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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王墓曾出土4000多粒墨丸
“翰墨飘香——文房四宝专题展”在南越王博物院王宫展区展出

南 越 文 王 墓 出 土 了 3 块 石
砚 、4 块 研 石 以 及 4000 多 粒 墨
丸。墨丸出土时成堆散落在地
面，有的墨丸上粘附木胎残片及
少许漆皮，可知原盛于一个木胎
漆盒内。墨丸色泽黑中微泛红，
质地细腻，呈小圆饼形。从外形
观察，其制作应该是将糊状原料
随意滴聚成型，故大小不一。

其中一套石砚置于前室顶门
器上，其上粘有墨迹，墨色黑中泛
红，与前室墙壁上朱墨卷云纹和
西耳室出土墨丸的墨色一致，应
是工匠彩绘完前室后留下的实用
器。这对中国早期文房四宝的研
究具有重要价值。

由南越王博物院、安
徽博物院、安徽中国徽州
文化博物馆共同主办的
《翰墨飘香——文房四宝
专题展》正在南越王博物
院王宫展区开展。展品涵
盖了安徽文房四宝各个历
史时期的各种类型，以及
南越王博物院院藏珍贵文
物共 128 件套，其中南越
国宫署遗址出土文房用具
大部分为首次展出。该展
展期为 2021 年 10 月 28
日-2022年1月5日。

笔、墨、纸、砚是我国
传统的书画工具，被誉为

“文房四宝”。作为中华
民族的艺术瑰宝，笔、墨、
纸、砚的历史由来已久。

中国早期绘写材料以
岩壁、陶器等为代表，商
周时期以甲骨和青铜器为
主要绘写材料。从春秋战
国，直至东汉以后的相当
长一段时间，则以缣帛、
竹简、木简为主要的书写
材 料 。 由 于“ 缣 贵 而 简
重”，人们在长期实践过
程中，纸便产生了。造纸
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
四大发明之一，两汉时期
纸已被运用于书写和记
录，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

纸的发明结束了古
代简牍繁复的历史，促进
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而
早在殷墟的甲骨上已有
墨书的文字，目前可见最
早的墨出土于湖北江陵
战国墓。早期人工墨主
要成分多为松烟，制墨以
实用为主，手捏成形，使
用时将墨丸放置于砚石
上，用砚石压磨，南越文
王墓就出土了 4000 多粒
墨丸，历经 2000 年，依然
墨色如新。

中国使用毛笔历史悠
久，新石器的彩陶、商代的
甲骨、金文上均可觅到笔
的痕迹。先秦时期毛笔有

“聿”“弗”“不律”等多种称
谓，秦朝统一称为“笔”。

砚是中国传统的研墨
工具，它是由新石器时代

的研磨器演变而来，早期
石砚以自然石料简单加工
而成，除石砚外汉代还有
陶砚、漆砚、铜砚等。魏
晋南北朝时期，又出现了
瓷砚和银砚，隋唐时期，
出现了端砚、歙砚、鲁砚、
澄泥砚等名砚。

本次展览分“寿越千
年——纸”“松烟不朽——
墨 ”“ 治 世 之 功—— 笔 ”

“玉德恒久——砚”和“怡
情雅趣——文房清供”五
个部分，以多角度多方位
立体呈现中国文房四宝的
发展历程，让观众近距离
感受文房之美，领略古代
文人的情思雅趣与生活态
度，感悟中华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安徽是宣纸、徽墨、宣
笔、歙砚的故乡，“四宝”
俱全，是中国古代文房文
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展
览展出了安徽博物院、安
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众
多珍贵藏品，包括：“棉花
图墨模—‘两淮贡墨’款
耘畦图墨模（清）”、“沈荃
《行 书 临 兰 亭 序》手 卷
（清）”、“ 黄 山 集 锦 墨
（清）”等。

本次展览展出的岭南
文 房 珍 品 特 别 值 得 一
看。广州地区考古出土
有多个历史时期的文房
珍品，其中就有南越文王
墓出土的墨丸、石砚，南
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西
汉南越国时期的木简和
研 石 及 研 板、东 晋 青 瓷
砚、唐代端砚和宋代“端
砚”铭款端砚等。其中，
宋代“端砚”铭款端砚为
首次与观众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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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墨模为一级文物。墨模
由长方形外框和形制各异的上、
下内印模组成。上印模阳刻诗
文描述，下印模所刻棉花图中从
播种到织布的各种劳动场景。
此套墨模是光绪年间胡开文仿
乾 隆 三 十 年《御 题 棉 花 图》翻
刻。顶部刻“两淮贡墨”款。

《御题棉花图》拓本有图十六

幅，计有布种、灌溉、耕畦、摘尖、
采棉、炼晒、收贩、轧核、弹花、拘
节、纺线、挽经、布浆、上机、织布、
练染，每图都配有文字说明和七
言诗一首，似连环画，是我国古代
仅有的棉花图谱专著。

胡开文为清墨四大家之一。
清末，胡开文墨业崛起，很快风靡
全国，成为徽墨集大成者。

茧纸，古代书画用纸之一。
起源于魏晋年间，是继承和发展
了东汉蔡伦所用的“树肤”造纸
法制成。纸质白细且有光泽，其
上纤维交织如蚕茧丝，故美其名
曰茧纸。此手卷是用整幅白薄
茧纸书就，属于最上乘的一种御
贡茧纸标本。

沈荃，出身诗书名门，为松江
府沈氏家族后人，其十世祖为明代
书法家沈粲。沈荃于清顺治九年
（1652 年）中进士第三名，授翰林
院编修。后被康熙赏识及重用，
成为“书法帝师”。沈荃去世后，
康熙特旨给沈荃加谥号“文恪”，
开清代词臣以三品赐谥的先例。

《程氏墨苑》是明万历年间制墨大
师程大约编，著名画家丁云鹏绘图，徽
刻名工黄轔、黄应泰、黄应道镌刻的墨
谱。有明万历时期滋兰堂刊彩色套印
本及墨印后定本。全书共收录程君房
所造名墨图案五百二十式，全书分：玄
工、舆图、人官、物华、儒藏、缁黄六类。

《程氏墨苑》是中国古代艺术水
准最高的墨谱图集。程氏在墨的造
型设计和图式安排上新意迭出，丁
云鹏的图稿精丽绝伦，黄氏三匠的
刻工勾凝断顿，线条细若胎毛、柔如
绢丝，曲尽其妙。《程氏墨苑》印制十
分精美，套色印刷有首创之功。

该砚于 2004 年 12 月在广州
市南越国宫署遗址（原儿童公
园）出土。砚台为通体青灰岩石
一次雕刻而成，石质细腻，仅存
砚额和少部分砚池。砚额为圆
弧形，正面刻祥云如意纹，纹饰
内自右向左刻写“端砚”二字。
砚身正面凿两个砚池，可惜残缺
严重。这种双池砚又名“双履
砚”，自宋代开始出现使用。双
履砚可谓“官家用砚”，在元代、
明代的木刻版画上，公堂场景的
画面中常常会出现双履砚的身

影，因砚池可一边贮朱，一边载
墨，常用作古代公堂用砚。南越
国宫署遗址所在区域属于宋代
子城的官署区，是经略安抚使司
署等所在地，因此发现这件端砚
残片也就不足为奇。

据文献资料记载，端砚在唐
代已广泛使用，但多以“端州石
砚”、“端溪紫石砚”等指代，直到
宋代才名“端砚”。这件石砚是
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且明确
刻写有“端砚”二字的端砚实物，
意义非凡。

石砚与墨丸
（南越国 南越王博物院藏）

“端砚”铭款端砚
（宋 南越王博物院藏）

茧纸：沈荃《行书临兰亭序》手卷
（清 安徽博物院藏）

棉花图墨模—“两淮贡墨”款耘畦图墨模
（清 安徽博物院藏）

《程氏墨苑》
（明万历程氏滋兰堂刻本 安徽博物院藏）

“端砚”铭款端砚（宋 南越王博物院藏） 黄宙辉 摄

棉 花
图 墨 模 -

“ 两 淮 贡
墨”款耘畦
图 墨 模
（清 安 徽
博物院藏）

茧纸：沈荃《行书临兰亭序》手卷（清 安徽博物院藏）

《
程
氏
墨
苑
》石砚 (南越国 南越王博物院藏) 墨丸 (南越国 南越王博物院藏)展览现场 黄宙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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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张翀、张波执导，刘陆、王
紫逸主演的电影《第四面墙》近日
发布定档海报，宣布将于 12 月 10
日全国上映。影片以戏剧艺术理
论“第四面墙”为题，采用了多重
时空交织互文的叙事技法。

人迹罕至的山野郊外，冷清
孤寂的春节夜晚，一场牵涉内心
深处秘密的相遇……沉默寡言的
梅花鹿饲养员刘陆和故友马海重
逢在新年的夜晚，一场充满矛盾
的谈话中，竟牵扯出“平行时空”
中另一对他们之间正在上演的情
景，一件埋藏在心底的、关于学生
时代的沉重往事，时隔多年后悄
然改写着命运的轨迹。

在影片发布的定档海报中，
身着素净衣衫的两位主角刘陆与
王紫逸，朝着相反的方向躺在一
起。而两人下方皲裂的冰面仿佛
有随时破碎的危险，似乎象征着
那一桩桩暗沉的往事正试图将他
们拽入幽深而凶险的深渊。

影片在上海国际电影节入围
了最佳影片与最佳编剧奖项，并
在开罗国际电影节获得主竞赛单
元最佳新作“铜金字塔奖”。

“第四面墙”是一个戏剧术
语，指在传统三壁镜框式舞台上，
台口仿佛有一面虚构的“墙”，它
隔开观演空间和表演空间，观众
可以看见台上的表演，但不能与
演员直接交流。观众在电影、电
视节目中出现，可以被看做是打
破“第四面墙”。

《沙丘》实际上只拍了主角保罗
故事的一半，但即便下一部把他的
后半生补全，也只是展现了整个沙
丘宇宙的一角。在原著粉丝看来，
保罗从来都不是《沙丘》的主角，就
像 他 也 从 不 是 厄 拉 科 斯 星 球 的 主
宰，沙虫才是。

《沙丘》难拍，源于它的原著就难
读。大量剧情通过对话展开，晦涩
难明。但导演丹尼斯·维伦纽瓦不
能这么拍，他必须让故事更接近当
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让人哭，让
人笑，最重要的是，让人爽。所以，
把《沙丘》拍成“王子复仇记”虽然是
妥协，但并不算失败，因为真正的原
著粉丝必然清楚其影像化的难度。
我 一 位 深 爱《沙 丘》小 说 的 朋 友 便
说：“看到巨大的沙虫从浩瀚沙丘里
探头的那一刻，就觉得故事被拍成
什么样都可以原谅了。”

何况电影里还有各版中最接近
原著本意的扑翼机——模仿直翅目

昆虫的样子，以机翼高速振动的原理
来飞行。弗兰克·赫伯特所有的想象
力背后都有严密的逻辑——扑翼机
可以原地起飞和降落，伸直机翼后还
能节省燃料地滑翔，这都对应了沙丘
的地貌及其资源极度紧缺的状态。

但因篇幅所限，这一版的人物终
究还是潦草了。最典型的就是张震扮
演的岳医生——此人的背叛和牺牲被
处理得相当低智和可笑，很多观众看
完电影甚至不能理解他背叛公爵又没
救成家人到底是什么“迷惑操作”。事
实上，电影连其额头上作为“苏克医
生”标记的菱形图案都没有交代。该
图案代表他拥有人类生命高于一切的
至善特质，再加上他与厄崔迪家族的
深厚情感，岳医生实际上是最不可能
背叛之人。而最不可能背叛之人为何
又如何突破思想禁锢选择了背叛？这
背后的心路历程大有讲述空间。但如
今，岳医生却被处理成了一个推动情
节发展的纯工具人。

在电影中，除了保罗母子，其他
人物都显得相当扁平。甚至保罗这
个角色是否切合原著，亦有争议。因
为作为一个“先知”，他显得迷茫有
余，睿智不足。这也可能是在篇幅的
规划上，丹尼斯·维伦纽瓦多少要把
人物塑造的空间让位于战争戏和打
斗戏——毕竟，后两者才是一部科幻

“巨制”的必备元素。
若要让所有人满意，恐怕《沙丘》

仅拍个上下部是远远不够的。但若
想最终拍成一个“沙丘宇宙”，就必须
先用第一部的商业成功来证明这部

“最不可能被改编”的科幻经典作品
具备足够的市场前景。个中矛盾，
2021 版《沙丘》其实已在尽力平衡，但
终难两全。

“芳华绝代”梅艳芳，在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但凡听粤
语歌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我们就是听着她的歌长大的
一代。

就像安乐影业老板江志强
是为了还“心债”追忆故人而
投拍了该片，是满腔热忱、充
满诚意与情怀的，我也是带着
浓浓的情怀来观影。当电影
落幕时，眼泪忍不住在眼眶中
不断地打转，不知道是被影片
还是梅艳芳本人所打动。

事实上，当电影结束出字
幕 的 时 候 ，其 他 观 众 也 都 是
久 久 不 愿 离 座 ，情 绪 难 以 平
复 ，直 至 默 默 地 或 抽 泣 地 听
完片尾曲。这是令人赞叹的
不 老 传 奇 ，这 是 令 人 唏 嘘 的

时代挽歌。
电影以编年体的形式，还

原了梅艳芳短暂而传奇的一
生。从 4 岁为养家糊口而登台
演出开始，到参加新秀歌唱比
赛崭露头角，到唱歌拍戏全面
发 展 如 日 中 天 ，再 到 遭 遇 变
故 ，最 后 到 复 出 的 凤 凰 涅 槃
……剧情囊括了她与姐姐梅爱
芳的亲情，与张国荣、刘培基
的友情，与近藤、Ben 的爱情等
各个人生主题。叙事详实，取
舍 得 当 ，也 不 避 讳 情 感 的 孤
寂、KTV 掌掴事件的阴影。现
实 或 许 不 堪 ，但 电 影 是 美 好
的，让熟知梅艳芳的掀起了一
场回忆杀，让以前未曾听过梅
艳芳的也得到了一次全面的

“科普”。在叙事方面，影片采

用了纪实性与戏剧性相结合
的手法，娴熟的交叉剪辑、镜
头切换让现场拍摄与纪录片
断 无 缝 连 接 ，自 然 穿 插 。 其
中，最后一幕《夕阳之歌》，当
由虚构电影现场切换到原版
告别演唱会的资料影像，就给
观众带来了强烈的视觉冲击
力与情绪感染力，如同扔下了
一颗重磅催泪弹。

故事终究是为人物服务，
影片通过丰富的细节，立体地
呈 现 了 梅 艳 芳 鲜 明 的 个 性 。
如性格直爽，为人仗义，倔强
不 服 输——“ 谁 不 拍 掌 ，就 对
着那个人唱，一直唱到他拍烂
手掌为止”，以及后来的知恩
图报、热心慈善、帮扶后辈、团
结乐坛等等。从前面顺风顺

水到中途遭遇变故再到最后
脱胎换骨，从初出茅庐的“小
梅”到乐坛大姐大“梅姐”，从

“小我”到“大我”，剧作人物有
着明显的成长弧线，主题也得
以升华。这不仅仅是一个流
行乐坛巨星，也是一个时代的
符号。顺便一提，选角方面也
是基本令人满意的，新人王丹
妮的演绎甚至比预期还好，演
得 落 落 大 方 有 活 力 ，气 质 不
俗，眉宇间也有几分神似。不
足之处或许是缺乏历练沉淀，
在戏中梅艳芳遭遇挫折后再
度归来的后半段，角色心态、
状态的变化未能细腻地表现
出来，使得人物在刚出道时与
稍年长时的前后半段缺少了
层次性的差别。

最 后 不 得 不 提 的 是 音
乐。作为歌手题材的人物传
记 片 ，音 乐 在 片 中 的 作 用 不
言 而 喻 。 在 其 他 传 记 片 中 ，
音 乐 通 常 仅 是 辅 助 叙 事 ，但
在该片中音乐直接参与了叙
述 ，成 为 了 不 可 或 缺 的 叙 事
要素。每一首梅艳芳金曲响
起 ，都 会 让 人 浑 身 起 鸡 皮 疙
瘩 ，瞬 时 将 观 众 带 回 到 那 个
逝 去 的 岁 月 里 —— 然 而 ，风
华 绝 代 犹 可 见 ，世 间 再 无 梅
艳芳。

拍好
文/李丽

鉴定对象：《沙丘》

上映时间：10月22日

从“小梅”到“梅姐”的蜕变
文/明光暗影

鉴定对象：《第四面墙》

上映时间：12月 10日

文/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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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第四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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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万事足虫

鉴定对象：《梅艳芳》

上映时间：11月 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