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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建國70周年活動陸續展開，日前
記者來到寧夏博物館，一場名為「滿漢
全席」的「奇石大宴」在寧夏博物館精
彩亮相，吸引了眾多的遊客，每道
「菜」的奇石都是經過了戈壁灘上億年
的風沙洗禮並吸收了日月精華，具象和
抽象兼有，每道菜都透出珠光寶氣又散
發着誘人的美食氣息，栩栩如生歎為觀
止，令遊人們垂涎欲滴，嘖嘖稱奇。
據奇石大宴策展人謝寧先生向記者介

紹說，「這桌色香形俱全的奇石宴是奇
石收藏家歷經千辛萬苦用了十二年時間
精挑細選整理完成的。每一塊奇石都是
天然形成，沒有經過任何雕琢打磨，其
中有機緣巧合和動人的故事。這桌珍奇
的大宴亮相，可讓人觀賞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體味中華大地的豐富寶藏和中華
文化的博大精深」。
據了解，在內蒙古奇石產地阿拉善有

很多石友都收集「奇石宴」，全國也有
相關「奇石宴」的報道和介紹。這桌滿
漢全席與眾不同，精心將有形、質、色
的純天然的「食品石」組合上盤，顏色
完全都是以食品色為主，雖五顏六色但
看上去很乾淨，「君臣菜餚」搭配，均
衡擺設，相互映襯，盛宴有序、清新、
琳琅滿目以及色、香、味俱到的視覺藝
術效果，將奇石的收藏意義和價值顯現
得淋漓盡致。因具象程度高和選排得當
在「全國奇石展會」上六次獲得金獎。
這桌「奇石宴」參照清代的滿漢全席
來配置，一共有120多道菜。其中的佛
跳牆，烤羊腿，北京烤鴨都是非常具
象。特別是「佛跳牆」由一個40公分直
徑的瑪瑙球從中間天然斷開，留下的這

一半像一個砂鍋，但裡面又是半空心，
內部全部都是金黃色的瑪瑙晶體，就像
煮了一鍋山珍海味。還有「烤羊腿」不
但形狀具象，質感也很真實，滿身燒烤
的油黃讓人看着能感覺到的香氣。
國家註冊一級藝術品鑒定評估師邊文

利研究員向記者表示，此桌「滿漢全席
奇石宴」的收藏者多年用心挑選了在
形、色、質、紋俱佳的瑪瑙、火山岩等
石種組合而成，惟妙惟肖真假難辨，彷
彿一桌真正的大餐。天然之美與人文智
慧完美結合，代表着寧夏奇石收藏家的
水平，藝術價值和收藏價值都很高。收
藏創意這麼多天然的奇石大宴很難得，
人文價值遠勝過實物的經濟價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紙質文物的保護修復一直是我國文保領
域的一個短板。日前，陝西首家紙質文物
保護修復中心在西北大學揭牌成立，未來
該中心將充分融合高校理論研究與企業實
踐操作的資源優勢，打造高水平的專業人
才培養平台與紙質文物修復實踐平台，讓
更多紙質文物重新煥發光彩。
據了解，紙質文物包括古舊書畫、古籍
善本、檔案文書、碑帖拓片和革命文物中
的文件、文書、報刊、信函等，是中國優
秀傳統文化藝術的結晶和重要歷史文獻。
紙質文物雖然歷經劫難損毀散失巨大，但
由於我國歷史悠久、積澱深厚，仍有大量
該類文物流傳至今，但多數保護狀況堪
憂，殘損病變嚴重。新中國成立以來全國
文物工作主要是以配合工程建設搶救性發
掘為主，保護修復研究一直是短板。加之
一直以來人、財、物的投入有限，亦導致
紙質文物保護修復的高級人才嚴重匱乏、
缺口巨大。

此次成立的西北大學紙質文物保護修復
中心，將充分融合高校和企業的獨特優
勢，打造高水平紙質文物修復實踐平台，
加強紙質文物保護修復傳統工藝研究，傳
承、發展、創新紙質文物保護傳統工藝。
同時，探索文保專業人才培養模式，着力
構建科技保護與傳統技術相結合緊密型的
創新紙質文物保護修復團隊，實現校企優
勢資源的開放共享，優化資源配置，提高
資源利用效率，通過各項措施確保傳統工
藝成果在應用中的科學性、有效性和延續
性。
據悉，西北大學是首批國家「世界一流

學科建設高校」，多年來一直注重培養文
物保護與修復領域的高級專業人才。西北
大學紙質文物保護修復中心首任主任尚小
臨，是首批「絲綢之路文化遺產保護優秀
工匠」。自1979年入行以來，先後主持修
復了多家省市級博物院的歷代書法及繪畫
名家作品，其中不乏八大山人、唐寅、仇

英、趙孟頫、祝允明、文徵明、康熙、劉
墉等名家名作，以及近現代的吳昌碩、齊
白石、張大千、于右任、徐悲鴻等名家作
品。2002年負責修復來華訪問的泰國朱拉
蓬公主所帶王室藏品，同年受張學良家人
委託，對老將軍珍藏的30餘幅歷代名家書
畫作品進行修復保護。2017年受中國第二
歷史檔案館委託，修復了孫文先生題寫的
《博愛》、《孫總理建國方略圖》等一批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重大影響的歷史文物。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陝西首家紙質文物保護修復機構陝西首家紙質文物保護修復機構
培養人才培養人才 讓珍品再煥光彩讓珍品再煥光彩

寧夏「滿漢全席奇石宴」展人文價值

■西北大學紙質文物保護修復中心正式揭牌。 ■工作人員正在修復古畫。
■紙質文物的保護修復一直是我國文保
領域的一個短板。

跨界才子伍立楊
紙墨書香紙墨書香間間
咀嚼咀嚼

我和伍立楊先生的認識，源於《人民日
報》文藝部原大地文學副刊主編徐懷

謙先生。徐懷謙先生是著名雜文家，喜歡遊
山玩水，每次見面他都會給我提起單位有個
同事叫伍立楊，四川人，文章寫得不錯，重
義氣，人很好，是他的「鐵哥們」。那時候
我在瓦屋山國家森林公園管理處做宣傳工
作，有時候給懷謙的文章或圖片他不便發
表，就轉給伍立楊先生，伍立楊就把它發表
在人民日報社主辦的另一報上。有時去縣城
逛書店，看到了伍立楊的隨筆散文集，購來
一讀，甚為喜歡，從此「伍立楊」這個名
字，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裡。21世紀
初，聽說伍立楊先生調去海南，擔任《海南
日報》文藝部主任、海南省作家協會副主
席、海南省政協委員……為多次去北京出
差，沒能當面向伍立楊先生道一聲「謝謝」
感到遺憾。徐懷謙先生因病英年早逝後的
2017年春天，我忽然看到伍立楊先生在四
川工作的消息，這才知道他已經調回家鄉工
作。於是，找來他的手機號碼，一通電話打

去，豈料他以前也從徐懷謙先生處聽說過
我，於是我們一見如故，聊得甚歡，約定第
二天到他工作的省作協相聚。

納百家所長研習書畫
先生見多識廣，知識淵博，和他交流，亦
如參加文化晚宴，聽他談古論今，是一種美
的享受。正當讀者癡迷於他的學說研究之
時，沒想到他華麗轉身，拿出了自己的書畫
作品。文人書畫，古已有之，魏晉的嵇康、
阮籍，漢代的張衡、蔡邕，唐代的王維、張
璪，都曾留下不可多得的傳世佳作。到了宋
代，蘇東坡、黃庭堅、米芾以降等，形成了
一種文人書畫的社會階層，他們提出的書畫
新理論，得到了藍瑛、董其昌、朱耷、石濤
等傳承與接受。當今文壇，更是湧現了馮驥
才、賈平凹、莫言、賀敬之等作家書畫，這
些作家們的書畫作品，比起那些專職書畫家
們的書畫品來，毫不遜色。立楊先生對書畫
的熱愛，起源於一件偶然事情，那是他在廣
州上大學的時候，有個周末被同學相邀，到
廣州文化公園去看畫展，展出的是嶺南派名
家黎雄才、趙少昂等的原作。那些用開創性
手法表現南國山林、熱帶花鳥、萬山雨霧、
盎然生機的作品，像一個多彩的世界，一下
洞開了立楊先生的「天眼」，讓他陶醉於美
術世界的魅力，從此對書畫的興趣一發而不
可收。
在書畫藝術的道路上，立楊先生虛心求
學，廣為拜師，吸百家之長，黃永厚、洪厚
甜、劉二剛、方成、范曾是他登門求教的對
象，進京辦畫展的畫家是他切磋和交流的朋
友。利用身處繁華京都，又在人民日報社工
作的優勢，立楊先生廣交全國各地書畫界的
朋友，並虛心向他們學習討教。在天賦、刻
苦、虛心、求教中畫技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先後在海南、成都、西昌等地舉辦畫展，展
出作品受到美術界的高度肯定和收藏者的衷
心喜愛，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中國書法家協
會理事、楷書專業委員會委員、四川省書法
家協會副主席洪厚甜先生評價伍立楊的畫作

為「用訪古的手法走進傳統的意境，用現代
的眼光打量藝術的深度。」許多參觀者感
歎：以前只知道伍立楊文章寫得不錯，看了
畫展才知道他的書畫也這麼絕倫絕妙。在海
南舉辦的一次畫展期間，一位男性收藏者表
示，立楊先生的畫具有古風雅韻，品出的是
見識、是思想、是文采。另一觀展女士觀看
後欣喜異常，她覺得伍立楊的畫非常精巧，
字異常精美，詩詞的結合增添古風，畫作題
款非常優美。他們當即掏錢，購買了好幾幅
作品。
作為跨界才子，伍立楊先生通過三十餘載

的默默耕耘，形成了格調高雅、古風濃郁的
獨特風格，用山水畫表現了人與自然精神連
接的文化方式。他的作品主要以山水為主，
無論是《水墨小組品畫》《對青山依綠
水》，還是《林靜藏煙雲》《問樵何處》，
無論是三、四米的山水長卷，還是尺餘見方
的小幅作品，淡淡幾筆，就勾勒出崎嶇陡峭
的山路，高聳入雲的密林，雲淡風輕的天
空，飛鳥掠過的草坪，潺潺流動的河水，柳
絲輕撫的堤岸，稚樸簡陋的民居，漁樵耕讀
的燈火，並用錯落有致的筆墨，營造出蕭疏
古淡的風神，讓讀者從充滿山林氣息的畫景
中，觸摸到遠古的呼喚，感知到先賢的精
神。

作為文人山水畫，立楊先生書宗漢魏遺
風，畫推元人山水，既以簡淡枯遠為美，也
肯定深邃而朗潤的美質，畫風深蔚含蓄，墨
韻悠遠意致，將山川的靈氣交融於心，流動
於筆，頗有現代大畫家黃賓虹的遺韻。他的
作品，彩墨生動，架構空靈，描摹入微，初
看讓人浮生若夢，暢想無限，細看則發現在
山川河流若隱若現的飄渺煙塵中，隱含了作
者對古代高士田園隱逸生活的渴慕，以及對
喧囂塵世種種紛擾的心理突圍，讀來清心醒
腦，餘音繞樑。

在山水中感知先賢精神
關於山水理論，立楊先生認為，

大自然是人類的精神家園，也是引
發自由聯想的源頭。文字意境，其
勾勒渲染，所予人者，甚至過於自
然本身。可以說，自然山川是第一
自然，而文字表現的自然之美，是
第二自然。品藻紙上的風景，是復
活了兩種紙上的風味，咀嚼不盡，
傳之久遠。關於山水國畫，他認
為，看多了古畫，才發現這份古人
龐大的山水資源，曾被當代畫家、
包括以前的自己視而未見，古人對
真實山水精神創造性的復元，回頭

看絕對是一筆了不起的藝術財富，揣摩古
畫、研習古畫，再看當代畫家的筆墨，便顯
出今人筆下的荒疏。
生活中的伍立楊個性鮮明，文思敏捷，待
人真誠，鍾情山水，工作之餘喜歡駕車遠
遊，馳騁於巴山蜀水之間，名山勝水喜歡
去，荒山野嶺喜歡去，即使是未開發的旅遊
景點，他也願意先睹為快，一個人常常沉浸
於天地之美、造化之秘的氛圍中不能自拔。
這位工於詩書畫藝、活在民國歷史中的傳統
文人，用他生花的妙筆，寫民國史，畫山水
畫，在記憶中留住無盡的念想，為流逝的歲

月，為往昔的際會，
為未來的日子，留下
永恒的山水精神。而
今更是把主要精力用
於書畫，我想，憑着
他的聰明和智慧，一
定會創造出燦爛的藝
術色彩，在歷代文人
畫中，留下濃墨重
彩。

■《伍立楊·青山之
隱》介紹了著名散文作
家伍立楊的文章與繪
畫。

■《溪山訪友》

■伍立楊和黃永厚先生

■《晚煙》

文人精神文人精神

■《高隱圖》

■《深山淨無塵》

伍立楊先生名氣很大，既是作家又是畫家，無論哪一方面，都才華出眾，得到同行的認可。立楊先生出生於莽莽

蒼蒼的四川大涼山，從小便得花草山水的浸沐，長大後求學於南方，畢業後分配到《人民日報》工作，從此與文字結

下了不解之緣。伍立楊亦著書立說，迄今為止出版《時間深處的孤燈》《霜風與酒紅》《鐵血黃昏——清末民初暗殺

論》等散文、史學著作30餘種。他的散文和隨筆以文筆清新、文思深邃、結構雅致馳騁於文壇，榮獲了《文匯報》全

國隨筆大賽徵文一等獎第一名等諸多獎項。他的史學著作以視野開闊、視角獨特、思想睿智引人注目。作為學者型的

作家，伍立楊先生以獨特的文風卓立於文壇，受到愈來愈多讀者的青睞。 文：羅大佺

■■1212年時間集成年時間集成「「奇石宴奇石宴」」

■■奇石點心栩栩如生奇石點心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