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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 8 日，国家文物局、文旅

部 、国 家 发 改 委 正 式 发 布《“ 东 坡 行

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总体规划》，

国家文物局官方网站同时配发《一图读

懂〈“东坡行旅”中国文物主题游径总体

规划〉》。郏县三苏墓园 1972 年 7 月出

土的苏轼犹子（侄子）苏适（音括）墓志

制成拓本，应邀于 1973年 4月赴日开展

为期 10个月巡展一事，再次引起人们的

关注。

苏轼犹子苏适墓志的出
土和拓本赴日展的确定

郏县苏坟寺村农民 1972 年 6 月在

三苏坟院外南约 110 米处农田浇地时，

发现一处水灌不止的洞穴，随即报告县

文物主管部门，转报至省文管单位。河

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李绍连率队，经

过一个多月的清理和抢救性发掘，在洞

穴内发现苏适（字仲南）与夫人黄氏墓

志两盒和其他随葬品，确认为苏适夫妇

合葬墓，其出土文物移交文物工作队所

在单位——河南省博物馆。

苏适墓志拓本赴日本展出，是应日

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

（1903-1979）邀请参加在日本举办的中

日邦交正常化纪念活动。

1972年 9月 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和日本内阁首相田中角荣在京

发表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

中岛健藏向中方发出邀请。1973 年 4

月日本举办中日邦交正常化纪念活动，

按照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

南和中岛健藏双方签订的协议，此次展

出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碑帖拓

本展览”。

中 岛 健 藏 是 日 中 友 好 社 会 活 动

家、日本著名社会评论家，1956年组织

建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任理事长，曾

应邀率团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1

周年庆典并登上天安门城楼，还多次

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

苏轼是日本人最尊敬的中国文人

之一，“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所作《客

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

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诗中，有

“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鷄林”

句，苏轼在世时，其声名已“动倭国”。

倭国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谓。“东坡”

在日本拥有一大批“东坡迷”，“赤壁会”

“寿苏会”的举办在日本文献记载中不

绝如缕。

苏适墓志拓本赴日展出是中日文

化交流的“破冰”之旅，标志着中日邦交

开始全面正常化。这次展出是由新中

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主要开拓者和奠

基人——王冶秋同志拍板决定的。

据时任河南省博物馆副馆长韩绍

诗撰文回忆：当时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傅

月华同志和我幸运地参加了展览的筹

备和在东京展出的全过程，此项展览的

筹备工作是在郑州进行的。我们从

1972年 11月开始筹备，到 1974年 2月工

作结束展品运回国内，经历了一年又四

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一切重要工作

都是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过问、决定

和审批的。1972 年 12 月将馆藏苏轼犹

子苏适墓志和调集的 300多幅拓片，集

中到省博物馆请王冶秋局长审查，1973

年初将全部展品运至北京装裱，通过北

京有关单位的专家审查后赴日。

据《河南省文物志》“出国展览”条

载：1973年 4月赴日本展出展品 161幅，

其中碑刻有拓本洛阳龙门二十品、西晋

徐义墓志、唐代升仙太子碑、宋代苏适

墓志等。

河南省考古研究所第三研究室贾

峨在国家文物局主编、文物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出版的《回忆王冶秋》一书中撰

文介绍：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碑

帖拓片展览”在日本东京开幕。日本国

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为团长的

代表团参加了开幕式。展览在东京展

出 6天后，巡回到大阪等 20多个城市展

出，直到 1974年 2月结束，观众约 30万

人次。

日本学者对苏轼犹子苏
适墓志拓本的解说

苏适墓志拓本在日本巡展期间，日

本学者是如何解说的？

郏县三苏纪念馆原馆长魏汝江、郏

县东坡书院院长苏文购藏有由日本共

同通讯社、开发局在巡展之初即 1973年

4月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

像石碑刻拓本展》、巡展结束即 1974 年

2月再次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

省碑刻画像石拓本》两个日文版本，两

位藏者请郑州大学、平顶山学院、河南

城建学院的外语教授合力译成中文。

从两个版本的译文可知，日中文化

交流协会为配合这次展出，邀请日本著

名中国学家、京都大学名誉教授贝冢茂

树领衔，由京都大学、大阪市立美术馆 5

名教授、专家组成解说团队，编写日文

解说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南省画

像石碑刻拓本展》为名，由日本共同通

讯社、开发局赶在展出前出版发行，该

书由北京大学历史学部教授周一良、中

岛健藏作序，并附有拓本原石发现、保

存地点示意图。1974 年 2 月，巡展结

束，日本共同通讯社、开发局再次出版

了精装本，精装本由时任中日友好协会

名誉会长郭沫若题写书名：中华人民共

和国河南省碑刻画像石拓本。

京都大学教授日比野丈夫（1914-

2007）担任河南碑刻和苏轼犹子苏适

墓志拓本解说。日比野丈夫毕业于京

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东洋史专

业，1939年作为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特别研究员赴中国留学，参与“居庸关”

项目的共同研究，获得日本学士院奖，

著有《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明的

历史》《关于吴兰庭的〈元丰九域志〉校

定》等。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解说如

下：

苏适夫妇的墓志记载了苏辙一家

流寓和埋葬的地点。此墓志 1972年在

郏县出土。苏适，号仲南，是苏辙的次

子。撰书为苏适的长兄。题盖为苏过

（苏轼三子）所书。此墓志为宋代文学

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家族的重

要考证资料。字体为行书，继承了苏轼

的书法风格。

日比野丈夫在解说中为何称“此墓

志为宋代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

辙）家族的重要考证资料”？

据宋人孙汝听《苏颍滨年表》载：政

和二年（公元 1112年），“十月三日辙卒，

年七十四”，政和“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夫

人史氏卒，同葬汝州郏城县上瑞里”。

苏辙葬地《宋史》本传虽未有记载苏轼

犹子苏适夫妇墓志的出土，王国维的

“二重证据法”，即指运用“地下之新材

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墓志、表

对照，苏辙葬郏当无疑义，“此墓志为宋

代文学家‘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家

族的重要考证资料”实至名归。

中国学者对苏轼犹子苏
适墓志拓本的解读

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赴日展出，

中方派出以河南省博物馆馆长傅秋月

为组长的随展组，参加了开幕式和在东

京的 6天展出后回国，提供的 3000多册

展览图录销售一空，全部展品交由日方

巡 回 到 日 本 20 多 个 城 市 展 出 ，直 到

1974年 2月结束。

1973年 10月，苏适墓志拓本在日本

巡展期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苏适墓的

挖掘出土报告以《苏适墓志及其他》为

题在《文物》杂志 1973 年第 7 期公开发

表，开篇即云：

北宋苏洵和苏轼、苏辙是著名的

文学家，世称“三苏”。三人中，苏轼的

文章和书法更为人们所推崇。死后有

人还为他们修祠立碑，甚至修建衣冠

冢。由于年月久远，对于他们究竟葬

于何处，反而真伪莫辨，以致产生了不

同的传说和记载。苏适（音括）墓的发

现和墓志的出土，帮助我们澄清了这个

问题。

出土报告借助两个古代文献依据：

一是郏县三苏坟的苏辙墓“恐为衣冠

冢”是哪位史学大家提出的？近代著名

文学家、史学家丁传靖在他编著的《宋

人轶事汇编》中，依宋代张邦基的《墨庄

漫录》所载的苏辙好友王巩《挽子由诗

三首》自注“子瞻葬汝公归眉，王祥有

言：归葬仁也，留葬达也”之句，提出郏

县三苏坟的苏辙墓“恐为衣冠冢”之

说。《宋人轶事汇编》1935年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1973 年河南郏县三苏坟出土

的《苏仲南墓志铭》云：“（宣和）五年十

月晦日合于汝州郑城上瑞里先茔之东

南巽隅。”先茔，当指苏辙之茔。可见苏

辙后来仍葬于河南郏县，并未归葬眉山

其父墓旁。二是苏辙的衣冠冢在何

处？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谈迁在他的

《枣林杂俎·中集》“苏文忠墓”条载：苏

轼、苏辙墓在郏县。苏辙的长子苏迟守

婺州时，因爱其山水胜似家乡，曾在兰

溪之灵洞山为辙建衣冠冢。

苏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出使”日

本，其意义正如中岛健藏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河南省碑刻画像石拓本展》所作

的序指出的那样：

这个展览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

足艺术和学术上的兴趣，更重要的是关

系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以及两

国人民基于信任之上的美好愿望。应

铭记周一良先生的一段话：“这次展览，

不仅是向日本友人介绍河南省发现的

画像石和碑刻，还通过中日两国人民共

同爱好的书法和绘画，为正在筑起的两

国人民友好大堂，再筑石碑。”

“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

化说话”。1971年 5月，周恩来总理批准

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报告。8 月 17

日，由王冶秋代国务院起草《关于选送

出土文物到国外展览的通知》下发。苏

轼犹子苏适墓志拓本参加这次赴日巡

展和 5 月开启赴法、日等国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土文物展》被誉为继“乒乓

外交”之后，又拉开了“文物外交”的序

幕。因此，它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和邦交

正常化的一件大事载入《中日文化交流

事典》。

图片由作者提供

◇ 刘继增

“东坡行旅”与苏轼犹子墓志拓本“出使”日本

鹰城民间，农历七月初七俗称“七

月七”，当天晚上谓之“七夕”。七夕乞

巧风俗，自古以来都有，只是方圆左近，

形式内容不一，但有一点却是惊人的相

似，即大多都与吃食有关。

吾乡滍阳，有首关于乞巧的民谣：

“年年有个七月七，天上牛郎会织女。

小媳妇，大闺女，眉豆架下学手艺。上

香一炷，学做织布，送上面叶儿，学做扎

花儿，送上面汤，学做鞋帮，送上茶水

儿，学纳鞋底儿，送上甜瓜，学纺棉花。”

旧时吾乡，七月七一大早，要把家

中公鸡杀一只。据说，怕公鸡在七夕夜

里提前报晓，缩短了牛郎织女相会时

间，每户人家杀只公鸡，就能让牛郎织

女多说一会儿话。这是乡民朴实独特

的思维方式，也是丰富的想象力，寄托

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盼和祝福。

炸“巧果”，也是吾乡七月七的古老

食俗。因地域不同，特产各异，各地炸

的“巧果”不一样，有炸油馍的，有炸焦

叶的，有炸菜角的，有炸糖糕的。炸出

来的“巧果”，不光自家享用，还要送给

邻居品尝，余下的，放在馍筐里，招待来

家里串门子的村人。

老日子里的村庄，一年到头，支油

锅、炸油货的回数不多，小户人家的闺

女，有心想学炸货厨艺，只有等到逢年过

节，才能亲自上阵试试手。七月七过油

锅，取的是“越过越有”的谐音，也是美好

的寓意。炸“巧果”的时候，女儿跟着母

亲学，小姑子跟着嫂子学，使民间烹饪技

艺得以传承，让人间挚爱亲情得以加深。

除了学厨艺，大姑娘小媳妇还会聚

在一起，跟着擅长女红技艺的老妇人学

做针线活儿。穿针引线是女红基本功，

也是女子学巧的第一课，练的是眼力，

学的是手功。

女娃争着抢着练巧手，男孩们也不

示弱，扎成堆儿，凑成群儿，比能耐，亮

本事。女子热衷厨艺针线活儿，男孩感

兴趣的是庄稼活儿和乡村游戏，或者聚

集在坑塘边磨镰刀，试试谁的最锋利；

或者几个人在打麦场上搂骨碌子（方

言，即摔跤），看看谁的力气大。也有年

龄小一些的，去大路上比赛推桶箍，或

者跑到河边打水漂，到最后，不分个输

赢，比出个高下，拴住日头下不来。

早些年，不时兴外出打工，年青力

壮的小伙子农忙下地干活儿，闲天无

事可做。七月七晚上，是未婚男女青

年 的 嘉 年 华 ，难 得 聚 到 一 块 热 闹 一

回。红男绿女，三三两两，一会儿到东

家，一会儿串西家，找同龄人聊聊天，

尝尝各家的巧果，或者到要办喜事的

小伙子家里，问问婚事筹备得咋样，或

者去将要出嫁的姑娘家中，看看嫁妆

置办齐没有。

七月七之夜，未婚男女青年躲在眉

豆架下，偷听牛郎织女说悄悄话，是吾

乡大人小孩都知道的习俗。据说，未婚

青年男女在夜深人静之时，如能听到牛

郎织女相会时的情话，今后便能得到千

年不渝的爱情。

观星是吾乡七月七夜的传统习俗，

星光闪烁的夜晚，一家老小坐在当院，

有说有笑，其乐融融。记得祖母曾经给

我出过一个谜语，“青石板，板石青，青

石板上钉银钉；白天看不见，夜里数不

清，一颗一颗亮晶晶”。我想了半天也

想不出来，最后祖母笑吟吟地提醒我：

“刚啊，你瞅瞅头顶上是啥”，我抬头一

看明白了，谜底原来是星空。夜空中繁

星点点，多而且亮，一道白茫茫的长长

星云，从南到北断断续续横过中天。祖

母用手指着星云告诉我，看见天上那条

大河没有，那就是天河。织女星在河的

西岸，牛郎星在河的东岸。织女星的下

面有 4颗小星星，那是织女织布机上的

梭子，这 4颗星星又叫梭子星。牛郎星

两边各有一颗星星，这是扁担星，牛郎

用它挑着一双儿女呢。

坐在一旁的祖父，抽着烟悠悠地

说，这几颗星星都是一家人，织女星是

娘，牛郎星是爹，牛郎用扁担挑着儿女

去撵织女，一条天河把他们隔开了，造

成骨肉分离，不能团圆。就这样，我仰

望着夜空，寻找着北斗七星和牛郎星、

织女星，支着耳朵，听祖母念“银河银河

南北，小孩儿不跟他娘睡；银河银河东

西，小孩儿跟他娘挤挤”的童谣，不知不

觉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 梁永刚

乡风民俗话七夕

资料图

人物名片

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军，平顶山学院陶瓷学院教

师，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二级技

师，河南省技术能手，河南省工艺美

术学会会员。拥有外观专利两项，

参与著作和教材各一部。作品入选

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曾获

国际环保公益设计大赛中国赛区银

奖，获得省级奖项十余次。

暑期临近，我和同学没有像往

年一样急匆匆地收拾行李回家，而

是怀着激动、期待的心情参加了学

校举办的暑假社会实践团：“艺启

未来”支教团和“妙笔绘蓝图 领航

振兴路”墙绘团。

那天早上，天空淅沥沥地下着

小雨，一路的风景绿得饱满而滋

润，在这一片水灵灵的绿色中，我

们 21名同学和两位带队老师从安

阳师范学院出发，坐上了前往河南

内黄县宋村乡的大巴，开启一段全

新的旅程。

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后，大巴车

缓缓停在一所小学门口：宋村乡第

一小学。斑驳的校墙、简陋的校

园、零星的运动器材、小小的操场

以及一排矮矮的宿舍，这就是我们

要生活、工作一个月的地方。

初到实践地点，我们面临着种

种挑战，生活条件的简陋、语言的

障碍等，都需要去一一适应。但孩

子们灿烂的笑脸、热情的问候，让

我们心中的不安和疲惫一下子得

到释放。当家长把小朋友的手放

到我们手里时，一股责任感更是油

然而生。

支教生活是热烈而充实的，同

时也带着许多未知。我们选择与

美育结合，开设美术课、手工课、书

法课、音乐课，也将皮影、甲骨文、

扎染等非物质文化引入课堂，使课

堂内容更加丰富有趣。

第一次主讲美术课，我特别紧

张，担心课堂效果不佳。是老师细

心的开导、小伙伴的鼓励，给了我极

大的自信心。我尽量采用图片、故

事、游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小朋

友们在欢快轻松的氛围中学有所

得。我积极与小朋友们互动，他们

也踊跃举手回答问题，在这个过程

中，我记住了许多小朋友的名字，也

更明白了教育所蕴含的力量。

每一次积极的问答，每一件手

工作品，每一段美妙的歌声……都

是小朋友们回馈给我们最好的礼

物，他们不会用华丽的语言表达自

己的感情，但他们会用笑容表达欢

乐，会用一双双纯真的大眼睛告诉

我们自己的小情绪。在这个夏天，

我们第一次相遇，一起成长，一起

学习进步，滋润彼此的心田。

一 村 一 文 化 ，一 墙 一 风 景 。

为扮靓村庄，我们结合当地风土

人情，围绕党建、“五星”支部、乡

村振兴、农耕文化、安全教育五个

主 题 开 展 墙 绘 。 选 墙 、构 思 、起

稿、上色，一幅幅充满创意的墙绘

不单单是一幅幅画作，更是乡村

文化振兴的一部分，点亮了村庄

的灰色墙壁，为乡村生活增添了

色彩和活力。

而绘制的过程也是感知乡亲

们热情的过程。老奶奶执意为我

们留下蒲扇，村党支部书记为我们

送来矿泉水、搬来竹梯，村民们时

不时关切地询问。我们每天穿梭

在 3个村子里，每到达一面新的白

墙前，都会认识很多村民，他们会

和我们聊天，并不吝夸赞：“这群孩

子画得真不赖！”作品完成后，有些

村民还和我们合影打卡留念，让我

们充满了成就感。

蝉鸣的季节，绿茵的乡道，

小朋友认真听课的脸庞，村民们

赞许的眼神，和同伴们并肩作战

的画面……这个假期，我们将自己

的青春身影留在这广袤的土地上，

这段经历也将在我们的人生中留

下浓墨重彩的印记。

◇ 姬志宇

用青春点亮乡村

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旧

收藏于中国故宫博物院，现收藏于

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出土于宝

丰县清凉寺村窑址，高 6.9厘米，横

23 厘米，纵 16.4 厘米，重 670 克。

此器为传世仅存的一件，也是台北

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之一。

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形

状为椭圆，口沿外撇，底部平坦，下

有四足，周壁胎薄，四足较厚。胎

体质感细腻，胎土中含有微量铜，

迎着日光看，略见红色，胎色灰中

略带着黄色，因此称为“香灰胎”。

器物整体满釉，釉显天青色，极匀

润；底边釉积处略呈淡碧色。满釉

支烧，底部有 6 个细支钉痕，略见

米黄胎色。全器釉面纯净无纹片，

胎薄釉薄且釉面无纹。随着器物

造型的转折变化，釉色会展现出浓

淡深浅的层次变化。汝窑青瓷无

纹水仙盆至今备受推崇，除了稀少

与受到雍乾二帝的重视，还与明人

曹昭关于汝窑的一条记载有关。

曹昭在《格古要论》中谈及汝瓷鉴

定时这样写道：“有蟹爪纹者真，无

纹者尤好。”

这件被收藏的水仙盆底部还

刻有一首乾隆咏赞的御制诗。乾

隆帝将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误为

猫食盆的故事流传至今，皆源自一

首七律诗：“官窑莫辨宋还唐，火气

都无有葆光，便是讹传猧食器，蹴

枰却识豢恩偿。龙脑香薰蜀锦裾，

华清无事饲康居，乱碁解释三郎

急，谁识黄虬正不如。”其实，仅乾

隆十年（公元 1745 年）的档案中，

就出现过两次猫食盆的记载。估

计在他即位前后，宫中就已经误称

水仙盆为猫食盆。而七律诗所署

的年款是乾隆廿六年，他用“便是

讹传”四字表示。他认为诗中的真

正错误，只是把小狗错当成小猫而

已，因为“猧”是小狗的意思。乾隆

还下令为这件汝窑青瓷无纹水仙

盆配了豪华的紫檀座架，架内有可

打开的匣屉，里头收纳了一册他临

摹宋代四大书法家作品的《御笔书

画合璧》。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釉色温润

柔和，在半无光状态下犹如羊脂

玉。这种釉色是由于釉中含有玛瑙

等成分，经过高温烧制后形成的。

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造型简约大

方，深度较浅，底部边缘多出一圈窄

边，连接着四云头形足。这种设计

体现了宋代瓷器的简洁流畅之美，

也增添了几分稳重与雅致。汝窑青

瓷无纹水仙盆的釉面纯净无瑕，温

润素雅，让人心静如水。这种釉面

质感是汝瓷独有的魅力所在，也是

其成为传世珍宝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众多传世汝瓷中，汝窑青瓷无纹

水仙盆最为珍贵。它们通体没有一

处裂纹开片，展现出一种完美的艺

术效果。这种无纹之美不仅体现了

当时工匠师傅的高超技艺，也反映

了宋代皇室对汝瓷的极致追求。

◇ 李军

北宋汝窑青瓷无纹水仙盆

部分墓志

志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