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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聚焦
手稿：安徒生、雨果等 20

多位世界文豪手稿展出

11月 23日，《巨匠永痕——世界文学巨
匠及百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书信手稿展》在
浙江杭州举行，20多位世界文豪的书信手
稿集结亮相，包含歌德、大小仲马父子、伏
尔泰、安徒生、雨果、毛姆等知名作家，以及
加缪、罗曼·罗兰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
亲笔。

策展人、世界名人手稿研究学者邱见介
绍，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歌德致玛丽亚·
保洛娜公主的亲笔便条系首次展出。便条
完整保留了歌德的火漆印章，这是歌德最具
代表性的徽章之一。

考古：陶寺文化出土大批
绿松石器，男女均可佩戴

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陶寺文
化出土大批绿松石器，仅陶寺遗址的绿松石
镶嵌片就发现 950 余枚。山西省考古研究
院11月 23日发布，前述绿松石器男女均可
佩戴，不排除具有某种祭祀、护佑功能。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
遗址面积约400万平方米。经过40余年的
考古发掘与研究，可知陶寺遗址是中国史前

“都城要素最完备”的城址。

开幕：国家大剧院建院十六
周年系列演出及活动拉开序幕

12 月 22日，国家大剧院即将迎来建院
十六周年。在未来一个月时间内，国家大剧
院将有百余场演出集中上演。其中，国家大
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首度登临舞
台。世界顶尖名家名团如伊万·费舍尔与布
达佩斯节日管弦乐团、麦斯基三重奏、林肯
中心室内乐协会、鲍罗丁四重奏将陆续登台
献艺。中央芭蕾舞团《小美人鱼》、辽宁芭
蕾舞团全新力作《巴黎圣母院》等舞蹈演出
精彩纷呈，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玩偶之
家》《简·爱》也将精彩上演。

出版：大咖云集为岭南古籍
出版社开声

11 月 18日，由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主
办、广东人民出版社协办的岭南古籍出版社
发展战略研讨会在广州召开。研讨会以“赓
续岭南文脉，古籍出版赋能文化‘双创’工
程”为主题，就岭南古籍出版社发展战略畅
所欲言。

2023年 8月 3日，中宣部批复同意成立
广东岭南古籍出版社，该出版社以古籍文
献、学术著作、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和融合出
版为主要出版范围，是华南地区第一家专业
古籍出版社。

文保：潮州成功入选第二批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
名单

11 月 22日，潮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对外公布，广东潮州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创建名单。

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是由国家文
物局同意设立并指导管理，具有全国性示范
引领意义的特定区域。全国第一批入选单
位共6家，第二批入选单位共15家。

潮州市创建的范围与潮州古城历史城
区的保护范围相同，面积为2.33平方公里。
创建原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文物保护
利用事业发展的价值引领，践行“保护第
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
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工美：第十四届云浮石文化
节开幕

11月 21日，“第二十届云浮国际石材科
技展览会暨第十四届云浮石文化节”在云浮
市佛山（云浮）产业转移工业园正式开幕。
活动以“石间艺术—青春云浮石文化之路”
为主题，全面塑造云浮“中国石都”品牌，推
动云浮开创特色石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新局面。

展览展出了各式石雕作品，包括全国政
协委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鸿飞的
肥女系列作品、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云
浮石艺）代表性传承人梁建坤的多件石雕精
品、高级工艺美术师潘斌强的巨型石雕
《1598决战露梁海》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
艺术家能工巧匠的匠心，还透露出他们关注
时代、关注生活，诉说情感、感怀历史等丰
富的情感表达。

潮州古城有新名片

陶寺出土的绿松石腕饰

梁建坤作品《人生旅途》

□文字整理/羊城晚报记者 周欣怡

《中国之翼》写出航空工业百年风雨
作者詹东新：现实比虚构的更精彩 文/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图/受访者提供

（1879- 1962），
字晦之，又作惠之，号善斋
老人，安徽庐江人。近代极
有影响力的收藏家、实业
家，生平雅好收藏，所藏甲
骨、青铜器、古钱币、善本古
籍等，既富且精。

刘 氏 家 族 有 收 藏 传

统，体智先生父为清末四
川总督刘秉璋，藏书四五
万 卷 。 体 智 先 生 承 其 藏
书 ，继 其 遗 志 ，增 藏 书 至
二 三 十 万 卷 ，郑 振 铎 为
写 定《远 碧 楼 善本书目》
五卷。

又喜金石之学，有小

校经阁，藏蜀石经孤本。又
以收藏甲骨、铜器名于世，
有《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
金文拓本》等。容庚先生为
其青铜器藏品编《善斋彝器
图录》。所藏甲骨二万八千
余片，郭沫若为之拣选并加
以考释，成《殷契粹编》。

虽对《秋树聚禽图轴》
倍加珍爱，但容老后来仍然
将 它 无 私 地 捐 献 给 了 公
家。“目睹文物流失海外，以
他们为代表的收藏家身上
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最终
化私为公，是他们当中不少
人的最终选择。”林锐说。
刘、容两人相近的收藏理念
中更蕴含厚重的家国情怀。

两位先生生于文物大
量流失散佚的年代，却都以
一己之力收购大量国宝，使
其免于战火兵燹或流入异
邦，保存华夏文脉。

在捐赠仪式上，刘耋龄
兴致勃勃地分享了一段刘、
容交往往事。全面抗战爆
发前夕，在容庚的牵线和促
成下，刘体智将过百件青铜
器批量转让给中央博物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
所等公藏机构。这批重器

随战火颠沛流离，最终入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成为镇馆
之宝，著名的西周鸣士卿尊
就是其中之一。

刘耋龄说，他现在还保
存着傅斯年、李济写给他祖
父的信件，其中详尽记载了
入藏过程和细节。

20 世纪 50 年代，在公
立收藏机构系统建立之时，
容庚将百余件青铜器、一万
余册藏书、一千多件书画捐
给广州市博物馆、中山大学
图书馆、广州美术馆等单
位。刘体智将两万八千余
片甲骨捐给当时的国家文
化部文物局，后转归北京图
书馆；古籍捐给上海市文管
会，后转入上海图书馆。

这些捐藏中，不乏两人
同步的“身影”。如 1955
年，刘氏所藏“传李公麟《九
歌图》”也在容庚牵线下售

归中山大学，今藏中山大学
人类学博物馆。

“客观而言，刘、容二人
的交往，起初难免略带些许
的功利色彩。”林锐在专论
《信札中的刘体智与容庚》
中认为，两人关系的发展，
为后人树立了朋友交往之
道的一种典范。“两人交谊
典范的建立，不仅仅体现
在彼此帮助，互有馈赠，在
两人对待藏品真伪问题的
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容 氏 的 坦 诚 与 刘 氏 的大
度。”

暮年时候，容先生在给
刘氏的信中深情写道：“回
忆吾辈二十余年旧交，所存
无几，弟亦年过六十，头发
斑白矣，犹幸顽健，能乘自
行车奔走于广州与康乐之
闲，想公闻之，当亦一笑
也。”

据悉，这批信件的写作历
时二十余年，几乎见证了刘、容
二人交往的全过程，为研究近
代学人的治学、收藏、交游提供
了极其生动的一手资料。

信件内容上关国家民族之
命运，下至日常生活之牵念，或
以著作、拓片相互酬赠，或交流
铜器字画收藏信息，更有大量
关于藏品真伪、编书校图的学
术探讨。

“本次捐赠的书信是目前
所知容庚先生致友朋信札中数
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一批。”广
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王惠君
介绍，1998 年，容老后人将容
先生留下的著作手稿、名家书
信、金石拓本等共 460 种 2000
多册（件）捐藏该馆。

借此机缘，该馆将这些信
件与容氏家族捐藏文献中的
13通“刘体智尺牍”合璧，辅以
相关的图片、实物与论著资料，
以期通过先贤的手迹遗泽考知
故实，窥见一代学人的风骨余
韵。

刘氏收藏宏富，容氏学养
深厚，二人志同道合、惺惺相
惜。其交往由编纂善斋藏品图
录、藏品研究、资料交换而渐及

其他方面，并成为知交。两位
先生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是收
藏家与学者交往的典范。

“观刘惠之所藏拓本，多精
品，惜真伪杂糅耳。彼欲燕大
为之印行，我以须改选精印答
之。”1931年 3月 30日，容庚在
其日记中，“锐评”了时任中国
实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刘体智
的青铜器收藏。

恰 逢 容 庚 欲 增 订《金 文
编》，由于见到其中众多未著录
的青铜器，心情激动，直言“睹
此异文，振荡眙腭，欲效米襄阳
之据船舷也。”随后经友人推
介，刘、容二人贻书定交，赏析
疑义，邮筒渐密。

“两人都是学者型的收藏
家，有着共同的收藏理念。”展
览策展人林锐告诉记者，两人
在收藏方面有着共同的爱好。
但相对而言，两人的收藏家与
学者的身份实际上是各有侧重
的：就收藏而言，刘的收藏规模
和质量远胜于容，而就学术成
就和影响而言，则是容远高于
刘。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讲，
刘、容二人之间就是一种收藏
家与学者间的关系。两人的这

种各有长短的特点，正好形成
了一种互补的关系。

容庚“喜收乡人之作”，一
直致力于明清以降岭南地区书
画家，也包括寓居岭南的书画
家作品及相关文献史料的搜罗
工作。1948 年，刘体智赠送容
先生多件书画，其中颇多岭南
名家之作，包括明代宫廷画家、
广东南海人林良的《秋树聚禽
图轴》。

得到林良《秋树聚禽图轴》
后，容庚搜集其相关史料，对林
良生平和艺术作了深入研究，
著《林良评传》，成为林良艺术
研究的现代奠基者。林良也由
此进入全国文化史视野。

开幕现场，两家后人相聚，
场面感人。“从这些信件中，可
见祖父对刘老先生的热情与情
谊。”容庚长孙容国濂告诉记
者，晚年的容、刘二位先生彼
此系念，相互照应。刘先生一
度想迁居岭南，容先生“为吾
粤文化计，固日盼公之来”，
并忙着张罗住处。刘先生年
老患病，容先生十分关心，曾
替他求医问药，还帮他联系买
家收购藏品，以缓解刘家经济
上的压力。

学人与藏家交谊典范：

容庚致刘体智书信
入藏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梁善茵 黄宙辉 通讯员 朱隽嘉 寇晓丹 苗苗
图/羊城晚报记者 贺全胜 梁善茵

金石契韵

家国情怀

自20世纪30年代初
起，一代学术大家容庚与
收藏家、银行家刘体智因
对青铜器及铭文的共同爱
好而结缘，一直书信往来，
友情持续近三十载，堪为
学林佳话。

如今，三代结缘的两
家后人终于在暖冬的广
州重聚，互念来鸿去雁中
传之久远的情谊。

11月 22日，“刘耋龄
先生藏容庚致刘体智书
信捐赠仪式”暨“卅载金
石契——刘体智容庚往
来书信展”开幕式在广东
省立中山图书馆举行。

九十岁高龄的捐赠
人、刘体智文孙刘耋龄从
上海来到广州，在广东各
大公共收藏机构、图书馆
代表见证下，亲手将相关
藏品交托给广东省立中
山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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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詹东新（左）乘坐 ARJ21，
赠航班机长长篇小说《晨昏线》

容庚致刘体智函

（1894- 1983），
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
人。近现代著名古文字学
家、考古学家和书法篆刻
家。容先生外祖父邓蓉镜
为晚清翰林、广雅书院山
长，四舅邓尔雅是著名篆
刻家、南社诗人。

容先生从小受四舅影
响，对古文字产生浓厚兴
趣。后毕业于北京大学研
究所国学门，历任燕京大
学教授、岭南大学中文系
教授兼系主任、中山大学
中文系教授等。

容先生尤精于古文字和

青铜器的研究，所著《金文
编》《商周彝器通考》为金文
及商周青铜器研究的经典之
作，影响深远。1998 年，容
氏后人秉其遗愿，又将其遗
下的一批著作手稿、名家书
信、金石拓本等四百余种捐
献给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刘体智致容庚函 1931 年 11 月
13 日（容庚先生后人捐赠）

刘体智

容 庚

“中国制造大飞机的历程几起几
落，我从专业的视角写专业的人和
事，是率真的写实主义者。因为在
航空业，现实中的真实故事比虚构
的更精彩，更振奋人心。”

继《马上起飞》《飞往中国》《晨
昏线》的“民航三部曲”后，作家詹东
新又推出最新的长篇纪实作品《中
国之翼》。这也是他长期深耕民航
一线交出的一份文学新答卷。

对中国航空制造史的
梳理和总结

可以说，《中国之翼》不仅是一
部中国航空工业的纪实史诗，也是

一部中国航空工业的启示
录。它描绘了从新中国成
立到新时代中国航空的沧
桑巨变，不仅记录了中国
航空工业的重大事件和里
程碑，也展现了中国航空
人的个性和风采。作者用
细腻的笔触和生动的语
言，还原中国航空人的艰
辛历程和崇高情怀，让读
者感受着他们的智慧、勇
气、坚韧和奉献。

书中的时间跨度前后
有一个多世纪，大小人物
达 200 多个，上至国家领

导，下到普通百姓，有的叙其平生，
有的寥寥几笔，详略得当、张弛有度
地勾勒出几代航空人的群像谱系。
詹东新说，他希望通过多侧面、多角
度还原历史细节，尽量使人物回归

“正常人”，兼具“大”气象与“小”细
节。

面对中国民航工业百年如此巨
大的体量，该如何取舍素材并再创
作？对此他说：“在谋篇布局上，以
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为主要内容，
尤其是 2000 年之后，制造中国大飞
机提上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计
划，我便以中国首款按照最新国际
适航标准、专为短程到中程航线设

计的C919飞机的诞生之路作为本书
的重中之重。可以说，整部作品是
对中国航空制造史的一次梳理和总
结。”

将报告文学写出小说
般的跌宕起伏

詹东新说，虽然《中国之翼》是
报告文学，但他希望能写出小说跌
宕起伏的节奏。他同时强调，报告
文学不能脱离史实，因此他给自己
定下了几“不”原则——不媚俗、不
趋时、不喊口号、不有意拔高，语言
力求“真、实、活”。他说：“从最早的
爬梳资料、实地采访、写作和后期修
改，我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写作过
程比较顺畅、过瘾，希望能为读者呈
现中国民航制造业的百年风雨历
程。”

书中，看似在记叙一个个真实发
生的客观事件，却巧妙安排了一幕
幕大戏轮番上演，主角配角交替登
场，几起几落，回肠荡气，演绎出一
部明暗交织、波澜壮阔的中国民航
业大戏。比如他描述自己与“阿娇”
（南航飞机 ARJ21）的第一次邂逅：
“我隐隐觉着机体微微向上仰起，窗
外的草坪和建筑纷纷朝后倒去，塔
台和海水相去渐远，飞机像一片树
叶，被轻轻裹卷了起来，瞬间升上了

天空，似乎缺少了离地而起的空
灵。飞机钻进了阴森的浓雾，唯一
能瞧见的是机翼尖处忽闪忽闪的指
示灯，提示着人类，飞机在穿过厚厚
的云团迷障。许多人又合上了眼
睛，看似闭目养神，心里却在打着
鼓。”

詹东新还在后记中写道：“从来
没有哪一个项目，包括‘两弹一星’
在内，有大飞机工程那样虬根曲绕，
蜿蜒坎坷，令人叹为观止。”

用专业视角写专业的
人和事

民航业因涉及许多专业知识，要
写民航故事就需要作者有丰厚的知
识储备。而詹东新刚好是民航系统
的工作人员，他曾亲历了 ARJ21 和
C919 的研发、试飞、取证等关键环
节。从写民航科普文章起步，到如
今他已推出了多部厚重的文学作
品。他说：“希望能用我的写作，照
亮航空的文学之光，提炼出人性的
灰暗与光亮。”

民航局的国宝级试飞员赵志强
是詹东新印象最深的人物，为了验
证飞机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他冒着
生命危险，飞过无数次的失速、结
冰、大侧风等极限科目，他被詹东新
称为“在悬崖旁跳舞的人”，也是“中

国航空工业的英雄”。
从2018年至 2021年，詹东新去

中国商飞、上飞院采访了近 20 次。
他说：“我崇尚‘田野考古’般的写
作，访谈过百位亲历者、参与者。他
们为作品提供了翔实、鲜活的养分，
他们对中国商用飞机的执着、自信、
坚韧，也深深触动着我。”

在詹东新看来，大众对民航业还
存在大量的“知识盲区”，他希望通
过自己从专业的视角写专业的人和
事，写出专业的作品，同时挖掘出人
性的闪光之处。

容氏、刘氏后人合影（前排居中为刘体智文孙刘耋龄，左一、左二分别为容庚之女容珊、容璞，右一为容庚
长孙容国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