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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博物馆收藏的
这幅清代袁江浅绛山水《白
居易〈琵琶行〉》图轴（见
图），丝质，纵118、横45厘
米，保存完整，为国家一级
文物。该画轴左上角行书
题款“用马和之法，拟琵琶
行意”，说明这幅画使用了
马和之的笔法，来表达琵琶
行的意蕴。马和之，南宋画
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为南宋宫廷画院中官品最
高的画师，擅画佛像、界画、
山水，尤擅人物，其绘画风
格与唐代吴道子相仿，当时
有“小吴生”之称。落款“邗
上袁江 乙酉辛月”。邗江
是扬州别称，画家常自称

“邗上袁江”，结合袁江生平
推测画作中的乙酉年应是
清康熙四十四年即 1705
年。辛在天干中排第八，辛
月即为八月。由此落款可
知，该画作于康熙四十四
年，即1705年的八月。左
钤朱、白印各一方，白文“文
涛”，朱文“袁江之印”。

整幅画面描绘的是众
人静坐舟中凝神静听琵琶
女弹奏之景，所画内容取自
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
诗作。该画为三段式构图，
远山近岸之间一水横隔，前
景为主景，岸边停泊两船，
其中一官船中一女子怀抱
琵琶而弹，三人伏案静听，
应为江州司马与其友人；船
夫立于船头侧耳倾听；岸边
有仆从数人，等候指令之余
聆听琵琶之音。中景，对岸

河湾停泊数只舟船桅杆林
立，村舍隐约可见。远景山
峰兀立，中天一轮明月，清
辉遍洒。此图轴所表现的

内容正是白居易《琵琶行》
中“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
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
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
半遮面”的场景。

袁江，字文涛，晚号岫
泉，江都（今江苏扬州）人，
清代画家，生卒年月不详，
根据其作品纪年推算应活
动于清代康乾时期，享年
70岁左右，善山水楼阁，被
称为清代“界画第一”。其
作品以青绿山水界画为主，
题材大多为历史、神话类内
容。历史类题材界画大多
写实，能够较为真实地记录
当时建筑的样式；神话类题
材多为想象，在神话内容基
础上画家加入自己的理解
进行创作，具有极强的个人
风格。袁江所处时代的北
方宫廷画家，其职责是为皇
帝作画，多为记事，与袁江
的历史、神话类题材画作风
格迥异。袁江的画作篇幅
普遍较大，可称作“鸿篇巨
制”，色泽运用出神入化，建
筑样式丰富多样，代表了当
时界画的极高水准。袁江
是扬州人，作为一个职业画
家，他的作品商业气息浓
厚。因其界画有纪实之效，
深受盐商青睐。

再看这幅《白居易〈琵
琶行〉》图轴，袁江以白居易
《琵琶行》诗文为蓝本，将自
己精湛的笔法和想象力融
合创作出了该幅佳作，通过
对琵琶女高超技艺和不幸
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封建社
会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
才埋没等不合理现象，表达
了诗人对她的深切同情，也
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
贬的愤懑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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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部门加强新时代文物科技创新 马家窑文化是一种以原始
农业为主要社会经济生活的氏
族社会文化，主要集中在今甘
肃、青海一带，宁夏南部地区的
固原、隆德、海原等地区有零星
分布，属于该文化的边缘地
带。马家窑文化的彩陶，通常
是为了增加器表色彩的光泽，
在陶坯的外表先上一层橙黄色
的陶衣，然后用类似毛笔的工
具蘸以赤铁矿或氧化锰做的颜
料，在上面精心描画出动物或
植物的象征性图案。经过高温
焙烧，赤铁矿或氧化锰颜料还
原成为红色或黑色，变成埋藏
在地下数千年而不脱落颜色的
彩陶。

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
所收藏的这件新石器时代草叶
鸟纹长颈彩陶瓶（见图，高
19.3、口径7.1、腹径13、底径6
厘米），即属马家窑文化。此瓶
喇叭口，细长颈，颈部饰几条平
行的条纹，肩部以变形的草叶
纹和鸟纹组成均匀的四组图
案，线条流畅活泼，富有节奏
感，充满了艺术的想象力和概
括力，腹下收，大平底，无彩绘。

这些彩陶的花纹，以日常
生活中所常见的豆荚、鸟、草
叶、流水等为基本素材，绘成各
种质朴而富于变化的美丽活泼
的图案，充满浓郁的生活气
息。器表上的彩绘纹饰，历经
数千年而保存如鲜，说明我国
先民远在五千多年前就已经掌
握了某些矿物在高温条件下将
起一定化学变化的规律。它是五千多
年前原始先民们高度艺术创造才能的
生动例证。 （王国良）

本报讯 11月22日，记
者从国家文物局获悉，为充
分发挥科学技术对文物事
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中
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文物局等13个部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文物
科技创新的意见，从优化文
物科技创新布局、建强文物
科技创新平台、壮大文物科
技创新人才队伍、完善文物
科技创新激励机制等方面
进行部署，加强新时代文物
科技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文物科技水平不断提升，有
力推动了文物保护、研究、
管理和利用工作。但是，由
于起步晚、底子薄，我国文
物科技的有效供给尚不充
分，文物科研机构小散弱、
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科技资
源配置不均衡、科技管理体
制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制约
文物科技创新。

意见强调，持续推动文
物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
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

物保护利用理论体系。部
署实施文物关键技术攻关，
围绕文物保护利用重大需
求，加强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和系统集成。大力发展文
物专用装备，坚持供给提升
与需求牵引相结合，突破一
批关键装备、器件、软件系
统及专用材料，填补空白，
实现装备供给、性能和质量
提升。

意见提出，全面深化考
古重大课题研究，深入实施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

综合研究”等重大项目，大
力发展年代测定、产地溯
源、有机残留物检测、古
DNA 分析、田野考古信息
化等理论与方法。着力推
进文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开展创新能力传导示范项
目，增强文物保护工程技术
应用水平。完善文物保护
利用标准体系，推动文物科
技创新、标准研制和文物保
护利用质量提升的协同发
展。

（记者 王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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