画外柔内刚，折
画形断势连，撇画略取侧势，捺法圆
润劲险。碑阳部分纵有序、横有列，
字距宽、行距密；碑阴则纵有序、横
无列、行距适度、字距参差。

“史晨碑”亦无额，通高231厘
米、宽112厘米、厚22 . 5厘米，因是一
石双面，两碑同刻，又名“史晨前后
碑”。

前碑全称“鲁相史晨奏祀孔子
庙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三月，有
17行，每行36字(因每行末字掩埋于
原石座中，旧拓多为35字)，字径3 . 5

厘米，记载时任鲁相史晨和长史李
谦祭祀孔子的奏章。

后碑全称“鲁相史晨飨孔子庙
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四月，有14
行，每行35字至36字不等，记载祀孔
和飨礼盛况，文后有武周正书题记
4行。“史晨前后碑”迄今磨损极少，
完整可诵，书风相类，笔致如出一
人，传为蔡邕所书。

“史晨碑”碑文近千字，起笔露
而能藏、尖而寓圆，其横笔取势平
稳，竖笔劲挺稳健，斜向撇捺，极意
伸展；左撇收缩，右捺舒展。结字扁
平方正，呈方棱形；章法布局，横平
竖直，纵横有列、井然有序，体现出
儒家崇尚“中和为美”的审美情趣。

“孔庙三碑”作为汉代中后期
隶书鼎盛时期的典范之作，久负盛
名，唐宋以降，历代金石书家对它
推崇倍至，清代金石学者翁方纲

《所著两汉金石记》称“乙瑛碑”为
“汉隶之最可师法者”。

“孔庙三碑”对我国书法发展
影响深远，是后人学习隶书的入门
范本。唐代史惟则、梁升卿，清代郑
簠等，皆喜临“乙瑛碑”。

（本文作者为上海市崇明区博
物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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