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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
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
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
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新作，以及诗
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征稿启事

张明刚是我相识10多年，且一直保持
着密切联系的老朋友。由于同是出身行伍，
又都喜欢舞笔弄文，有共同的爱好，在一起
切磋较多，故对其人其文其事，还是颇有一
番了解的。因此，他让我为他的自选文集
《军履回望》作序，我也就欣然答应下来。
看着他精心筛选出来的百余篇文稿，就像看
到他从士兵到将军的一行行清晰脚印。

起初，明刚揣着初中文凭参军入伍。来
到部队，通过在职学习，他逐步取得高中、
大学和研究生学历，并且成为我军最高学
府——国防大学硕士生导师。解放军原总
政治部，是军队领率机关。那里选调干部，
面向全军，对德才、学历、经历、年龄等软
硬件要求近乎苛刻。那时候还特别看重学
历，而在这方面并不占优势的他，却顺利通
过一系列严格的考核程序和试用期，最终被
破例调入。在那个进去不易、蹲住也难的藏
龙卧虎之地，他一干就是23年。

他学习刻苦。青少年时期，阅读力强，
好书难觅，他常常一两个晚上，就读完一本
书。入伍后，他托人搞了套大学中文系教
材，一年多就通读完了。无书可读时，一部
《现代汉语词典》，他从头看到尾，再从尾看
到头，津津有味。

在团政治处搞报道时，他清凉油、风油
精不离身，经常读书写作通宵达旦，天亮之
后还给机关搞卫生。天南地北，经历不知次
数的搬家“精减”，他的藏书仍有数千册，
许多书都被翻烂了。无论多忙，他数十年如
一日，每天坚持读书看报，早听广播新闻，
晚看电视新闻。如此勤奋，明刚成名较早也
就不足为奇了。

明刚的新闻和文学作品，有相当高的水
准和影响，其新闻作品坚持用事实说话，以
蕴含其中的思想性取胜，通过简洁明快、动
感传神、平实无华的语言文字表达，使报道
传播的新闻事件新鲜、新闻人物鲜活、新闻
故事生动，尤其那些饱蘸战火硝烟的新闻作
品，读后印象深刻，感想颇多；其文学作品
以真挚的感情、健康的情趣、优美的笔调和
质感的意境，表达抒发他的思想情感和内心
世界，让人得到真善美的熏陶。

作品特色方面，我感到明刚观点新颖、视
角独特，行文干净利落、生动形象，如行云流
水，颇具穿透力、感染力和生命力。看得出，
对理论文章，他总是力求写出历史深度、思想
高度和时代新意，富有哲理，引人入胜，发人
深省。新闻作品门类多、品种全、分量重，量
大质高，刊发位置显赫（大报头版头条多，上
个国字号大报头版头条到底有多难，新闻从
业者知晓），配发社论评论、编前编后多，长篇
大论多，是其突出特点。这些作品，将读者带
入一个独特的、新奇的、真实的、多彩多姿的

“军人世界”，里面的人和事，可视可触可感。
语言鲜活，形式多样，守正创新，极具

时代感、画面感、现场感，是其新闻作品又一
特点，也是比较个性的东西。再一个特点是，
明刚擅长写人，军队里面的人，社会上的人，
各行各业、各种各样的人，皆可成为其笔下的

“新闻人物”，虽文字不长、着墨不多，却写得
真实鲜活、可亲可敬，有血有肉、有闪光点。
都说新闻作品“易老”“易碎”，他的上述三个
特点则可在一定程度上“保鲜”“抗压”。说他
许多新闻作品可以当作散文来读，说他有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作品至今读来仍
不过时，放在今天仍是好新闻……这些话，
我觉得并无不当。他的文学作品，最大特色
和亮点在于，没有丝毫的风花雪月、无病呻
吟，篇篇都是来源生活、句句都是发自内
心，是自己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

算起来，40年军旅生涯中的绝大多数
时间，他都担负着繁重的基层、机关工作和
领导职务。漫长的40年里，不管在哪里做
什么，他都没有忘记初心使命，都没有停止
对知识的渴求和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没有放
下手中的那支笔，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走
上将军岗位后，在身兼数职、军务繁忙的情
况下，他仍挤出时间，潜心学研、笔耕不
辍，这是尤其让人敬佩的。

我感到，他的写作成果只是一个方面，
相比较，他工作上取得的成就更大一些。明
刚少年时做着文学梦，青年时做着新闻梦，
现在做着强国强军梦。有梦想的人让人敬
佩，因为他们有奋斗目标。明刚是既有奋斗
目标，又有奋斗精神的人，因而他取得的奋
斗成果也就不同寻常。人生贵在有精神。在
明刚身上，我是分明看到了一种精神的，这
就是他始终葆有的那么一颗上进的心和那么
一股不怕苦、不畏难、不服输的劲头。因
此，我要真诚地祝贺明刚在各方面取得的优
异业绩，特别是他的那种精神。

(作者系国务院原参事、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中国出版传媒公司原
副总经理）

明刚其人其文
□樊希安

新年第一天，笔者前往河南博物院
参观。河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
一，因此河南博物院的馆藏十分丰富，
拥有九大镇馆之宝，每一件都精彩绝
伦。尤其是莲鹤方壶、妇好鸮尊、云纹
铜禁等三件酒器，千年之后依然散发出
浓浓的酒香。

从远古初识酒香，中国人从未停止
过在酒上花心思。美酒需要美器，“金
瓯无缺”“走斝飞觞”“曲水流觞”“觥
筹交错”“飞觞献斝”“箪食壶浆”“挈
榼提壶”“传杯弄斝”，这些成语里藏着
酒器的名字；“莫使金樽空对月”“月光
长照金樽里”“葡萄美酒夜光杯”“玉碗
盛来琥珀光”“谁能载酒开金盏”，这些
诗句里藏着酒杯的样子。上至社稷祭
祀，下到日常宴饮，几千年来的酒器，
反映了当时的礼仪制度、文化观念、风
俗习惯、审美情趣、科技水平、制作工
艺，可谓“为器虽小，而在礼实大”。

要感谢那些风餐露宿的考古工作者
们，因为他们的辛苦探寻和考究，使我
们得以在各地的博物馆里赏鉴到千姿百
态的历代文物。而全国各大小博物馆的
馆藏文物中，一定都会有酒器，甚至很
多镇馆之宝就是酒器。国家博物馆的
四羊方尊、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镶金兽
首玛瑙杯、河南博物院的妇好鸮尊、
山东博物馆的蛋壳黑陶高柄杯、山西
博物院的胡傅酒樽等镇馆之宝，都是国
宝级的酒器。

酒与中国文化密切相关，据 《周
记·礼运篇》记载，最古老的酒是游牧
时代（新石器时代）的醴酪，这是中国
有文字记录的最古老的酒。而中国真正
的酿酒起源则在夏初甚至夏朝以前，夏
朝初年，仪狄曾用桑叶包饭酿成“酒”
献给夏禹。考古证实，在距今约 4000
年的龙山文化时期，黄河流域的先民已
经开始利用谷物和水果发酵制酒。1979
年考古工作者在信阳市罗山县出土的距
今 3000 年的酒器“夔纹提梁卣”中提
取出1公斤左右的液体，依然有浓烈的
酒香。当今的酿酒厂家都喜欢把年份作
为噱头，总说他们售卖的是 10 年陈
酿、30 年陈酿，夔纹提梁卣中提取的
液体可是3000年的陈酿啊！

酿酒技术的发展，使得与酒伴生的
酒器得以丰富。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
酒器，一般取自匏瓠类植物的果壳、贝
壳等天然材料，由于这些材料不易保
存，这也使得早期的酒器存留至今的少
之又少。

当先民掌握烧陶技术后，原始陶器
便成了酒器的主流。像河南博物院展陈
的彩陶双连壶，红衣黑彩的两壶体并列
连接，腹部相接处有一椭圆形口相通，
两人各衔一壶同时饮用，以作为友好、
团结、联合及爱情的象征。这件器物距
今已有 5000 年以上，考古学家认为这
就是当时的一件酒器。

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礼制趋于成
熟，无酒不成礼，青铜酒器得到迅速发
展，并成为这一时期青铜文化的重要标
志。在现在的安徽合肥，有一个叫罍街

的地方，其名就来源于叫做“罍”的商
周青铜酒器。在青铜酒器中，爵、角、
觚、觯、斝作为较为常见的五种酒杯器
型，被后世合称为“五爵”。

“尊”与“樽”通，容庚《殷周青
铜器通论》称其为“一种大而圈足的盛
酒器”，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尊造
型大口、鼓腹、圈足，体呈圆形或方形
等，还有的做成鸟兽的形状，立体而生
动。尊在青铜礼器中的地位仅次于
鼎，常用于祭祀，宴会，待客时也会
用到。古人云“决胜于樽 （尊） 俎之
间”，意思是与对手谈判在饮酒食肉的
宴席中取胜。

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鸟形青铜
酒器是河南博物院的妇好鸮尊，为商代
晚期文物，1976 年出土于殷墟妇好
墓，因内壁有铭文“妇好”二字得名。
这样的鸮尊有一对，另一件珍藏在国家
博物馆里，元旦前参观国博正好见到
过。鸮尊小耳高冠，圆眼宽喙，双翅并
拢，粗壮的双足与下垂的宽尾构成三点
支撑，使器物显得挺拔矫健，气宇轩
昂。在商代，猫头鹰被视为智慧的象
征，昼伏夜出的习性、无声的飞行、锐
利的喙爪使其拥有了勇猛、威严的形
象，被视为神鸟，令人敬畏、崇拜。妇
好作为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将军，多次领军征战沙场，战
功卓著。考古发现，妇好墓随葬的多件
青铜器上发现有鸮形纹饰，还有6件鸮
形玉佩，不仅显示了妇好地位的显赫和
武丁对妇好的宠爱，更是妇好能征善战
的体现。商代的能工巧匠以动物为题
材，将丰富的想象进行合理的夸张，创
作出集实用与艺术于一体的国宝鸮尊，
它通体满花的装饰有蝉纹、夔纹、云雷
纹等8种之多，繁缛富丽的线条和立体
造型巧妙结合，把鸮这个夜的使者塑造
得更加神秘瑰丽，反映着中原先民特有
的宗教情感和审美观念。

最有名的青铜樽则是山西博物院的
胡傅酒樽，它通体鎏金，有兽衔环耳，
下有三兽足，彩绘鹿、骆驼、象、虎、
熊等动物纹和兽面人身纹等。最难得的
是其口沿刻有铭文：“阳阴城胡傅铜酒
樽，重百二斤，河平三年 （公元前 26
年）造。”短短的10多个字，把这件酒
樽的名字、制造时间和地点、重量等交
代得一清二楚。

《礼记·礼器》 载曰：“尊者献以
爵，卑者献以斝。”1901年在宝鸡戴家
村出土了一套叫做柉禁的西周青铜酒
器，共有 13 件之多，其中觯四件，卣
两件，尊、斝、爵、角、觚、盉、斗各
一件，还附带一只夔纹禁 （铜桌）。这
套柉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欣赏价
值，可惜在战乱年代里被倒卖到了美国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礼记·礼器》载曰：

“天子诸侯之尊废禁，大夫、士淤禁。
此以下为贵也。”意思是说，天子、诸
侯的酒杯不用托盘，大夫的酒杯则用托
盘，士的酒杯要用高脚托盘。河南博物
院展陈的云纹铜禁就是这样的托盘。

到了商周之后，酒的用途已经慢慢
走向世俗。特别是唐代饮酒之风盛极一
时，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唐朝的
诗人就没几个不喝酒的。翻开 《全唐
诗》，浓郁的酒香扑面而来，4 万余首
诗歌中，带酒字的超过 5000 首，这其
中不乏酒礼、酒令、酒情、酒德的讲
究，喝酒场景的描述，更有形状多样、
纹饰独特的精美酒器：“汉代金吾千骑
来，翡翠屠苏鹦鹉杯”中的鹦鹉杯；

“舒州杓，力士铛，李白与尔同死生”
中的舒州杓、力士铛；“唯愿当歌对酒
时，月光长照金樽里”中的金樽；“洛
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中的
玉壶……唐诗中谈及的酒器材质丰富，
既有金、银、铜等金属器，也有玉、玛
瑙、水晶等宝石器，还有白瓷、素瓷、
彩瓷等陶瓷器。

唐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与西域各
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充满异域风情
的酒器大量出现，如角觥、花瓣形杯等
等。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兽首玛瑙
杯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
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画细微精
确，上口近圆形，下部为兽首形，兽头
圆瞪着大眼，目视前方，似乎在寻找和
窥探着什么，兽头上有两只弯曲的羚羊
角，而面部却似牛，所以不能认为造型
完全出自写实的手法，但看上去安详典

雅，并无造作感。兽首的口鼻部有类似
笼嘴状的金冒，能够卸下，突出了兽首
的色彩和造型美。兽首玛瑙杯是唐代玉
器做工最精湛的一件，是至今所见的唐
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也是唐代中外文
化交流的实证。

到了宋代，饮酒之风更盛，宋代名
画《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都城
汴梁的繁华景象，店铺林立，茶坊、酒
肆随处可见。这个时候，瓷制酒器成为
主流，梅瓶、注子、温碗、台盏，构成
了宋代酒器的基本组合——梅瓶用来储
藏酒，宴饮时倒入注子，经温碗温热
后，再斟入台盏饮用。宋代饮的多是黄
酒一类的低度发酵酒，宋人喜欢将酒温
热后饮用，注子与温碗组合配套使用，
俗称“注子一副”，是当时最为普遍的
一种温酒器。笔者在安徽博物院见过一
件北宋景德镇窑影青釉莲瓣纹注子温
碗，注子肩上饰有一周覆莲瓣纹，盖顶
蹲一昂首翘尾的狮子；温碗为一朵仰开
的莲花，共计七瓣，碗下承以高圈足，
圈足外装饰覆莲瓣纹，极具审美趣味。

宋代之后，中国饮酒器开始变为容
量较小的杯、盏、碗、盅等。明清两
代，江西景德镇窑历五六百年而不衰，
笔者参观位于景德镇的中国陶瓷博物
馆，那里展陈的酒具种类之多，令人目
不暇接。据介绍，该馆产自明清的几件
镇馆之宝如青花蝙蝠葫芦纹葫芦瓶、粉
彩九桃天球瓶、粉彩百鹿尊等都与酒有
关。清代的瓷制酒具可谓登峰造极，最
具代表性的要数康熙十二月花卉纹杯，
有青花及青花五彩两个品种，虽然目前
存世不多，但在一些博物馆里可以见
到。它是根据传统花朝节的传说，选取
百花中代表农历十二个月份的月令花卉
绘制而成。每杯一花一诗，以水仙花为
首，后依次为玉兰、桃花、牡丹、石
榴、荷花、兰草、桂花、菊花、芙蓉、
月季和梅花，杯壁一侧绘画，另一侧题
诗钤印，胎薄玲珑，美得惊心动魄。

《汉书》曰：“酒为百礼之首”，明
宣宗在《酒谕》中亦曰：“非酒无以成
礼。”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春节即将
来临，不禁想起李白在《行路难》中的
佳句：“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
万钱。”良辰美景，有了美酒，再配以
赏心悦目的酒器，那是何等的轻松惬
意，何等的欢乐祥和啊！

金樽清酒斗十千
——珍藏在博物馆里的酒器
□黄卫来

拿起锄头，干农活。拿起毛笔，写书
法。农民与书法家，两个毫不相干的职
业，但在湖北省监利市程集镇，却有一个
人在尺幅宣纸上种出了另一番天地。他就
是从当地下湾村田埂上走出来的文化奇
人，用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攻克书法空心
字的农民书法家——宋传森。

俗话说，高手在民间，在野有遗贤。
宋传森家里几代人都是靠着务农为生，家
境并不富裕，但却有着很好的艺术氛围。
宋传森的父亲就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乡间书
法家。在这样的家学熏陶下，宋传森从小
就对书法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在那个正值
贪玩的年纪，别的孩子都在嬉戏打闹，唯
独宋传森自己一个人用树枝在地上写写画
画。当别人都在传看小人书的时候，宋传
森却徜徉在欧王颜柳的世界里，《六体书
集》《龙凤图析》 等是他最爱研磨的教
材，而父亲留给他的新中国成立前的线装
书、《四体千字文》等，更是他学习书法
的秘籍。然而，在物质和文化都很贫瘠的
农村，不要说好的书法字帖，就是好书都
非常难得，为了精进技艺，宋传森就把

《新华字典》书写了一遍又一遍，就这样

从小便练就了一手工整的字体，成了家乡
知名的书法神童。

宋传森不仅书法技艺高超，更难得的
是他还是一位侍亲孝子。1981 年，县文
化馆招收文化职工，宋传森前往应试，文
化和艺术均获高分，时任馆长亲自拍板，
留馆就业，有机会优先送去深造。然而在
命运的交叉路口，宋传森实在不忍留老母
一人在田间劳作，婉言谢绝了馆长的挽
留，回到农村过起了耕读传家的生活。那
段时间，每天忙活完20亩责任田，干完
农活把农具往墙根一戳，就撸起袖子、拿
起毛笔开始练字。农闲时节，茶余饭后，
他不打牌、不饮酒，充分利用时间研习技
艺，用廉价的铅笔，俯身即拾的树枝乃至
竹木筷子等，在田间地头，打谷场上或饭
桌上勤学苦练，为了省下纸墨的费用，他
就用毛笔蘸着水，在祖传的桌子上临摹。
写满桌子后，将水迹擦掉重写，如此这

“纸”可以反复利用。有时候干完农活胳
膊累得抬不起来，但一拿起笔，他就来到
了另一个世界。“耕田解决温饱，读书解
决精神，练书法是一种精神追求、精神享
受。”他说。

书海无涯，贵在创新。双钩本来是一
种绘画技法，即用线条钩描物象的轮廓，
通称“勾勒”，因基本上是用左右或上下
两笔钩描合拢，故亦称“双钩”。宋传森

把这种技法与书法结合，创造性写出了惊
艳世人的空心字。2001 年，在老母的允
许下，他只身南下广州康乐村，在那个书
画家云集的地方，凭这手空心字一炮而
红，很快被社会接纳，一时间求字者络绎
不绝，不到一月荷包见鼓。但商业上的成
功却抵不住对家乡和母亲的思念，半年
后，他带着无法释怀的牵挂，回家侍亲。
但他的名气也从南粤大地传回了鄂北，从
市井到乡间，知道空心字的人与日俱增，
当地电视台也采制专题片报道了他的书法
成就。随着名气渐增，不仅求书者日多，
许多文化机构也请他去参与文化建设，仅
在宜昌西陵峡公园驻园创作期间，他就留
下各类作品好几百平方米。

宋传森说自己是个知足常乐的人，现
在钱够花，他却越写越感到艺海无涯。他
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练字，努力攀登艺
术高峰。“齐白石先生当年一边谋生，一
边画画、写字、刻章，孜孜不倦地追求更
高的艺术境界。文征明80岁还在写蝇头
小楷，不是为了利益，而是出于真正的热
爱。”宋传森说，“人精神上得到满足才是
最幸福的。”

宋传森：从田野里走出的农民书法家
□李子木

胡傅酒樽

兽首玛瑙杯

妇好鸮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