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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刚

冬天的霜太厚了，连太阳也仿佛惧怕高原上的严寒，起
得特别晚。整个山村仍裹在黑暗里，母亲已挑起水桶早早出
门了，脚下喳喳作响，那是繁霜发出的特有的声音。

水井在村东头，而家在村西，要穿过一条窄窄的长长的
巷道，巷道里的霜地上，人踩上去都有浅浅的印痕。

整个繁霜遍地的漫长冬季，母亲就这样挑水、背柴火，
在霜地上来来回回忙碌着，忙碌的母亲有时会在院里自言
自语地说：今儿个霜真厚。

冬季的高原，都被一层繁霜笼罩着，地埂上的枯草仿佛裹
上了一层霜衣，像撒了一层粗盐，在灰白的阳光下闪着灰白的光。

这样的冬天真难熬，母亲总是要想办法储备过冬的蔬
菜，菜的品种很少，土豆是主粮算不得菜，能够储存的只有
卷心菜、红萝卜，以及一点儿菠菜。

卷心菜要等“霜杀”之后再收，“霜杀”之后有特殊的淡
淡的甜味，估计是里面的水汽都被刺骨的寒气抽走了，更易
储存。而菠菜不怕冻，越冻越甜，从地里铲了回来，用绳子拴
根木棒，再一层层摞上去，挂在院子角落里。经过霜冻的菠
菜看上去蔫蔫的，但是一碰水，仿佛又活了，摘几片洗净了，
放锅里，绿叶红秆，好吃，也好看。

孩子们帮妈妈从地里拉回一车卷心菜，扒掉烂帮叶，保
留菜根，立在地窖里，再从上面遮上玉米秆，在玉米秆上再
压上一层土，留一个小小的口子，用一片塑料袋遮严实了，
方便取用。

每年冬天，乡亲们都要挖菜窖，这不需要多大的技术含
量，但是地面被冻上了厚厚的一层，铁锹根本挖不动，只好
用头刨，一点点地刨，大约半尺深，才能将冻土刨开，露出
下面的虚土，再向下挖一个约一米深的方坑，将卷心菜整整
齐齐地码放进去。

之所以每年要挖菜窖，是因为柴园里的地方珍贵，这点
儿地也不能让它闲着，等过了冬开了春，菜窖被吃空了，又
重新填实了，要再种点儿小白菜、小辣椒之类，妈妈总是说，
就这一两畦菜，随手浇几勺水，就能长出来。有了菜的补贴，
那面柜里的面粉，就能多撑些日子。

妈妈的菜窖，仿佛是一个神奇的宝库，甜甜的卷心菜和
甜甜的红萝卜总是十分诱人，尤其过年的时候，母亲还会从
中掏出几根大葱，这是西北高原上特有的品种，味道浓烈辛
辣，切一点点葱花就可以满院飘香。

菜窖开口处塑料纸的周边总是结着厚厚的冰，这是因
为地里的热气蒸腾上来，从窖口冒出，高原的寒气立即凝结
了热气的蒸发，便结成一串串晶莹的冰珠。

母亲蜷着腰，瘦小的身子从菜窖里探了出来，小篮子里
装了几个卷心菜，几个红萝卜，母亲变戏法似的，还从菜窖
中掏出了几个苹果，是红元帅。院子里仅有的一棵苹果树，
有时也会结几个红果子，除了中秋节每个孩子吃几个，剩下
的母亲就仔细地藏起来，等过年吃。经过菜窖半个冬天的发
酵，红红的果子浸润着淡淡的酒香。在地里埋藏了三四个
月，它的身上还积攒着地下的温度，温乎乎的，刚一出窖，冷
空气在果皮上快速地蒙了一层薄雾，红里透紫，仿佛孩儿
面。

看，高原上的严霜就是这样的浓烈。
此时，放眼望去，柴园的山墙上，几棵枯死的野蒿旱苇，

也披上了一层白纱；远处山梁上的大树也在乌蒙蒙的天空
下泛着白光，山也成了白头山。

整个漫长的冬季，大地总是被这霜气包裹着，在田野
里，是霜被；在瓦楞上，是霜衣；在窗户上，是霜花；可在母亲
的菜窖里，是蒸腾的生活的希望。印象中，经过窖藏的卷心
菜，又脆又甜，菜根也不扔，削了皮可以腌成咸菜，脆嫩脆嫩
的，吃面条总是少不了这道可口的下饭菜。

有些年景并不好，卷心菜绝收，那窖就是空的，母亲犯
愁归犯愁，可还是早有准备，因为白萝卜的生命力旺盛，只
要撒下种子去总会长出几根来，她总要种一点儿防饥，上冬
之前擦成丝，摊到瓦渠里晒，晒干了，入了冬就再让霜杀一
杀，便去掉了萝卜的骚气味儿，整个春节就依靠萝卜丝炖粉
条招待客人。白萝卜也挺神奇，把它扔在柴园里要是不管不
顾，上了冬就冻死了不能吃了，可一旦擦成丝，晒干了再让
霜杀一下，反而成美味了。

原来，我们最怕的寒霜，居然对生活会有这样神奇的帮
助作用。

每天一大早母亲总是冒着繁霜起来忙碌，她挑起水桶
出门的声音短暂响过，院子又陷入了寂静，直到她挑水回
来，门又吱呀响起，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踩着一地繁霜的
喳喳声慢慢地唤醒了冬日的清晨。

其实霜比雪仿佛更冷，在月光的照映下，繁霜泛着暗青
色的光，而整个冬天，母亲这辈子就在这霜地里来来回回地
忙碌着，从小时起，到青年，到中年，再到暮年，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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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案头几部周飞强对潘天寿
绘画作品索隐考证辨析的书，似乎
看到了他在图书馆里翻阅着那些已
经很少有人再翻阅的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浙江老报纸和旧刊物，在旧
纸堆里寻找着潘天寿等画家们当年
刊登发表在杭州报纸刊物上的绘画
作品。做这样的旧纸寻觅，供职于杭
州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周飞强得
天独厚，但也是独辟蹊径，在冷僻里
挖掘着尘封的富矿。诗人北岛说：

“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
周飞强说，这话用在潘天寿先生身
上好像也恰当。他进而联系到自己
这些年来对潘天寿的研究，说机缘
巧合中，“潘天寿”引领着他往前走，“以
躲避生活带来的各种苦痛，去直面历史
的苍凉和宇宙的浩瀚，直到死去”。这话
听起来在坚毅中又有一种悲凉，但也昭
示了潘天寿对于他人生与治学的意义。
是否可以说，这也是艺术对个人来说
无用之用的一个例证。

《潘天寿作品丛考》是周飞强继
《细读潘天寿》之后的新作，内容主
要还是围绕着潘天寿作品的考辨与
考证，譬如对同图式的潘天寿作品
的对比钩沉，尤其是相似而又不太
常见的潘天寿作品的创作、展览、发
表、真伪、流传和出版等画里画外的
信息。周飞强以潘天寿的《江洲夜
泊》一画为例，同题作品图式在不同
时期就有不同的变化；再如《晴峦积
翠图》有两幅虽然间隔了二三十年，
但看上去仍大略相同；再如潘天寿
的《竹谷图》，最早的一幅可追溯到
1932年——— 周飞强说，正因为有了
这一幅，再将1954年潘天寿画的两
幅同题画说是写生得来就未必准确
了。“很多同图式的作品，我们或许
可以说画家有变体作画的意图，但
是更多的只能说是一种习惯，比如
应付参展或者友人求画时，画家态
度认真多画几张以便挑选整体更令
人满意的一幅。当然，画家确有在不
同时期相同情绪的表达，因此画了
类同的作品，如此等等。”

在周飞强看来，对潘天寿这类
同图式的作品，有些称之为“变体”
说得通，但大部分只是应对不同的
求画需要，反复画而已。他不认同那
种认为潘天寿是在主动地不断求变
的说法，相同构图画幅中的一些不
同，仅仅是不同时间作画致使细部
的笔墨不能一模一样罢了。同样，他
也坚决反对有些人据此而认为潘天
寿也是一个“流水线”画家。周飞强
说，因为潘天寿当年并不需要靠流
水线作画来主动卖钱，“大致仅仅是
盛名之下，各处求画太多，应接不
暇”。其实这些画，也都凝结了潘先
生辛辛苦苦的劳动，而且以历史的
眼光视之，同时也有着丰富的文献
价值。这也是周飞强花费工夫详细
讨论潘天寿同图式作品的缘由，这
种对报纸杂志文献上刊载的艺术家
绘画作品的钩索梳理和对比辨析，
也始终贯穿在他对潘天寿及其同时
代画家的探寻中，例如在《读画说
史：稀见美院名师国画作品考》一书
里，他对潘天寿“一画多幅”作品的梳
理——— 例如潘天寿的《一溪花放暮春
天》彩色图版刊印在1958年7月的《浙江
画报》创刊号上，这幅画与潘天寿参加
1957年浙江省第一届国画展览会的同
题画相近，与1959年所绘的《江山如此多
娇》也几近相同，而且与此相似的还
有1962年元旦《浙江日报》上刊载的
一幅《一溪花放艳阳天》，都可视为
一画多幅的作品。

再以潘天寿的《耕罢》为例———
周飞强的《潘天寿作品三十问》系列
的第一问，就是“天价《耕罢》是潘天

寿真迹吗”：潘天寿1958年所作的
《耕罢》，在2020年北京华艺秋拍中
拍出人民币1 . 28亿元。这幅作品之
前曾见于2 0 0 8年朵云轩拍卖，在
2017年嘉德艺拍中拍出了人民币
1 . 58亿元。此画有童中焘所题签条，
童中焘还写了专文评析此画。但关
于此画的真假优劣仍有不同意见。
而且在出版的各种潘天寿画集以及

《潘天寿全集》里未见收录这幅画的
信息。对此，周飞强说，这幅《耕罢》与
1963年《潘天寿画集》里所收的《春塘水
暖》相比，两幅类似，但《耕罢》的山石体
积感偏弱，水牛的躯体厚度感也不
够强。《春塘水暖》这幅，可以说是潘
天寿所作竖幅水牛图的标准件，但
这幅画在2018年北京保利秋拍中因
起拍价过高而最终流拍。

关于《耕罢》的真伪到底如何
呢？周飞强说，很凑巧的是他在1960
年第3期《跃进画报》所刊“国画家潘
天寿”栏目里发现了这幅《耕罢》的
图版，而“这一著录信息此前尚未见
有人论及，实可视为真伪判断的唯
一铁证”。这话初看觉得周飞强说得
如此斩钉截铁有些武断，但他接下
来说，由此可以认为童中焘判定此
画为真品是正确的。因此他从旧杂
志里找到的“唯一铁证”也似乎可以
说是给童中焘的主观判断提供了有
力旁证。当然，周飞强也承认，这一

“唯一铁证”的图版，也可能被怀疑
是否有人依照潘天寿的原作或图版
复制而来，不过，“从这幅《耕罢》画
面来看，作伪者显然达不到潘天寿
书画所能有的笔墨高度，尤其行书
题款部分，与中国美术馆藏潘天寿
同作于1958年的《春艳图》近似。再
者，大尺幅作品的伪作临摹，或许也
难以做到如此毫厘不差”。

周飞强还从当年的《杭州日报》
上搜到了相关报道：1961年7月，在

“杭州市第三届美术展览会”上，“老
画家潘天寿展出了四幅新作，笔墨
饱满有力，淋漓尽致。《耕罢》《深秋
犹有蝶飞来》等都是极成功的作
品”。周飞强说，这幅《耕罢》不知是
不是作于1958年的那幅，但是这幅
显然不能算“新作”。从展览目录可
知，其名为《水牛》。由此推测，画上
或许是题有“耕罢”二字。而且潘天
寿还另有类似的水牛图原作或图版
存世，例如黑龙江博物馆所藏的潘
天寿的《水牛图》就是作于1961年初
春，不过画上并未题“耕罢”……

从当年潘天寿写给相关人士的
信里，周飞强感叹：如今动辄数亿元
成交的此类潘天寿的国画巨构，在
六十年前的困难时期，潘天寿仅想
着能否换回来一点生活必需的衣料
和画画必备的纸张而已。另外，周飞
强还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一幅
潘天寿的指画《牧牛图》上的题跋
里，解读潘天寿心态——— 这幅作于
1928年的《牧牛图》是潘天寿的早期
作品，画上有潘先生的补题：“张雪
樵谓余画有强盗气，此语已有十年
矣。顷作水牛荒涧，粗悍之气，滔滔
汩汩流出指端，知狂放之一如昔日
也……”周飞强说，从这段补题的跋
语里，可以理解潘天寿所作此类及
其他巨幅画作的旨趣。再如潘天寿
1 9 6 1年始用的那方印章“一味霸
悍”，周飞强的解读也与众不同，许
多论者多视此四字为潘天寿作品最
显著的风格特征，也是潘先生的艺
术追求。但在周飞强眼里，这四字更
多是潘先生的自谦——— 从潘先生经
常引用的“不以平废奇，不以奇废
平”这句话而推知，潘先生是要在狂
怪中求至理，既能险绝，复归平正。
周飞强进而强调说，从潘天寿这几
幅早期到晚期的水牛题材的画中，
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如何躲避生活带来的苦痛

【书里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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