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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为国本。官民之间的沟
通——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是
否畅达，乃是成败得失的枢纽。
听取民意是一个下情上达、中间
不能有梗阻的过程。一方面，执
政者的意图要不走样地传达下
去，防止有人从中堵塞或削减致
使“下面”无法了解“上面”的真
实意思。另一方面，只有“下
面”的情况及时反馈，“上面”才
能及时做出调整，其过程同样不
能有人阻挡。

在先秦时期，民众诉求的表
达是有一个体系的。统治者会
设立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场
所。《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先
秦时期的太子在成年之后，每天
例行的事务就是了解下情。

相传尧为天子时，设置三个
专门场所与民众沟通，每处都树
有便于识别的标志：一旗、一
木、一鼓。旗即“进善之旍”。
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所以应该
鼓励进献善言的人，一旦他们站
到旍下，太子就要立刻前往倾
听。木指“诽谤之木”。“诽谤”
一词本义是批评，例如把关于为
政者过失的意见写在此木之上，
统治者就必须要来受理。鼓则
是“敢谏之鼓”。人们若要进谏
则可以击鼓，官员听到应当前来
求教。这些安排，拉近了官与民
的距离，使统治者可以及时倾听
民声，随时修正施政方针。

周朝的太子除了模仿帝尧
故事，设进善之旍、诽谤之木和
敢谏之鼓外，每天还要做另外三
件事，以加强对民情、民意的体
认。其一是“鼓史诵诗”，鼓是

“瞽”的假借字，指盲人乐师（上
古的乐师都由盲人担任）。瞽者
通过诵《诗经》，让太子感受历
史上治乱兴衰之时民众的不同
心声。二是“工诵正谏”，工指
乐工，乐工背诵某些历史教训，
直言劝谏太子。三是“士传民
语”，士向太子传达民间当下流
传的臧否时政的歌谣。这些周
密的设计，使政府的最高层处处
关注、步步留意民众的意愿，避
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若要听取民意，还需防止官
员堵塞言路。上古政清事简，君
民直接沟通，比较容易做到。后
世人事繁冗，中间层次的官僚日
益增多，素质参差不齐，有意无
意堵塞言路的现象到处可见，因
而需要从制度上加以防范。这
在《周礼》一书中有更为周到的
安排。《周礼》由天官、地官、春
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官构
成，每官之下各辖六十职官，全
书共三百六十职，象征周天三百

六十度，笼罩社会的所有层面，
设计异常缜密。

其中保障民众向高层表达
意见的制度主要有两处。一是
夏官的大仆一职。大仆是王者
的近侍之官，负责“出入王之大
命”，其职守之一是在王的大寝
（天子诸侯处理政事的宫室）门
外树立一个大鼓。大寝又称路
寝，所以此鼓称为“路鼓”。其
服务对象是“穷者”——鳏寡孤
独、无权无势、无依无靠，容易
被人欺侮的弱势群体。路鼓旁
有十二位御仆轮流值班，一旦有

“穷者”前来击鼓，倾诉冤情，御
仆要出来听取，然后报告大仆，
大仆再禀告于王。如此，“穷
者”的意愿不会被忽略，同样可
以直达最高层。

二是秋官的大司寇一职。
大司寇执掌司法，负责纠察官
府与万民。意味深长的是，大
司寇的属官朝士，负责在外朝
的左边设“嘉石”，平罢民；在右
边设“肺石”达穷民。罢民是指
不法之民；穷民与大仆所说的

“穷者”类同。穷民随处都有，
他们享有将意见上达王或卿大
夫的平等权利。通常来说，他
们的意见需要先经当地官府受
理，然后上达。如果当地官府
拒绝受理，则穷民可以坐在“肺
石”上抗议。当地的有关官员，
必须在三日之内过去听取他们
的诉说，并上达王与卿大夫。对
于从中刁难穷民的官员，则要论
罪处置。肺石是赤色之石，象征
赤心诚意，意在要求小民不诬告
官员。路鼓与肺石的制度，为后
世所沿袭。

由此可见，中国在周朝就有
如此成熟的民本思想。

“神本”和“民本”是西方文
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区
别。西方是宗教文化，神本思想
认为，上帝是高居所有事物之上
的“一”，人则是“多”。在周以
前的中国，人认为天是不可测、
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周朝没有否
定这个在民众心中早已根深蒂
固的理念，而实际上把民意等同
于天意。《尚书》说“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这一理念的高明之
处在于，它避免了民意和天意的
矛盾，民意一定体现天意，天意
一定通过民意表达。

《尚书》有言：“人无于水
监，当于民监。”统治者要判断
自己的作为，就需要以民为鉴。
水之载舟，水之覆舟，百姓才是
一个国家存在和发展的根本。

（文字源自人文清华讲坛专
访现场 整理：福袋）

1983 年发现的广
州南越王墓是目前所
知岭南地区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好、随葬品最
丰富的汉代墓葬，墓主
人为2000多年前南越
国的第二代君主赵眜。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的
“文帝行玺”金印出土于该
南越王墓。被考古队员发现
时，该金印位于墓主人赵眜
的胸部。金印的印面阴刻有
篆书“文帝行玺”四个字，刚
健有力。金印的印钮是一条
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
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
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
可以用来穿印绶。经电子探
针测定该印印台部位可知，
印章含金量约为98%。

“文帝行玺”金印的重要
性在于它是证明墓主人身份
的关键物证。考古学家正是
通过金印中“文帝行玺”四
字得知，该墓墓主为南越国
第二代王赵眜，他是南越国
开国君主赵佗之孙，自称南
越文帝。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
目前考古发现最大的一枚西

汉金印。
根据史料记载，秦汉时

期的帝玺以白玉为材料，以
螭（chī）虎为印钮。然而，
目前秦汉皇帝的帝玺皆已丢
失，可作参考的物证仅有
1968 年出土于咸阳的白玉
螭虎钮“皇后之玺”（西汉早
期）和传世的“皇帝信玺”
（秦朝）封泥，这两件文物的
边长皆是 2.8 厘米。至于诸
侯王、外藩首领的印章，目
前所见的材质多为金，边长
介于2.2-2.4厘米，属于典型
的“方寸之印”（汉代一寸约
等于今 2.3 厘米）。

这枚“文帝行玺”，印面
长3.1、宽 3厘米，材质为金，
有别于秦汉帝玺和汉诸侯王
的规制，反映了南越王逾越
汉制、僭越称帝的性质。经
观测，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
四壁都有碰撞的痕迹与划
伤，说明它是墓主生前的实
用物。

何香凝

著名礼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
林谈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先秦时期的统治者
怎样听取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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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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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香凝的艺术创作，尤其是晚年定居北京后的创作，可视为近代
中国美术史发展的一个特别案例。4月 18日，适逢何香凝美术馆建
馆24周年馆庆之际，何香凝美术馆与中国美术家协会、北京画院联合
举办的《流水高山写新图——何香凝与新中国时期的北京画坛（深圳
站）》在何香凝美术馆开幕。展览将展至5月30日。

与早期著名狮虎猛兽题材相比，
何香凝后期的花卉题材同样精彩。
在何香凝美术馆现存的精品画作中，
约有167件花卉、12件动物、75件合作
画（此外尚有近千幅画稿），大部分是
建国后创作。何香凝此时期的作品
既体现出西画的严谨有度，又结合了
中国绘画的表现意性。以松树题材为
例，其晚年作品中古松树皮皴法遒劲，
形神毕肖地呈现了松木的肌理感。

何香凝晚年的绘画受心境的影响，
呈现出自由、自在、自觉的创作状态，更
因结束了流徙动荡的生活，投入了社会
主义建设的新环境，画面流露出安适祥
和的氛围。此外画面中深远宏大的气
势亦是何香凝心境的写照。其山水画

笔法多样，题材主要有雪景山水、大青
绿山水、墨笔山水三个样式。

为提高绘画水平，何香凝注重临摹
古代山水画，且不拘于一家，擅长从不
同时代和风格的绘画作品中汲取营养，
学习传统的造型手法和布局程式，希冀
从古人的用笔用墨中寻找突破点。

在《流水高山写新图——何香凝
与新中国时期的北京画坛》展览的学
术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何香凝因何
热衷于仿古绘画？有观点认为，这与先
生在和京津画坛的交流过程中，意识到
传统功力的重要性有密切联系。

廖承志曾表示：“她后期的画，比
如山水，就确有些‘硬’了。但她的梅
枝，犹如铁笔一般，反映着她一生的

硬朗，对友爱而对敌恨的性格。”这里
的“硬”，主要指何香凝在技法和笔墨
上的一些用笔习惯。何香凝此时的
绘画大多色彩鲜丽，与她 30 年代那
种冷峻悲愤的风格迥异。可以说何
香凝晚年的艺术精品，其笔墨意蕴已
经从表现斗争意识转向对平和壮丽
的祖国山河的赞美状态。

作为一代女杰，何香凝以绘画为
媒介，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
域。《何香凝美术馆年鉴》中写道，“在近
现代绘画转变中，很多艺术家也同样
将对现实的关怀直接以语言文字的
形式诉诸绘画，何香凝的表现尤为强
烈且影响更大”，何香凝在艺术的陪
伴中“国运繁荣渡白头”。（朱绍杰）

作为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
级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自1997
年建馆以来，即以何香凝先生的
艺术作品及文献的收藏、陈列、研
究为学术定位和宗旨。何香凝艺
术精品展巡展是何香凝美术馆重
要的品牌项目。自2003年从香
港启动首次巡展以来，多年来已
走过香港、澳门、台北、北京、上
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桂林、
惠州等地，2017年更是首次走出
国门，前往先生革命、艺术的起始
之地——日本东京进行展出。

2020 年，何香凝美术馆重
启巡展项目，于12月 20日在北
京画院成功开幕，展至 2021 年
2月 28日，期间获得了专家、观
众的好评。

北京画院美术馆馆长郑智
威认为，深圳不仅在高科技行

业处于全国领先地位，而且在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上也充满定
力。何香凝先生不仅是位革命
家、社会活动家、书画家，还是
一位坚定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守
护者。此次展览从新的角度认
知何香凝先生以及相关历史，
有着重要意义，展出的这批精
品也必将在中国美术史上留下
浓重的一笔。

何香凝美术馆馆长蔡显良
表示，何香凝美术馆始终以收
藏、展览、研究何香凝先生作品
为宗旨，以宣传、弘扬先生的艺
术成就和革命精神为己任。何
香凝美术馆充分利用各大博物
馆与美术馆的资源和优势，互
通有无，取长补短，助力深圳市
先行示范区的文化建设，增强
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影响力。

此次展览，除了37件何
香凝美术馆馆藏精品之外，
还展出了北京画院馆藏的叶
恭绰、齐白石、徐悲鸿、陈半
丁、郭味蕖、胡佩衡等 21 位
画家的 69 件（套）作品。题
材不仅涵盖人物、花鸟、山水
三大传统主题，还有建国后
国画创作者关于水墨现实主
义的探索，以期观众能从作
品中感受艺术的优雅及历史
的真切感。

展览专门梳理了“何香
凝与北京画坛交游图”，以直
观的图表方式向观众阐明何
香凝与北京画坛各家的关
系，让观众在观看展览作品
的同时，明了相关美术史的
上下文语境。

何香凝晚年定居北京，

她与北京画坛多位艺术家的
合作画可视为近代中国美术
史的特别案例，其视觉意义
已经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诗书
画“雅集”。

同时展览也辅以相关
的历史文献呈现，主要包
括两部分：一是有关何香
凝革命、人生、艺术的历史
图片及实物文献；二是摄
影家牛畏予所拍摄的包括
何香凝在内的 9 位艺术家
肖像作品。这些珍贵的历
史照片拍摄于上个世纪中
期，既是时代的艺术品，也
是珍贵的视觉史料。从摄
影史的角度来看，摄影作
品呈现的拍摄艺术可以阐
述 出 国 家 、时 代 对“ 艺 术
家”的想象。

本次展览由何香凝美术馆
与北京画院共同策划，展出包
括何香凝、叶恭绰、齐白石、徐
悲鸿等艺术家的精品约百件及
历史文献。此次展览主要围绕
两个主题展开：第一部分是何
香凝的革命人生及其艺术；第
二部分则阐述新中国成立后，
何香凝与北京画坛的互动。

展览将展出包括何香凝艺
术精品、何香凝与北京画坛艺
术家合作作品以及北京画坛艺
术家精品，共计约65件作品。

在何香凝横跨近 60 多年
的艺术创作中，她的创作与其
革命人生紧密关联，由此形成
个人独特的艺术面貌。60多
年，先生往来于南北、东西，也
因此与不同社会团体（“南社”

“寒之友社”）、地域（上海、南京、
杭州、北京）的艺术家保持着广

泛的交流和接触，并为后人留
下一批精心绘制的“合作画”。

何香凝合作的艺术家主
要活动于北京和江南两个区
域，尤其以前者占多数。他们
的名字占据了近代北京画坛
的半壁江山，以此而论，她在
北京时期参与的“集体创作”
具有不一般的意义。

何香凝是一位有革命情
怀的艺术家，也是一位有政治
抱负的艺术家。新中国时期，
何香凝与北京画坛一大批画
家的深入交流，构成了美术史
上的一段佳话。

何香凝与北京画院颇有渊
源。1957年5月14日，北京中
国画院（今北京画院）正式成
立，大会由时任文化部副部长
钱俊瑞主持，周恩来总理及郭
沫若、陆定一、沈雁冰等300余

位文化界、美术界知名人士出
席了成立大会。北京画院在筹
建之初便得到了何香凝的大力
支持，在成立大会召开之前，
她专门为画院题写了贺词，鼓
励传统中国画的继承与发展。

何 香 凝 美 术 馆 在 馆 藏
1500 余件的何香凝作品及手
稿中遴选出 37件艺术精品展
出，其中10件为何香凝与北京
画坛大家的合作作品，包括与
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合作
的《枫·鸟》，与廖承志、胡佩
衡、王雪涛、周元亮、溥雪斋合
作的《把酒当歌》，与陈半丁、
汪慎生、胡佩衡、邱及合作的
《凌霜逞艳》，与廖承志、胡佩
衡、王雪涛、溥松窗、周元亮、
潘素合作的《山林雾霭》，与徐
悲鸿、廖承志合作的《倚松读
书图》等。

观展台

闪光博物馆：遗失之物
时间：4 月23日—5月9日
地点：广州荔湾区沙面大街41号 LIGHTHOUSE空间

看点：艺术家温秋雯捕
捉自己幻想和童年记忆中
萦绕着的场景和事物，并用
发着光的纸雕来呈现这些
梦境般的奇幻场景，复活那
些充满想象力的生物。

除了以往的经典作品，
我们还能看到艺术家从未
展出过的新作，包括真实

尺度的幼年猛犸象，从观
看丢勒画作而激发灵感所
诞生的大型野兔，以及一
只美洲野牛和蜜蜂在城市
流 转 中 入 眠 后 的 春 之 美
梦。这些充满想象力的生
物，将为观展者带来一场
视觉盛宴与超脱现实生活
的体验感。

看点：集结了全国二
十所高等美术院校的水彩
画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
师和水彩画专业研究生，
在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举
办大型的学术展览及研讨
会，持续推动全国各大院
校水彩专业的教学建设及
学术交流，致力将“学院的
品格”打造成为全国高校

水彩画学科具有影响力的
学术品牌。中国水彩正逐
渐步入客观的“图像”时
代，“图像”开始在各个大
展中占据中心地位，各种
图像交流也更频繁，交融
也更深入。我国的院校水
彩专业应调整自身的“图
像”意识，以应对未来的教
学发展。

看点：展示了中国
近 百 年 来 版 画 艺 术的
发展历程，同时又以版
画这一特殊艺术形式来
展 现 中 国 现 代 史 的 进
程 。 版 画 的 茁 壮 与 丰
茂，与中国一百年来的
奋斗历程密不可分，亦
鲜明地反映了现代中国

不同时期的社会面貌与
时代节奏。

该展精选出数量可
观的版画作品，其中许
多都是名家名作，既涉
及中国现代版画发展的
关键时期与重要人物，
也兼收了相对年轻的21
世纪新一代版画家。

看点：由陕西省美
术博物馆、莞城美术馆
共同主办，共展出“长安
画派”12位艺术家的数
十幅精品佳作，涉及山
水、人物、花鸟等多个画
种。12位参展艺术家都

是当代长安画坛的中流
砥柱，更是长安精神的
延续，从他们的作品中，
观众可以看到“长安画
派”的传统、特点以及艺
术家们在艺术层面上的
追求和探索。

看点：淮河是中华
民族重要的文明起源地
之一，独特而充满魅力
的淮河文化滋养了无数
文人墨客和书画名家，
形成了碑帖兼容、刚柔
并济的淮河书风。蚌埠
市博物馆的馆藏古代书
画藏品主要以明清以来
新安画派、扬州画派、海
上画派书画家的作品为

主，具有鲜明的地域文
化特征，体现了蚌埠地
区及淮河流域书画的整
体面貌和艺术成就。

本次展览甄选了蚌
埠市博物馆馆藏书画作
品 70余件，其中不乏张
启后、袁大化、张树侯、
柏文蔚、倪田、陆恢等清
代及民国时期名家的精
品。

第三届学院的品格——中国“学院水彩”学术研究展
时间：4月20日—5月5日
地点：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

“淡蓝如思”粤港澳大湾区美术家联盟青年艺术家
--戴金龙作品展

时间：4月17日—4月27日
地点：天河区文化艺术中心

看点：广州美术学
院雷淑娟教授认为，戴
金龙的水墨画简约而直
白，平静而和谐。我们
能看到那一株昂扬冒尖
的枝条，撞起了表面像
极寂静的一片喧嚷。那
群屹立在湖心的火焰

鸟，悠闲地重复着祖先
的动作。而那些站在鸟
笼外的鸟儿，正霸气地
对抗着囚笼和命运。在
碧色的山水间，在墨色
浓淡交错的境域，有些
声音穿过画面直达观者
的心灵。

中国新兴版画90年纪念展
时间：4月16日—5月5日
地点：深圳市福田美术馆

在长安——陕西中国画十二家作品展
时间：4月15日—5月16日
地点：东莞市莞城美术馆

徽韵淮风——淮河流域历代书画名家作品展
时间：4月14日—5月28日
地点：东莞市海战博物馆一楼临展厅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通讯员 骆思颖 图/主办方提供

“流水高山写新图”——

及其北京画坛朋友圈
合作画家构成近代北京画坛的半壁江山

晚年作品已超越一般意义上的“雅集” 从新的角度认知先生

心有猛虎，细嗅梅花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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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行玺”龙钮金印

“文帝行玺”龙钮金印——印文

何香凝 廖承志 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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