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涛《细笔山水册》
将亮相嘉德春拍

本报讯(记者 霍晓蕙 实
习生 胡敬爱) 清代四僧之一、

“苦瓜和尚”石涛是当今许多画
家的偶像，他的作品笔法恣肆格
调苍古。记者获悉，石涛难得的
细笔山水作品十开《细笔山水
册》将亮相嘉德春拍，此册小中
见大、流传有序，经多位名家递
藏，十分珍罕。届时一起展拍的
还有3800余件作品，包括书画、
瓷器、家具、油画及雕塑、古籍善
本、邮品、钱币、铜镜等。

“苦瓜和尚”细笔山水

石涛(1630～1724)，清初四僧
之一。本姓朱，名若极，字石涛，又
号苦瓜和尚、大涤子、清湘陈人
等，广西全州人，晚年定居扬州。
明靖江王之后，出家为僧。半世云
游，饱览名山大川，为清初山水画
大家，画花卉也别有生趣。后世倾
慕者尤多，影响数百年至今不衰。

中国嘉德董事副总裁胡妍
妍表示，将亮相嘉德春拍的石涛
细笔山水作品十开《细笔山水
册》，是近十几年来拍卖中罕见
的细笔石涛山水，意境疏淡平
静，是他扬州时期的代表作，尽
现他成熟的笔墨功夫和萧散心
境。曾经清代重要收藏家孙毓汶
收藏，后为上海名画家钱瘦铁收
藏，品相完好，十分难得。目前此
作估价为近四千万元人民币。

此册以渴笔写景，或仰取山
势，或俯摭江河，或写竹里高城，
或写陡壁泉瀑，或作秋涧暮霭，
或作歇雨山村。尺幅虽小而气象
阔大，或悠远，或深邃，或险峻，

命意构思，皆能于奇变中寓平
正。笔墨虽枯而腴，虽淡而厚，轻
松任意，心手两畅，是格韵俱佳
的精作。此作作于康熙四十一
年，石涛61岁，正是定居扬州，专
心画事，艺术大成之时。

五件《石渠宝笈》著录之作

据悉，另有五件清宫内府典
藏并著录于《石渠宝笈》的作品
现身，其中，最为珍罕的是恽寿
平《载鹤图及致王翚信札》手卷。
据《石渠宝笈》记载，清代内府共
收藏各类书画作品近万件，而恽
寿平的作品仅有56件。此件保存
有乾隆宫廷特制的“画袱”，上书
当年经由御用鉴定专家所作的

品评：“真迹，上等。”是为难得。
该作取法唐伯虎，有一种潇洒逸
宕的灵气，是恽氏画的极精佳
作。其上有其挚友王翚的题识，
评骘画艺，感怀旧谊，言出由衷。
尤其难得的是此卷从清宫流出
后，被民国时上海大藏家庞来臣
收藏，又在后面增裱了二通恽南
田写给王翚的长信，表达了恽氏

对好友王翚的钦佩及无限的挂
念，文笔清秀委婉，情厚意切。此
外，《石渠宝笈》著录两件清代宫
廷画家蒋廷锡《仿宋人勾染图》

《仿宋人设色图》册，另两件一是
陈淳的《水仙图》，一是文征明

《自书七言律诗》卷。
特别推出的扬州画派作品

专场也值得关注，共集金农、郑
燮、汪士慎、李方膺、高凤翰、华
嵒、李鱓、罗聘等书画作品40件。

纪晓岚的砚台

据介绍，此次嘉德将再次推
出“翦淞阁”文房宝玩专场，其中
有“清乾隆 纪晓岚紫云砚”，这
是纪晓岚自用砚，著录于《阅微
草堂砚谱》，是其仅存于世的八
件藏砚之一，其它皆已佚失。

此外，海外回流的“清康熙
青花团花锯齿纹摇铃尊”堪称

重器。这是清早期官窑的典型代
表，简洁优雅的造型和青花装饰
深得设计美学之精髓。目前暂只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香港天民
楼发现同类青花作品，存世罕少
可见一斑。

嘉德2012春拍将于5月8日至
11日预展，12日至15日拍卖，地点
均为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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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长富

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前辈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抛头颅洒热血。一边拿起枪杆
子，一边拿起笔杆子，在艰苦环
境中克服重重困难，利用简陋的
印刷设备、粗糙的自制纸张，出
版发行过大量的报纸，积极有效
地宣传了党的政策与主张，这些
报纸中有的是石印，有的是铅
印，有的是油印。时过经年，这些
早已定格在历史长河中的革命
文献遗存，经历了战火洗礼，经
历了沧海桑田，还会有多少尚存
于世间？

日前笔者有幸在朋友处见
到一套1947年创刊的《新石门日
报》合订本，从1947年11月18日
到1947年12月31日，计44期，分
别用边区草纸、粉连纸印刷，四
开四版，创刊号为套红印制。新
石门市即现在的石家庄市，之所
以叫“新石门市”是区别于旧政
权时期的“石门市”，这也是关内
解放的第一座城市。朋友讲此合
订本是5年前在湖北连藏会上拍
回来的，卖主是北京一个藏家。
据闻，原主人为文化界的一位老
前辈。老人过世后，子女觉得这
些脏乎乎的老报纸碍眼就处理
掉了，其实，在民间所藏诸多革
命历史文献何尝不是如此命运
呢？

报纸自清末民初始已有百
余年历史。一般讲在图书档案部
门馆藏报纸大致是以国统区与
解放区分类的。翻看馆藏书目你
会发现，国统区报纸在每个馆藏
记录中都相对完整，有的从创刊
到终刊，有的从第一年到后十几

年，大都存之有序。但再来看解
放区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就不那
么令人乐观了，不是缺头少尾就
是仅存十份八份，有的甚至是馆
藏空白。原因显而易见，在戎马
倥偬、满目硝烟的岁月里，革命
根据地环境条件备受制约，印刷
技术简陋，报纸数量、质量都难
以得到保证，再加上这些报纸当
时是作为党内和军队“机密材
料，不得外传”的，敌人进犯解
放区时大肆收缴毁坏，再就是我
军在战略转移时，为避免把行踪
与信息暴露给敌人，自己也会在
行前销毁或者深埋。几十年风雨
沧桑岁月濯洗，解放区报纸的命
运可谓一波三折。虽然在建国初
期国家相关部门曾在民间广泛
征集这些文献资料，但到上世
纪80年代随着很多文博机构复
建，对馆藏进行清库整理扩容，
这些看上去粗糙简陋的革命历
史文献，很多又被从厅堂之上弃
于江湖。这册《新石门日报》合订
本不就是在这么一种人弃我取
的情况下被朋友买下收藏么？

事有凑巧，前阵儿因写北平
《解放报》的稿子，在查阅晋冀两
省新闻出版局合编、河北人民出
版社1991年出版的《晋察冀边区
新闻出版史》时，在北平《解放
报》条目下看到如下文字：新石
门报：新华社晋察冀总分社前线
分社主办，1947年11月12日创
刊，17日停刊，共出版5期，社长
李希庚。1 8 日改出《石家庄日
报》，为市委机关报，由原《晋察
冀日报》和《冀晋日报》大部分人
员创办，总编辑张春桥。看罢顿
生疑惑，从介绍的内容上虽与朋
友藏《新石门日报》同属现《石家

庄日报》前身，但却有一“日”之
差，不仅如此，其出版时间、期数
均与笔者见到的大相径庭。难道
会有另外一个版本的《新石门
报》不成？带着这个疑问，笔者查
了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方面的
文献史料、回忆录，以及国内几
家大型图书馆的报纸目录，得出
的答案均是当年只有这一份《新
石门日报》，由此可以看出此条
目纰漏百出。再看这册《晋察冀
边区新闻出版史》后记：本书在
征集资料和编写过程中，曾得到
在晋察冀边区新闻出版界工作
过的诸多革命前辈的关怀和帮
助。他们除提供了亲身经历和耳
闻目睹的史料外，还对本书的征
求意见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并
提出中肯详实的具体意见，有的
还提供了几十年保存下来的报
刊、图书等实物资料。在该书成
稿过程中，还承蒙北京图书馆、
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的大力协助。
由此可看出此书在编撰时是颇
下了一番功夫的，那么编撰这么
严谨的一部资料书，又有当年的
出版工作者参与审校，怎么还会
出现如上之错误呢？道理显而易
见，记述历史若无实物佐证，单
凭记忆去解读回忆具有很大局
限性，尴尬谬误也就在所难免
了。综上所述，朋友手里所藏这
个完整无损的《新石门日报》合
订本珍稀程度自不必说，其最大
意义在于矫正了新闻出版史上
的一段史实。

文献，最大价值在于它能准
确地把你带回到历史原点。在民
间，目前有一些起步较早的革命
文献遗存的拾荒者或收藏家，从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怀着

一种历史责任感与对
革命前辈的敬仰，抢救
式地搜集了一大批革命
战 争 年 代 重 要 历史文
献，从版本学角度，有的
已是孤品。比如这册1947
年《新石门日报》合订本，
比如1939年陈庄歼灭战

《抗敌报》号外，还有目前
国内唯一发现存世的1943
年延安版连月足本《参考
消息》，以及1941年延安版
整套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
放日报》等等。这些表面看
似粗糙的革命历
史文献，却见证了
我党新闻出版事
业由小到大的发
展历程。对于文
化遗产，作家舒
乙先生有过一段
精辟论述，他说，
文化遗产之所以
要延续它，传承
它、弘扬它、是
因为它能告诉
你是从哪里来
的 ，要 到 哪 里
去 。其实解 放
区 出 版 的 报
纸，作为革命
文化的精髓与
宝贵财富，同
样 阐 述 了 这
样一个道理。
如何行之有效地整合这
些民间资源，很好地开发利用，
使之成为爱党、爱国主义教育
的活教材，才是这些散落民间
的革命历史文献最大的意义之
所在。

珍稀的文献《新石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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