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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湖南凤凰古镇入口，行百米，见一块硕
大石碑。黄永玉亲撰并刻碑记 《华彩世家》，
说的是清末杰出政治革新家陈宝箴与凤凰历史
文化的往事。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陈宝箴任
凤凰厅道台时的旧居，现为纪念馆，馆名“陈
宝箴世家”。

陈宝箴祖籍江西，他的政治生涯却是从凤
凰开始的。陈宝箴曾任风凰厅道台，后来官
至湖南巡抚。陈宝箴做了大官，对后人则立
下“永不为官永不置产”的家规。所以他的
后裔没有做官的，倒是出了几位文化巨匠，
如近代诗坛泰斗陈三立、近代画坛领袖陈师
曾、一代史学宗师陈寅恪。陈宝箴的曾孙陈
封怀是庐山植物园创始人之一，被称为“中
国植物园之父”。陈宝箴世家“一门四代五
杰”在 《辞海》 里享有 5个独立辞条，是中国
近现代史上最耀眼的文化世家。1995 年上海
知识出版社出版的 《影响历史的家族》 一
书，编选了世界有代表性的 15 个著名家族，
其中外国 10 个、中国 5 个，陈宝箴家族占其
一。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2009 年 5 月到凤
凰进行文化考察，参观“陈宝箴世家”后，
他对凤凰镇委书记说：“像陈家这样诞生了多
位文化巨匠的家族，在中国无二。这个展馆
是凤凰文化的亮点。”

陈宝箴的后裔向展馆捐赠了家族历史文化
遗产、遗物、遗照、图片、著作和文献。在佑
铭居，一个玻璃展柜里有两张狼毛皮。馆长雷
雨田告诉我，这是光绪皇帝赐给陈宝箴的。当
年光绪皇帝赐给大臣狼毛皮，是让大臣冬天乘
轿上早朝用来御寒。光绪皇帝一次就赐给陈宝
箴 8张狼毛皮。狼毛皮通常用来一张垫背、一
张护膝，也就是说陈宝箴有 4副狼毛皮可供坐
轿子。陈宝箴在任湖南巡抚期间，推行湖南新
政，支持光绪皇帝“戊戍变法”，被光绪皇帝
称为“新政重臣”。

陈师曾是民国初期名闻中外的国画大师。
傅抱石认为“陈师曾是这一代中最伟大的画
家”。吴昌硕称其“一代骄子，朽者不朽”。梁
启超把陈师曾的逝世喻为“中国文艺界的大地
震”。陈师曾出生在凤凰，所以画坛大师黄永
玉说：“在凤凰我最多算老二，因为前有陈师
曾。”走进陈师曾的“槐堂”，只见在他的自画
像两侧，各悬挂两幅他的艺术精品。一幅齐白
石画的《散原先生像》颇引人注目。散原先生
即陈三立，是陈师曾的父亲。齐白石为什么画
诗人陈三立？这里有一段故事：齐白石曾在陈
师曾的启导下，改变画风，遂有“衰年变

法”。齐白石对陈师曾说“君无我自进，我无
君则退”，成为画坛佳话。1935 年，陈师曾夫
人到齐白石住所，请他为公公陈三立画一幅肖
像。此时齐白石已73岁高龄，体弱眼衰，见是
陈夫人托付，满口应允，但绝不收钱。过了两
个月，陈夫人去取画并向齐老先生道谢。齐白
石说他已40年没有画过工笔肖像画了，这次着
实费了大力，戴两副老花镜，画了许多天才完
成。画拿回家，都说画得好，陈三立本人看了
也很满意。这幅画几年前在一家画刊上登载，
引起画坛轰动。国人仅知齐白石擅画花鸟鱼虫
或大写意山水，不知老先生的工笔肖像画也这
么好。

在陈氏家族中，陈寅恪最为国人所熟悉。
三联书店出版的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
许多人得知陈寅恪的学术生涯和颇具传奇色彩
的经历。他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其影响远远超越学界之外。寒柳堂里展
示了一部分陈寅恪的手迹和著述。雷馆长向我
讲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儿。2001年，黄永玉
从一本书上获悉陈寅恪死后30余年，骨灰仍未
落葬，便写信给陈寅恪女儿陈流求，询问是否
为经费所困，表示愿意资助。在得知欲葬庐山
而尚未落实后，黄永玉请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
致用出面，与江西省政府联系，并于翌年春陪
同毛致用到南昌、庐山落实此事。黄永玉还手
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刻于墓碑之
上，将陈寅恪这一千古绝唱昭示天下。

陈宝箴世家2007年对外开放后，雷馆长又
筹建了古城博物馆和雷雨田艺术馆。如今 3馆
相连，曲廊花窗，庭院深深。到凤凰的游客，
总要来这里看看。

叩访陈宝箴世家
本报记者 栾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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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歌相追，侗舞相随，大戊梁上对情
歌，一曲传唱三百年。4月17日，农历三月
十八，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在湘、黔、桂三
省 （区） 交界处的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隆
重举行。

歌会期间，通道周边的乡镇及贵州、广西
毗邻村寨的青年男女盛装打扮，相互邀约，云
集山上，唱歌对歌，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情
感，寻觅志同道合的异性伙伴，结交情投意合

的兄弟姐妹，交换当地民间土特产品。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蛮喜欢到大戊梁

去唱歌对歌，每年的大戊梁歌会都有成千上
万人，热闹得很嘞。”荣获本届歌后的广西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吴莲英这样说道。

在牙屯堡龙门山、独岩民俗风情园和坪
坦古侗寨，前来赶歌会的人们无拘无束，想
跟谁唱就跟谁唱，侗族阿哥阿妹用歌声诉说
着闷龙和肖女凄美的爱情故事。

大戊梁歌会集侗族民间民歌之大成，与
民间音乐同步行进，秉承民乐，滋养民歌。
历经几百年的积淀，源远流长的侗族民间歌
曲以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体裁新奇、风
格独特而闻名遐迩，令人叹为观止，现已涵
盖40多个歌种、2万多首歌，被音乐界赞之
为人类珍贵的口传无形文化遗产。

连续参加了 17 届的歌王刘军良告诉笔
者，侗家有个传统习俗，每年年初的六个戊

日不动土，大戊日这天，周边地区的人们搁
下农事，老人们在鼓楼闲坐，青年男女则翻
山越岭徒步来参加一年一度的歌会，对歌谈
情，寻觅知音，唱上三天三夜。

当天，在独岩民俗风情园，为了找到知
音，人们尽情歌唱，在木叶声、风吹声、鸟
叫声、蝉鸣声的伴奏下，旋律各异、音韵不
同的山歌漫山遍岭弥漫开来，让青年男女乐
不思返。

随后，通道县城附近的村寨就成了无数
个“分会场”，特别是在坪坦乡，既有高脚马、
斗鸡、斗牛角、扭扁担等侗族传统民间竞技活
动，又有侗族服装、手镯、头饰等银饰制作。

而在坪坦村芦笙文化广场，芦笙对抗赛
更吸引了湘、黔、桂三省 （区） 的村民和来
自北京、深圳、香港、台湾等地的游客参
与。晚上，芦笙文化广场上欢声再起，数万
名群众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

据了解，通道侗族自治县素有“南楚极
边”、“百越襟喉”之称。全县有侗、汉、
苗、瑶等 14 个民族，总人口 23 万人，其中
侗族占人口总数的 78.3%。近年来，通道立
足民族文化资源优势，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中国侗族大戊梁歌会为平台，倾力打
造旅游名县。如今该县年接待游客突破百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5 亿元，民族文化
已成为旅游发展的引擎。

情聚大戊梁歌会
刘焕溪刘焕溪 胡益龙胡益龙 吴炳吴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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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旧照

散原先生像 齐白石作

陈三立遗物

从2014年起，除法定节假日和暑期 （每年7月1日至8月
31日） 外，故宫正式实行周一全天闭馆。

故宫是世界知名的旅游景点。很多海内外游客来到北
京，长城和故宫是必去的景点。2012年，故宫接待游客1534
万人次，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每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的博物
馆。365天“连轴转”，日均 4万多人，已经严重影响到这一
历史建筑的保护。除了路面、台阶的磨损，人的活动令建筑
内温湿度变化，对彩绘、雕塑产生一定的破坏，游客呼出的
大量二氧化碳，也对局部装饰产生了影响。此前英国出版的

《500个在消失前应该到访的地方》一书中，更是将北京故宫
列为全球面临破坏甚至濒危的旅游目的地。

事实上，需要“喘口气”的不只是故宫。国家文物局古建筑
专家组组长、中国文物学会会长罗哲文表示，我国已经有很多
文物遗址，都出现“旅客数量”超过“文物建筑承载量”的问题，
长期超载势必对这些遗址造成危害。同时，一些著名旅游景区
人满为患，也严重影响了生态人文环境。为此，黄山早在 1987
年就率先推出景点轮休制度，对重要景点轮流实行3到5年的
封闭保护，使植被得以恢复，生态得以改善。

诚然，我们有欣赏文物建筑的权利，但没有资格让老祖宗
留下的宝贵遗产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毁于一旦。同样，我们可
以“智者乐山，仁者乐水”，但如果因为我们的喜爱反而让生态
环境遭到破坏，这也是每个人都不愿看到的。休息，是为了走更
远的路，看更美的风景。故宫闭馆，黄山轮休，这种劳逸结合、休
养生息的理念值得推广借鉴，给每个景区“喘口气”的机会。

眼下，许多景区之所以持续超负荷运转，恐怕更多还是出于
经济利益的考量。对此，各地政府和主管部门要高瞻远瞩，统筹考
虑，国家也可以出台相应规定，将人文生态景区的“休息权”作为一
种制度落实下来，在让古建筑、花草树木得到休息的同时，也可以
修缮设备，完善设施，给广大游客提供更优质安全的服务。

当然，平衡景区开发和保护的关系，不能止于闭馆和轮休。应该看到，对于
建筑和生态破坏最严重的，还是旅游旺季尤其是黄金周时期的超负荷接待。如果
这一现象不加以扭转，即使给了景区“喘口气”的机会，也难以从根本上走出竭
泽而渔的困局。国外对于景观遗产的保护，除了定期闭门谢客外，平时也很注重

限流。法国卢浮宫、美国大峡谷，都采取限量发售
门票来控制参观人数。我国去年 10 月 1 日实施的

《旅游法》 也明确提出：“景区应当公布景区主管部
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制定和实施旅游者流量控制
方案”，在这方面各地必须落到实处，避免景区超负
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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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想象吗？中国文房四宝之一
的砚台，竟然能上九天，下五洋，遨
游十万八千里，风光无限！

仲春，位于北京王四营乡的中华
砚文化展览馆在开馆近3年之后，经过
充实整理重新开展，喜迎 300 多位嘉
宾。嘉宾中，有将军，有教授，有专
家学者，还有中小学学生。几百方

古、今砚台，分“砚台春秋”、“众砚争辉”、“名砚精品”等
几大板块呈现在观众面前，端、歙、洮、澄泥、红丝、松花
等十大名砚以及全国各地的名砚、名人用砚，各显风采，让
人目不暇接，一饱眼福。一方方宝贝，各有妙处和故事传
奇，可谓砚池乾坤，气象万千！

展品中有两方新秀精品引人注目：一方“飞天砚”，2012
年搭乘“神舟九号”载人宇宙飞船云游太空 14 天；另一方

“蛟龙砚”，2013 年随我国深海载人深潜器“蛟龙号”远航
113天，入海几千米。砚中奇葩，载入史册！

京城西二环的车公庄，一处楼房的二层百米陈列室里，
摆满了各种古、今砚台和砚料——这里就是“飞天砚”、“蛟
龙砚”设计制作者吴笠谷的工作室。大概有个性的艺术家都
有点特别之处，不是长发飘飘就是光头亮顶。接待我的吴笠
谷属于后者——光头，着对襟白褂，一副罗汉相。

吴笠谷生在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的故乡徽州歙县，
从小就喜欢画画，得到黄宾虹大师入室弟子、乡人程啸天的
指授，19 岁进了当地的砚厂学刻砚。世界上怕就怕喜欢二
字，一喜欢，爱上了，钻进去，入道就快。他把砚石当宣纸
作画，那雕功、画艺均长。

上世纪90年代，是吴笠谷破茧成蝶的开启。他进京入中
央美院深造，汲养丰富，眼界开阔；学成后在京发展，砚雕
事业突飞猛进，精品层出；且将收入大部分用于收藏古砚，
并遍览古今砚文化的专著、著述，踏遍家乡歙砚龙尾石诸坑
以及全国各地端砚、红丝砚诸砚产地，潜心研究，著书立
说，辨伪析真，充当“砚学”先锋。十年磨一剑，吴笠谷终
成雕刻、收藏、研究的集大成者，圈内名头响亮。

一块石头，斑斑点点，凸凹不平，没什么奇处。可到了
吴笠谷手里，他立刻想起了唐伯虎 《桃花庵歌》里“但愿老
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的诗句，发现“砚面上部布满
金花，宛若花团锦簇，岂不正是桃树林中那满树的娇烂漫
红、万枝的丹彩灼春吗？用铁笔勾勒几根树干，金花便成了
遍野的桃花。再在花树掩映之中刻一茅庐，庐内几置酒瓮，
壁挂古琴，便是桃花庵了。砚面下部有水波纹、眉纹，就势
刻一池塘，可以洗砚、可以观鱼，乱石野水，了无尘俗之
气。”石的背面再雕一唐伯虎小像——“唐伯虎桃花庵小景
砚”就成了。什么时候叫“点石成金”？这就是最好的注脚！

当“神九”要飞天时，中华砚文化发展联合会刘红军会长交
给吴笠谷一项特殊任务：制作一方砚台，搭乘飞船，宣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吴笠谷立即动身
回到家乡四处寻找飞天砚石，机缘巧合，妙手偶得。得石后回京闭门谢客，精雕细琢。砚长9
厘米，厚5厘米，巧妙利用天然石品金晕，整体设计为象耳古瓶形，寓意“太平有象”；砚池刻
上红山文化“中华第一龙”造形，象征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砚背刻上“敦煌飞天”图案，象征
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飞天砚”乘飞船一飞冲天，神游太空！

我一边观看室内的砚作，一边倾听吴笠谷讲述砚背后的故事。坐下品茶时，笠谷赠书两
本。《赝砚考》、《名砚辨》，两书为姐妹篇，近70万字，沉甸甸的。“铁笔生花，文心辨砚。”《赝
砚考》，考证了从东晋到清代的历代名人砚28例，涉及众多古砚，包括“岳飞砚”、“文天祥玉
带生砚”等砚史上影响极大的名砚。十几年前，笠谷就对张中行老先生说起要写一部这样的

书，老先生深感后生可畏，主动提出要给书
作序，并且亲书一联送他：“妙伎成佳砚，奇
缘会古人”，落款“笠谷大师寓观砚，背多刻
昔贤，戏为一联书之”云云。在张中行眼里，
吴笠谷砚雕“有古风，有文人气，不亚于顾二
娘”。大师不是随便当的，如今的吴笠谷，早
已不满足于在石头上作业了，他要向“砚学”
殿堂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