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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书影？一般说来，书影是

显示书刊版式及部分内容的印刷物，

主要是书的封面图案，还可以包括内

页和封底。其作用是向读者展示和

介绍一本书的样式，一般多用于古籍

珍本。

但我面前的这部《莱芜现代三贤

书影录》与此有所不同，本书中的《吴

伯箫书影录》、《王毓铨书影录》、《吕剑

书影录》不仅较全面地辑录了散文家、

教育家吴伯箫，历史学家王毓铨，诗人

吕剑所有的著作版本，且按时间顺序

逐一介绍、评说，详尽而缜密，古朴又

典雅，具有收藏、品评和研究、欣赏价

值。这是传统书影与现代书话、评论

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全新的成书形式，

令人耳目一新。

为什么要辑录这 3 位的书影？一

是他们同属莱芜籍，同是少小离 家 ，

又 无 一 例 外 地 受 到 过 不 公 正 的 待

遇 ，且 在 各 自 的 文 学 创 作 及 历 史 研

究 领 域 成 绩 斐 然 ，成 为 家 乡 人 的 骄

傲！二是他们的为人为文都带有浓

郁的地域个性及地方色彩，辛辣而温

暖，高亢又委婉，是莱芜文化的标识

与领军人物。

3 位大家的作品与专著，此前我

只读过吴伯箫先生的《记一辆纺车》，

至今还能背诵它的开头：“我曾经使

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那年，把它

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

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伴，

想起战友，心里充满着深切怀念……”

但对其人其事，及另两位先生的作品

和成果却知之甚少。3 本书影录一

翻，便令我油然而生敬意，感慨自己孤

陋寡闻的同时，也不由得感慨历史湮

没的功能真的是太快太强了，他们并

未走远哪……这部书影录又将他们

拉回到了读者面前。3 位前辈高风亮

节、温文尔雅，要么学富五车，要么著

作等身，面对他们不同开本、样式，甚

至不同文字风格的各种各样的著作，

你怎能不仰而视之、推崇备至！编著

者称之为“莱芜现代三贤”，我认为实

至名归，是确切的。

编著者张期鹏喜欢引经据典、咬

文 嚼 字 ，用 他 自 己 的 话 叫“ 吹 毛 求

疵”。我曾说过，他写一篇短文比一

般 作 家 要 多 费 好 多 劲 ，多 劳 好 多

神 ！ 麻 烦 在 于 ，他 不 是 引 用 一 个 大

概的意思，而全都是原文原话，你再

博 闻 强 记 ，还是要翻书查书吧？这

么纷繁、琐细的工作又是谁安排他干

的？没有谁安排，是他主动做的。编

著这套书影录的过程就更说明这是

个 特 别 较 真 或 较 劲 的 人 ，自 觉 而 痴

迷，执着又富学养。这从另一个角度

也表明，《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是

值得信赖和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张期鹏的编

著，不仅做到了翔实，而且对每一个人

及其作品都有恰切、精准的评述与评

点，直抒胸臆。比方他在《王毓铨传略》

中写道，王毓铨曾一度备受冷落与排

斥，显然与他是胡适先生的学生及他在

美国的经历有着极大关系，自然，不论

在什么情况下，王毓铨都没有批判过自

己的老师胡适，这与那些因政治形势变

化而见风使舵，或者不得不违心地批

判、出卖自己师友的知识分子形成了鲜

明对比。他说吴伯箫，就《北极星》的主

旨而言，不管是初版本还是增订本，都

是不折不扣的“歌颂体”；他叹惜《吕剑

诗抄》错别字太多，等等。

不免就说到地方文化的问题。一

个地方出这么多的文化老人、名人，不

能不说是这个地方的福气。或许他们

的主要成就，不是在这里创作或创立

的，但这方水土的基因，贯穿其中，又

陪伴终生，比方王毓铨的历史论文集

《莱芜集》，吕剑的诗篇《故乡的石竹

花》，吴伯箫早年写下的“生就生个痛

快，烈马追风滚滚来；死就死个干净，

日夕沙鸥晚霞轻”等等，无不带着故土

的灵气与印记，构成了也代表着这个

地方的文化底气或“地气”。也像在这

个地方立起了几根立柱、几根桩子。

正因为有了他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

座文化大厦。

但历史总不能尽如人意。再难

忘的故事，再不该遗忘的面孔，无论

我们多么小心，都会在时光中模糊。

还有更多模糊得连背影也不曾留下，

就这么渐行渐远地逝去了，让人忧伤

又无奈。

从遗忘到想起，从模糊到相对清晰

的工作就是传承。传承不是为了实用

性的商业操作，而是为了夯实传统与地

域文化的基础，当然也是一个地方整体

文化素养的标示与展示。对传统与地

域文化代表性人物的著作加以收集、

梳理与传播，意义非凡，其与代表性人

物同样值得尊敬与赞美。

10 月 9 日至 11 月 15 日，2013 欧

美经典美术大展在山东博物馆举行，

米开朗基罗、毕加索、达利、让·雷诺

阿等各个时代艺术大家的原作悉数

亮相，更有达·芬奇“自画像”锦上添

花，数度引发观展潮。众多艺术大家

作品的出现，成为一种“品牌效应”。

而作为承办此次欧洲经典美术大展

的山东博物馆，则是成功运用了这样

一种艺术家与艺术品的“品牌效应”

并 逐 步 进 行 这 样 一 种“ 以 品 牌 铸 形

象”的良性探索。

“品牌效应”作为商业领域内的

概念，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各类

美 术 馆 博 物 馆 等 文 化 领 域 的 青 睐 。

在各类画廊、私人博物馆不断出现的

今天，传统博物馆想要吸引观众，更

应与时俱进，通过艺术品牌的定位、

运作、宣传、布展等各项环节，着力打

造属于博物馆自身的特色。此次欧

洲经典美术大展的成功就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

“品牌效应”的运用应注重展品的

选择与甄别。

为宋代商船“南海 1 号”量身定做

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自 2009

年底正式对外开放后，截至 2010 年 3

月，博物馆迎客人次已突破 10 万，仅

2010 年春节 7 天的游客量就达 2.5 万

人次。作为目前世界上首例将古沉船

水下考古发掘过程向观众展示的动态

专题博物馆，“南海1号”的文化品牌魅

力，正逐步影响和带动着当地旅游、餐

饮，以及房地产等行业的发展，文化品

牌效应日渐凸显。

2004 年 8 月，“世界第八大奇迹秦

兵马俑（济南）大展”在山东博物馆展

出。本次展览是秦兵马俑首次到泉城

济南展出，共展出秦兵马俑和秦始皇

陵出土文物精品共 85 件（组），其中兵

马俑17件。济南市民的热情超出了主

办方的预料，仅 8月 6日一天进馆参观

的游客就超过了 5000人，而 8月 7日一

上午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字。博物馆

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客流量，另外还

将开馆的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

以上两个事例都充分说明了选择

展品的重要性——“南海 1 号”声势浩

大的打捞工作一度备受瞩目，极具历

史价值和新闻性，增加了人们对于它

的关注度；而秦兵马俑则身负“世界第

八大奇迹”的美誉，在世界上享有盛

名，并且是第一次来到济南，自然更加

成为焦点。这两样展品兼具影响力、

关注度、新闻性和唯一性，拥有得天独

厚的品牌优势，因此成功吸引了观众

的注意力。

而在此次欧洲经典美术大展中，

达·芬奇的“自画像”就具备以上几点

要素，不仅画作具有唯一性，它的发现

和展出历程也是观众关注的焦点。而

达·芬奇本人作为国人非常熟悉的艺

术大师，本身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也为

画作带来了更多的“品牌效应”。

“品牌效应”的运用也需要良好的

展览契机。

此次第十届中国艺术节的各项展

览活动异彩纷呈，但都不及欧洲经典

美术大展的火爆程度。

这是一次“在家门口举办的艺术

盛会中的顶级国际美术大展”，展出的

是“只有在这种盛会中才能够领略到

的达·芬奇自画像真品”，并且在此次

展览后，“画作将被运回意大利不再出

国展出”。

因此，“品牌效应”的实现，不仅需

要具有品牌实力的展品，更需要有良

好的契机来加以烘托，让观众在感受

艺术品带来的冲击的同时，能够对博

物馆有新的认识和关注。

目前，全国共有博物馆 300 多家，

虽然藏品之丰富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屈

指可数，但是长期以来，博物馆的经营

状况却不容乐观。欧洲经典美术大展的

火爆证明，这是一次成功的尝试，这也为

博物馆如何通过展品的“品牌效应”运营

展览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参考。山东是

孔孟之乡，更是书画大省，人民群众的艺

术鉴赏需求与水平也在逐年提高。山东

博物馆应以此次欧美经典美术大展为契

机，继续探索“品牌效应”在展览中的运

用，引进更多更好的艺术展览，带活山东

的展览市场，满足老百姓的文化需求，同

时也开发利用好“十艺节”的宝贵遗产，

并且更多地向市场开放，为老百姓提供

高质量的文化产品。

“十艺节”期间，参观欧美经典美术大展的观众在山东博物馆门口等候入场。 本报记者 卢 旭 摄

在冲击第十六届群星奖的过程

中，鲁中南平派鼓吹乐《赶上会》以其

娴熟的演奏技巧、鲜明的地域特色、

鲜活的表演形式、富有画面感的音乐

表现力赢得了专家评委的充分肯定

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并最终夺得

群星奖。《赶山会》中，平派鼓吹乐的

艺术特点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生动

地展示了邹鲁地区人们在阳春三月

去峄山赶山会、野外踏青这一传统民

俗，表达了人们的喜悦心情和对幸福

美满新生活的向往，富有感染力。

平派鼓吹乐是在传统唢呐演奏

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主要流传

于邹城、滕州一带，演奏风格及曲目较

为独特。它以铜杆唢呐为主奏乐器，

吹奏出来的曲子平和轻柔、婉转细腻，

有“平如行云流水，稳似泰山青松”之

美称。表演中有滑音、吐音、气拱音、

气顶音、三弦音、萧音等，还有模仿鸡

啼鸟鸣、人声歌唱（俗称“卡腔”）等特

殊技巧，因平中见奇、稳中善变、刚柔

相济、扣人心弦而深受人们喜爱。

“卡腔”是平派鼓吹乐中的常见技

巧，所使用的乐器在当地被称为“口弥

子”。演奏者用嗓子吟唱曲调，用气息

带动“口弥子”发出声响，模仿的形象非

常逼真，在模仿人声的时候，听众甚至

能够直接听出演奏者所模仿的语言。

有些演奏者在模仿时，可以不用“口弥

子”，直接用唢呐，效果生动、鲜活。

在一片寂静中，笙和嗡（一种地

方乐器，铜制，只有一个音）轻柔地响

起，营造了清晨中安静、平和的氛围，

这时两声清脆的鸡鸣声刺破了清晨

的宁静。紧跟着，主唢呐响起一个热

情的吆喝：“哎，赶会去吧……”周围

人同声呼应：“赶会去喽……”气氛一

下子活跃起来。在阳春三月、晨曦初

升的清晨，大家争先恐后，收拾东西，

带好装备，呼朋唤友，携老扶幼，热热

闹闹地走上登山踏青之路。路上，看

见万物复苏、草长莺飞的景象，走过

风景如画的田野，“一年之计在于春”

的谚语涌上心头，大家情绪高昂，谈

笑风生，一路欢声笑语。《赶山会》一

开始，“卡腔”技艺得到巧妙的应用，

鸡鸣声、吆喝声惟妙惟肖。

婉转细腻是铜杆唢呐表演不同于

传统唢呐的突出特点。铜杆唢呐是平

派鼓吹乐的主要乐器，由铜皮制作而

成，声音亮丽清脆，具有穿透力。它杆

长25厘米左右，铜碗直径6厘米左右，

杆下端的圆筒直径 2 厘米左右，哨片

多用秋天的芦苇中未发出的苇缨制

作，表演中婉转细腻、如倾如述。

“长音”是平派鼓吹乐中受到普

遍欢迎的技巧性演奏，所用的技巧是

“循环换气”，又称偷换气。演奏者用

两腮挤气（所用气息为口腔中的余气，

胸腹的气息不参与其中）震动哨片，同

时用鼻子吸气，这样可以保持声音的

不间断。一个长音从理论上可以不停

止地吹奏，这种演奏技巧在演出时非

常受欢迎。当“长音”出现时，代表着

作品的高潮部分到了，此时往往会伴

以“卡腔”“穗子”等表演，唢呐、锣鼓、

笙齐鸣，乐曲气氛欢腾热烈。

登山途中是《赶山会》作品中最

能营造气氛的部分。有运用“卡腔”

对鸟兽、生活场景的逼真模仿，有让

人眼花缭乱的唢呐和口哨交互吹奏，

有令人大开眼界的一人口中 4只唢呐

齐奏，更有唢呐、锣鼓、笙、梆子相互

配合的齐鸣，既有视觉的冲击，又有

听觉的享受，富有强烈的画面感和感

情色彩。特别是长达 45 秒的“长音”

表演，演奏者凭借手中的铜杆唢呐，

用高超的演奏技艺，演绎了在登顶峄

山途中，人们克服疲劳，努力坚持，一

步一步迈向顶峰的精神状态，并引出

最终的欢庆场面，达到节目的高潮。

—读《莱芜现代三贤书影录》有感
刘玉堂

博 物 馆 展 览 的“ 品 牌 效 应”
王卫东

行 云 流 水 如 倾 如 诉
—平派鼓吹乐《赶山会》艺术赏析

高德文

书 影 与 背 影背 影
书画装裱又称为装潢。“装”原本

是装饰、装束的意思，“潢”则指的是

为纸张进行染色。装潢一词最初指

的是，将进行过裁制染色的写有一定

内容的纸张，制作并装饰成可供阅读

或观赏的形式。在传统书画修复装

裱过程中有一道非常重要而往往被

忽视的工艺—染色。

如何使书画作品经过装裱工艺

更能突出画意，使之达到最佳的艺术

效果，这是书画家、书画收藏家和鉴

赏家，也是书画装裱者共同关心的问

题。在书画装裱过程中，要根据书画

作品的内容、色调、规格等主要因素，

合理地选用色彩，谨慎地掌握色度，

由于新纸的光亮度和旧纸的光亮度

也有区别，旧纸的光柔和滋润，有一

层自然形成的“包浆”，新纸的光泽浮

而不突，如果染纸的光泽不同，容易

看出补洞，所以在调配托纸的颜色水

时要反复用宣纸条进行颜色的深浅

测试，一定要浅于原件本色，不足的

色可在补全颜色时增添。这样才能

使书画作品的装裱水平达到预想的

效果。书画作品在装裱过程中正确

选用色彩，能使书画作品的内容、色

调得到补充、延伸和协调。可以说书

画作品与装裱工艺之间，两者是既相

互依存，又不可分割。

装裱书法、绘画作品，总的来讲

不受色彩条件的限制，要根据作品的

书体、画意等酌情选用适当的颜色进

行调配。在托染绫、绢、料纸时, 应避

免使用较重、较俗的颜色，防止影响

作品的艺术效果。调色时的具体做

法是根据所需要的基本色调先调好

较浓的颜色水，加入适量胶矾水，用

以固色。然后按照所需色度用托好

的绫、绢条做色样，如色样较深，可加

适当清水稀释，以降低颜色的浓淡，

后应适当加入墨汁，以去其“火气”，

直 到 做 的 色 样 满 意 ，方 可 托 染 绫 、

绢。在装裱书法作品时，要想达到最

佳的视觉效果，就要仔细分析作品的

书体、内容、规格等方面的因素，根据

每幅作品自身的特点，确定使用什么

样的颜色去染镶料的绫与绢。明代

周嘉胃在《装潢志》中说:“书画付装，

必先审视气色。”如小幅书法作品，想

装裱成立轴格式，则根据作品的书体

形式、字体大小和内容、档次等条件，

再决定用单色绫裱、二色绫裱,还是用

三色绫裱，用冷色调还是用暖色调。

所以配色是书画装裱中的重要

一步，配色的宗旨在于拔尖画意，渲染

陪衬画面的气氛，从而获得艺术上的

享受。否则就会破坏或削弱书画作品

的感染力，降低作品的玩赏价值，使作

品失掉其生命力。在这方面个人认为

“苏裱”做得最为到位。“苏裱”最首要

的特色即是在用色、配料中给人以清

新、典雅、稳重大方之感。一般选用以

湖色、旧米色绫为主，采用“宣和装”的

形式加上惊燕，可使书画有种古色古

香、浑然一体的感觉。

绘画作品与书法作品相比具有

题材广泛、色彩丰富的特点。在绘画

作品的主题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每幅

作品都有自己的特色，但从整个绘画

作品的色调上去分类，不外乎偏冷或

偏暖，掌握了这两点，在装裱绘画作品

时选配何种色绫也就不成问题了。绘

画作品的规格也比较繁多，常见的规

格有三尺宣、四尺宣、四尺对开宣、四

尺三开宣、五尺宣、六尺宣、八尺宜和

丈二宣。在选配色绫、绢等作为装裱

镶料时, 要根据每幅作品的题材、内

容、色调、规格等去正确地配色用料。

大幅绘画作品最适合装裱在画框板面

之上，根据作品的内容、色调，最好选

用较深颜色的织锦作为镶料，能使装

裱作品产生厚重沉稳、富丽而不失典

雅的艺术效果。选料时要注意织锦的

色调和图案，打料时还要注意织锦的

纹理、图案一致，镶裱完工才能使通幅

的色彩相同。否则，即使用同一幅织

锦打料，镶接时不分横竖，因纹理不

顺，使人观之有明暗不同的差异直接

影响了观者欣赏绘画作品的情绪。四

尺中堂、三尺条同步和四尺条幅等绘

画作品，可用单色续装裱。要根据作

品的情况决定选用冷色调还是暖色

调，定下色调后，还要考虑选用几成色

度的镶料去装裱，才能体现出作品的

最佳艺术效果。如确定用冷色调装裱

绘画作品，那么，是用深色度为好，还

是用中色度为好，或许用浅色度效果

更好？这就需要装裱者根据绘画作品

的特点，结合自己的艺术修养，以及在

装裱工作中总结的经验，从几方面综

合分析，最好征求送裱者或绘画作者

的意见，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绘

画作品经过装裱色彩的烘托，使作品

的艺术效果达到最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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