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初， 陆贾两使南越之
后，南越虽然北面称臣，对内
依然称帝。 史书谓其“称制，与
中国侔”， 其王室规例超出汉
朝诸王侯国而与汉王室相当。

与政治上的对峙较量不
同，汉越间日常文化的交流互
往， 则日益显得无孔不入无
远弗届， 是任何禁闭都不可
阻挡的。

《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
南夷列传》记载，建元六年（公
元前 135 年）， 番阳令唐蒙出
使南越， 南越人在招待唐蒙
时，让他品尝一种蜀地出产的
枸酱。 唐蒙觉得味道不错，打
听是从哪儿来的，南越人说是
夜郎人从牂牁江 （今天的乌
江）运来的。

枸酱究竟为何物？ 自《史
记》记载以来，一直没有确切
说法。 许慎《说文解字》中的解
释就已是模棱两可。 一般认
为，“枸酱”是用“枸子”（蒟子）
和“酒”两种主要原料制作而
成的，虽名称为“酱”，实为一
种带有保健功能的果酒。 著名
四川地方史专家、原四川大学
历史系教授任乃强先生考证
说，“枸酱”是古僰人用“枳蒟”
果实所酿。“枳蒟” 就是“拐
枣”，学名枳椇，又名木珊瑚、
鸡爪子、鸡爪梨、臭杞子等，因
形似鸡爪，俗称拐枣。 宋代宋
伯仁《酒小史·酒名》 中列有
“南越食蒙枸酱（酒）”之名。 清
人陈熙晋后来在贵州一带任职
十余年，有《之溪棹歌》诗曰：

“尤物移入付酒杯，荔枝滩上瘴
烟开。 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
蒙鳛部来。 ” 说的就是这个典
故。 后来茅台酒官方则称，枸酱
酒就是国酒茅台最早的“祖
先”，似乎也是其来有自。

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
下攘攘，皆为利往。 山水迢递，
阻隔不断滇蜀南越商人脚下
的路。 一道美味，纵是远隔万
水千山，总是让远方的人魂牵
梦萦。 当然，这牵萦，五味杂
陈。 张翰的莼鲈之思，随秋风
而起 ， 是漂泊游子的千里思
归；生于蜀地的杨玉环对荔枝
的痴爱，或许终是忘怀不了儿
时家乡的美味。 唐蒙品尝到枸
酱的美味， 想到的却是一条

“制越”妙计。
了解到夜郎沿牂牁江水道

可直通南越统治中心番禺，又
听说夜郎有“精兵十万”，于是
唐蒙回长安向武帝提出通使
夜郎，利用夜郎兵力，“浮船牂
牁江”，出其不意，直取番禺。

汉越情势一波三折。 至高
后吕雉朝，禁止与南越商贸往
来， 禁止输送先进的铁器用
具，输送马牛羊等动物，则只
给雄性不予雌性，情势乃急转
直下。 南越遂割据，断绝了与
中原的来往。 也因此，溯郁江
西上的交通线路便得到开拓
与重视，蜀地的枸酱乃得以沿
牂牁江直下南越。

只是， 商人们发现的是商
品的利益，政治家看到的却是
较量制衡的手段。 南越可以通
过溯郁江西上的交通线路的
开发， 打破汉王朝的封禁，当
然汉王朝也就不难想到通过
顺郁江而下的水路 ， 反制南
越。 果然， 元鼎五年（前 112
年）秋，汉武帝采纳了唐蒙这
一“制越”计划，任命他为中郎
将， 率兵联络夜郎。“发夜郎
兵， 下牂柯江， 咸会番禺。 ”
（《汉书·武帝纪》）

次年冬， 汉武帝终底定岭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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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上的文人雅兴

清代民国广府壁画中的山水花鸟
2018 年 12 月 15 日和 22

日，本栏推出《广府壁画：该引起
我们珍视的岭南瑰宝》、《广府壁
画中的人物故事》两文，对一直没
被我们珍视的岭南文化瑰宝———
清代民国的广府壁画进行了介
绍， 这期与大家一起品赏广府壁
画中的山水花鸟画。

有人说，壁画是时代的定格，
历史的缩影。 这个特点从中国的
三个古壁画群中得到了鲜明的呈
现：一是敦煌壁画，它显现的是佛
法的庄严和幻彩。 二是魏晋隋唐
陵墓中的皇家贵族壁画， 它突显
的是皇族的华丽和高傲。 三是广
府壁画， 它作为清代民国世俗壁
画， 描绘的对象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经典故事、雅俗共赏的山水、
花鸟以及用各体书法题录的诗词
名句，它表现的是一种平易亲切、
接地气的格局。

广府壁画内容分为两大类
型：人物画与山水花鸟。人物画主
要通过对传统的人物故事的描
绘，起传播儒家文化的目的；山水
花鸟画侧重于传达乡绅雅士崇尚
隐逸的情愫，强调“士气”和“逸

品”， 讲求笔墨情趣和神韵等，分
写意画和工笔画两种风格。

这里还要说一下， 广府壁画
只是广府传统建筑中最富特色的
装饰之一。 广府传统建筑中的装
饰艺术还有其他种类，总概为“三
雕两塑一画”。三雕即砖雕、石雕、
木雕，两塑即灰塑、陶塑，一画即
壁画。

“三雕两塑一画”均是清代民
国广府传统建筑上不可或缺的装
饰艺术，最富广府文化特征，其独
特的文化内涵和风貌甚至成为广
府文化的一大标志。

另外，“三雕两塑一画” 的文
物属性非常鲜明， 任何随意的修
改都将造成原真性的改变， 破坏
其文物价值。 鉴于目前大量广府
传统建筑正在重建和修缮， 原有
的建筑装饰也在无奈中快速消
失，追寻和记住原汁原味的“三雕
两塑一画”真迹，就具有特殊重要
的意义。

今天刊出的是广府壁画赏析
的第三部分， 以后我们还将陆续
刊载广府中三雕两塑中的珍贵真
迹，敬请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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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传统建筑装饰真迹赏析（3）·壁画

汉家枸酱知何物 □陈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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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绪 三 十 一 年
（1905 年 ） 绘画者 ：韩
炽山 。 款识 ： “莫道花
开晚，谁能耐雪寒。 偶
作。 ”

款 识 赞 美 梅 花 虽
然晚开 ，但抗雪耐寒 ，
是花中之冠。

壁画位置：广州市
番禺区化龙镇潭山村
竹溪公祠

宣统三年 （1911 年 ）， 绘画
者 ：杨瑞石 ，款识 ： “饮啄时时穿
漠苑，飞鸣日日选随堤。偶书。杨
瑞石画。 ”

壁画将小鸟与杨柳构成的杨
柳飞莺景象描绘得生动有趣。

壁画位置：广州市番禺区沙
湾镇三善村梁氏宗祠

《花鸟画》

咸丰十年 （1860 年 ） 画家不详 ，款
识：“黄鸟啼烟二月朝 ，若教开即牡丹饶 。
天嫌青帝恩光盛，留与秋风雪寂寥。 ”

款识上的是赞美木芙蓉花的诗 ：在
黄鸟啼烟的春天 ，木芙蓉绽放的话 ，一定

可以和牡丹一样大出风头 ， 但老天爷偏
让它在深秋盛开 ， 为的是点缀秋光并扫
尽人们的悲秋情绪。

左边书法录自唐代诗人王维 《山居秋
暝》诗：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

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
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右边书法录自唐代诗
人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北阙休上书 ,南
山归敝庐。 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 白发催
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

光绪十一年 （1885 年 ），
绘画者 ：杨瑞石 （目前在珠三
角地区还留存有大量他的作
品 ）。 款识 ：“远观山有色 ，近
听水无声。 偶草。 杨瑞石画。 ”

款识撷取自一首叫 《画 》
的古诗的前两句。这首诗的后
两句为 ： “春去花犹在 ， 人来
鸟不惊。 ”这首古诗被不少广
府壁画选为款识， 有趣的是，
上世纪 80 年代人教版小学一
年级课本， 就选入了这首古诗
（个别字眼与这首稍有不同）。
可以想见， 在教育并不普及的
清代民国， 这些题写在壁画上
的通俗小诗， 能给乡人以怎样
的有益启蒙。

壁画位置：广州市番禺区
大龙街沙涌村南潮江公祠

《山水画》

同治十三年（1874 年 ），绘画
者：罗倚之。 款识：“高山流水天然
画，带得琴来不需弹。 罗倚之画”。

这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山水
画 ， 细看仿佛能听到山缠水绕

里水的鸣响 。 左右两侧配以花
鸟小品 ，既可衬托主画 ，又可丰
富观赏，一举两得。

壁画位置：广州市番禺区沙
头街胜惠何公祠

道光廿 六 年 （1846 年 ），绘 画
者：杜柏洲。 款识：”当庭始觉春风
贵 ，带雨方知国色寒 ；日晚更将何
所以，太真无力倚栏杆。 ”

题识中的四句诗，是唐代诗人
罗隐 《牡丹 》诗的后四句 ，以鸡寓
意吉祥平安和吉星高照 。 这个题
材在广府壁画中很为常见 。 绘制
这幅工笔壁画的画家功力不浅 ，
造型生动活泼，画面雍容大气。

壁画位置：广州市花都区狮岭
镇军田村伯昭汤公祠

民国六年 （1918 年 ），绘画和书法者 ：老粹
溪 （广州番禺沙三善村人 ，今天在番禺沙先师
古庙等处还可看到他的作品）。 款识：“雨后登
楼观山。仿唐六如先生（唐伯虎）笔法。粹溪。 ”

这 幅 广 府 壁 画 将 山 水 画 和 书 法 拼 在 一
处，形成整体画面，有一种相得益彰的效果。

画家将右边的书法条幅还别出心裁地分
为上下两部分 。 上面用隶书写道 ：“潮满溪流
隐，波光渔涌闲。 囗浮云五色，清吐月三囗。 ”
感叹大自然的小桥流水，波光月色。 下面则用
草书题写唐王昌龄名诗 《芙蓉楼送辛渐 》：“寒
雨连江夜入吴 ,平明送客楚山孤 。 洛阳亲友如
相问 ,一片冰心在玉壶。 ”上面的隶书扁平、工
整，下面的草书狂野不羁，形成有趣的反差。

壁画位置： 佛山市三水区芦苞镇刘寨村
胥江祖庙

民国二年 （1913 年 ）, 绘画者 ：黄
南山 （今天在广州陈家祠里 ，仍可看
到黄南山的砖雕作品 ）， 款识 ：“岁寒
三友 。 高山孤树各分方 ，岭南正气囗
春色 ，为有红光灿木棉……时在于癸
丑结月下浣 ，偶绘粉壁之中 。 以为如
是观。 以笑云耳。 黄南山偶草。 ”

画家将广府常见红棉树、 雄鸡画
入画中，是一幅极富地方特色的壁画。

壁画位置：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
莘田二村

光绪十一年（1885 年 ），绘画
者：张耀南。 款识：“云里帝城双凤
阙，雨中春树万人家。张耀南画。 ”

款识的两句诗是从唐代诗
人王维的 《奉和圣制从蓬莱向
兴庆阁道中留春雨中春望之作

应制 》诗中选出的 ，意思是长安
城里 ， 春雨润泽千家树木美不
胜收 ，皇宫的楼阙高耸入云 ，尽
显皇家气象。

壁画位置：广州市番禺区石
碁镇凌边村从志凌公祠

同治六年 （1867 年 ），
绘画者 ： 杨瑞石 ， 款识 ：
“空山新雨后 , 天气晚来
秋。明月松间照 ,清泉石上
流。竹喧归浣女 ,莲动下渔
舟。随意春芳歇 ,王孙自可
留。 杨瑞石画。 ”

壁画的款识录自唐代
诗人王维的 《山居秋暝 》
诗 ，右边的独幅书法是唐
代李白名诗 《秋登宣城谢
脁北楼 》： “江城如画里 ，
山 晓 望 晴 空 。 两 水 夹 明
镜 ，双桥落彩虹 。 人烟寒
橘柚 ，秋色老梧桐 。 谁念
北楼上，临风怀谢公。 ”

光绪三年 （1877 年 ），绘 画 者 ：杨 瑞
石。款识：“几度东风吹不醒，至今颜色似
桃花。 杨瑞石”

款识上的两句诗录自道光年间江浙
著名画家蒋宝龄在自己画作 “四君子图”
题写的诗。 全诗是：“罗浮仙子饮流霞，醉
倒深山处士家 ，几度东风吹不醒 ，至今颜
色似桃花。”描写的是一个传说：仙女在罗
浮山与处士对饮甚欢， 酒后满面红云，艳
丽异常，不知不觉就醉了。 于是便在处士
竹榻上歇息，最后化做美艳的桃花。

壁画位置： 佛山市顺德区勒流镇
扶闾村廖氏宗祠

光绪十八年 （1892 年 ）， 画家不详 。 款识 ：
“时于光绪岁次壬辰夏日”。

壁画居中的是岩石和小鸟 ， 错落四周的是
三种颜色的花，构成了生趣盎然的景致。

壁画位置： 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塘头村村
心街恭敬里 2 号古民居

清光绪七年 （1881 年 ）, 绘画者 ：潘
漱石。 款识：“夜游赤壁。 光绪七年辛巳
小阳月。 漱石氏。 ”

这是广府壁画名家潘漱石的一幅
作品 ，根据苏东坡 《前赤壁赋 》而作 ，充
分展示了 “壬戌之秋 ，七月既望 ，苏子
与客泛舟 ，游于赤壁之下 。 清风徐来 ，
水波不兴”的意境。

壁画位置：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嘉禾
街联边村坚祖彭公祠

《山水画》

壁画位置：广州市
番禺区石楼茭塘东村
表海黄公祠

《花鸟画》

《花鸟画》

壁画位置：
广州市番禺区
大龙街罗家村
龚洁波祖祠

《山水画》

《山水画》

《花鸟画》

《花鸟画》

《花鸟画》

《山水画》

《山水画》

《花鸟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