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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饰精美的
磁灶窑酱釉印纹盖罐
这是一件磁灶窑酱釉印纹

盖罐（见图），泉州古代外销陶
瓷博物馆藏。其制作精细，造
型规整，纹饰精美，堪称佳作。
此盖罐敛口、鼓腹，有多道弦
纹，施酱釉。盖罐腹部印有多
个相同的圆形图案，十分精
美。这些图案的存在使盖罐显
得不再那么单调，而是变得生
动鲜活起来。

明清时期的磁灶窑生产总
体上延续宋元风格，但是受“海
禁”政策和东南沿海内忧外患
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泉州港走
向衰落，磁灶窑业逐渐衰落，
窑场减少，产量递减。这个时
期的磁灶窑产品质地相对粗
糙，器型单一，主要为缸、瓮、
罐等大件日用陶瓷。清朝末
年，磁灶窑业逐步实现产业转
型，从以生产日用器皿为主变
为以生产建筑陶瓷为主。

泉州晋江沿海地区因经常
遭受台风等自然灾害，百姓家
居建筑屋脊流行安置陶瓷风狮
爷、烘炉、钵子等器物以辟邪，
其制品皆出自磁灶窑。此类风
俗遍及闽南沿海地区，形成独
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磁灶窑生产时间跨度长，
产品品种丰富多样，这些凝结
着古人智慧的产品值得我们珍
视和研究。 （尼松义 文/摄）

关山月《绿色长城》讴歌人民伟大创举

■山东 郑言

中国画《绿色长城》（见图）
是关山月于20世纪70年代创
作的一幅纸本水墨设色画，中
国美术馆藏，纵 144.5、横 251
厘米。这幅画是关山月继
1959 年与傅抱石合作巨幅山
水《江山如此多娇》之后，又一
幅精品力作，成为新中国美术
史上的经典之作。

作为当代中国杰出的美术

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杰出
代表，关山月在20世纪的中国
美术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东
电白沿海曾是白茫茫的沙滩，
寸草不生，每当台风来袭，风沙
漫天，给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
带来了很大困扰。关山月在小
的时候就走这条没有树木的沙
滩路，脚被烫得都要起泡了。
他当时就想如果这里种着树那

该多好。1955年，毛泽东主席
向全国人民发出“绿化祖国”的
号召，全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
烈、波澜壮阔的绿化热潮。电
白县委响应号召，带领全县干
部群众战天斗地，治理沿海沙
滩，终于在难于生长植物的风
沙带成功种植了木麻黄林，构
成了一道道绿色屏障，成为中
国第一条沿海防护林带。电白
县的造林治沙经验在全省推
广，并荣获全国荣誉称号。

关山月曾说：“不动我便没
有画，不受大地的刺激我便没
有画。”这是他对自己艺术创作
本源的一种简洁、朴素的诠
释。1973年，关山月到电白县
深入生活，昔日的荒滩已是满
目苍翠。他先在虎头山脚下的
民兵哨所住下，和民兵们一道
生活，登上虎头山顶峰的绿海
亭观看郁郁葱葱的林带和惊涛
拍岸的海水，倾听阵阵涛声，体
验林带不凡的气势。之后他又
来到博贺渔港参观“三八”林带
和菠萝山林带，在这里采风写
生，获取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
素材。关山月被家乡人民勤劳
勇敢的顽强精神所感动，触景
生情，感慨万千，创作出了艺术
性与时代性、写生技法与传统
笔墨高度融合的新山水画佳作
《绿色长城》。

画作大气磅礴，气势如
虹。远处海面浩瀚无垠，烟波
浩渺，百舸争流，千帆竞发；近
景绿树迎风而立，高大挺拔，枝
繁叶茂，摇曳多姿；中景山林如
黛，层峦叠嶂，绵延起伏，如一
道险峻的屏障。在画面构图
上，作者以“之”字形构成平远
推移和连贯气势，既宏伟壮观，
又层次分明。海滩上一队队巡

逻的民兵精神抖擞、时隐时现，
天空中成群结队的海燕展翅翱
翔、矫健有力。有学者指出：关
山月大胆地将西洋绘画和中国
传统大青绿的手法相结合，大
面积地运用石绿，层层加盖，铺
排渲染，强调色彩的力度，使画
面淡而不薄、厚而不滞，在统一
中求变化，于丰富中现统一，以
求达到色不碍墨、墨不碍色的
艺术效果。

作者将画作定名为《绿色
长城》，有丰富的内涵和寓意。
长城是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劳动
结晶，是人类文明史上举世无
双的物质奇观和精神财富，是
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众志成
城、坚韧不屈、守望和平”的重
要象征；绿色既有植树造林、防
风抗灾、护岸固沙、维护生态之
意，又表现了海洋的本色和风
情，是维护和平的象征。《绿色
长城》不仅讴歌了沿海人民顽
强拼搏、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
又暗喻人民是保卫祖国的真正
长城，他们万众一心、艰苦奋
斗，在海防前线上筑起一道绿
色的铜墙铁壁，是绿色长城，更
是心中的长城，体现了沿海人
民守护海疆、保家卫国的坚强
意志和强大力量。

石狮画家刘以通水墨幻象作品
在北京保利拍卖取得佳绩

雷锋徽章绽放璀璨光芒

■浙江永嘉 胡胜盼

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代琢砚大师陈端友多方名
砚，其中陈端友制笋形端砚便是匠心独运之作。

上海砚刻在遵循中国古砚的传统形制基础
上，汲取继承中国传统的金石篆刻、石雕和砖刻
的技艺，并融合西洋雕刻手法，采用深浅雕相结
合，逐渐形成刚健、质朴、典雅的海派砚刻风
格。陈端友（1892—1959），祖籍江苏常熟，原名
陈介，字介持，后改名端友。海派砚雕开山之
祖，享有近代琢砚艺术第一大师的称誉。

陈端友制砚以摹刻自然物体为主，鸟兽、草
虫、花果、竹叶、古钟、钱币等无不精工巧妙，其
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砚材以端石、澄泥为主，
温软滋润、细腻坚实，适宜立体透雕。砚刻技法
注重块面与线条的完美结合，并融入中国画传
统技法和章法，尤其擅长以精细刀法表现物体
的质感和内部结构。以摹形乱真、刀法精妙为
特点，巧妙运用圆雕、深雕、镂雕等各类雕刻技

法雕物象形，以求达到与实物惟妙惟肖境界。
陈端友制笋形端砚（见图），长5.2、宽3、厚1.6厘
米。砚身为一段纵向剖开的毛笋，笋的表面自
上而下琢出层层叠叠布满直条纹的笋壳和逐渐
粗壮的侧芽，笋壳已有剥损，露出部分鲜嫩笋
体；圆而突起的侧芽已遭虫蛀，蛀洞妙化为不规
则砚堂，砚堂的四周顺势凹下以为蓄墨。砚背
为毛笋的剖面，由于不似竹根般坚实，故剖面干
净利落，前端是层状笋壳，竹节同向弯曲，由上
而下渐次疏落，与砚面呼应。砚的后侧有“端友
手制”阳文篆书方印。整挖红木砚盒，分成两部
分，相合呈完整笋形，笋壳交互叠压，侧芽密
布。盒的后侧有“丙子仲冬陈端友造”条形阳文
篆书款，条形略带弧度。“丙子”为1936年。

一方笋砚，满面春风。在竹子的拔节声中，
春天来了。

笋砚听春
每周一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