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 燮 (1805—1864)， 宁
波镇海人，字梅伯，号复
庄，晚清文学家、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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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

姚燮一生与梅结缘，毕生画梅数
千，又自号“大梅山民”，取字“梅
伯”，并撰有 《画梅心语》。我们从姚
燮的诗词、绘画，尤其是墨梅作品
中，大致能看出他的审美和思想。

《墨 梅 四 景 图》，尺 寸 142㎝×
36.5㎝×4，为姚燮画梅用心之作。姚
燮画梅有自己的特点：纯用水墨完
成，不设颜色，以淡墨画枝干，浓墨
点苔，用笔放纵，梅花穿插有致，笔
意简逸粗阔，整幅画一气呵成，颇具
恣肆浑厚之气，画出了梅花的铮铮铁
骨。

欣赏姚燮的墨梅画，不妨先读他
的诗。严格地说，姚燮在文学上的成
就要高于绘画。作为诗人的姚燮，在
晚清文坛具有极高的地位。姚燮 5 岁
能作诗，一生写诗万首。姚燮早年诗
作多为“抒写性灵”，具有机趣。据
说，姚燮 30 岁前就写了
2000 余首诗词，《疏影楼
词》 就 收 录 了 318 首 词
作。姚燮早期诗词内容多
为题画、写景、咏物、寄
赠等，如《风蝶令》：“浅
黛初三月，轻烟第四楼。
杏华如雨飏帘钩，记得香
边，醉醒看梳头……”描
写了江南三月绵绵细雨、
醉人的美丽景色。

30 岁以后，姚燮的
诗词作品多关心下层劳动
人民，表现爱国主义情
怀，这与他的生活境遇以
及屡次应试进士不举有
关。姚燮洞察到当时政府
的腐败无能，作品中把仇
视权贵、同情苦难百姓的
思想表现得淋漓尽致。这
一思想也影响到他的绘画
创作。他在 《墨梅四景
图》 中题诗云：“风霜练
就峥嵘骨，到底官梅让野
梅。”

自古以来，诗书画印
的完美结合，是中国文人
画成熟的标志。姚燮在诗
词、经史、戏曲、小说、
红学、释道乃至地理等方
面均有较高造诣，这为他
的绘画艺术作了深厚的铺
垫。尤其是作为一名诗人，
姚燮丰富、细腻的情感，跳
跃的想象，对他的绘画创
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清沈宗骞说：“画与诗，皆士人陶
写性情之事，故凡可以入诗者，均可
以入画。”而宋朝大文豪苏轼读了王维
的诗画后感慨道：“味摩诘之诗，诗中
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与
画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诗重时
间与文字，画在空间与造型，但它们
都需要通过情感、想象等来营造作品
意境。在中国文人画中，诗与画是不
可分割的，两者都讲究作品的气韵、
意境、格调、风格。诚如古人所言：

“画难画之景，以诗凑成；吟难吟之
诗，以画补足。”

姚燮的诗词就是一幅真实动人的
中国画。如他的 《柳梢青 邓尉探梅
图》：“旧梦模糊，吾山隐鹤，铜井啼
乌。水溆移船，塔阴问寺，村墅寻
沽。好峰面面当湖，接一片，荒林
乱菰。待月明时，有风吹到，闻得香
无。”诗中意境犹如一幅优美的山水
画，表现了古代文人悠闲适意的心
境。或者，流露出作者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再看他在 《墨梅四景图》 其中
一屏中的题句：“纵横洒落不可究，中
有大气相盘旋。”《墨梅四景图》 为画
家“梅、石、竹”三友组合，以竹石
作陪衬，重在烘托墨梅，展现梅花的
奔放与气势。作者把感情寄托在墨梅
身上，借物咏志，抒发胸中之气，诗
作中梅花的形神与绘画颇为契合。

姚燮画梅，属于地道的文人大写
意绘画。其墨梅注重从传统中吸收营
养，并敢于创新，写自家之法。从

《墨梅四景图》 的题跋
中，我们看到姚燮画
梅的师承：“神人藐姑
射，绰约冰雪肌。临
冰壶道人本。”“玉女
撒 珍 珠 ， 碧 天 生 异
彩。二石老人师乔戚
里。”

冰 壶 道 人 即 明 代
画梅名家王谦。王谦
师 法 元 王 冕 画 梅 的

“繁花”传统，笔法苍
古，幽韵动人。而姚
燮此屏虽说“临王谦
本”，实质有所取舍，
如姚氏墨梅吸收了王
谦 梅 花 花 朵 的 “ 繁
花 ” 特 点 ， 密 密 麻
麻，生机勃勃。但在
表现手法上，姚燮突
破 了 王 氏 笔 法 工 整 、
细腻的特点，用文人
大写意笔墨，恣肆爽
利，激情洋溢，水墨
交融。他笔下的梅花
多为老梅，枝干粗壮
斑驳，有一股老梅不
屈的生机，此也暗合
了画家的性格。

有 意 思 的 是 ， 姚
燮的祖籍与元代大画
家 王 冕 同 为 浙 江 诸
暨 。 王 冕 以 画 梅 著
称，构图清新，勾花
独创顿挫法，风格简
远 孤 洁 ， 格 调 极 高 。

而从姚燮的墨梅作品看，他受王冕影
响不大，画格也与王冕有较大距离。
姚燮在题款中提到的另一名画家乔戚
里，亦为元代画家，当时与王渊、曹
知白齐名。可见，姚燮画梅多取法元
明诸家。元明时期，文人画已占据画
坛主流，画家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
境、情趣和理想，作品讲究笔墨韵
味，注重书法入画，提倡诗书画三结
合。从这点看，姚燮的绘画审美观与
元明画家是一致的。不过姚燮的画风
有自己的特点：浑厚、恣肆、苍古。
这与元明时期清润淡雅、简逸洒脱的
风格，清幽之致、素净为贵的韵味，
有着明显的区别。

画梅几乎成了姚燮绘画的代名
词，其实除画梅外，其山水、仕女、
花卉、佛像等无所不能。如他在二十
多岁所作的仕女画《梧萌秋思图》，气
息高古，线条流畅，设色淡雅，绘画
格调不在其梅花画作之下。

姚燮的大写意画风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过近代海派中坚赵之谦、蒲华、
吴昌硕等人，任熊、陈允升等名家更是
追随姚燮多年。姚燮一生命运多舛，兼
逢乱世，仕途不济，以卖画鬻文为生。尽
管从画风上看，他的作品乱头粗服，大
刀阔斧，也无色彩，不太迎合市场，但凭
其地位和人脉，姚燮的绘画也有一定市
场。据记载，他以卖画所得，筑藏书楼

“大梅山馆”，自己亦称“画本流落半天
下”。他的画在浙江、上海、苏南一带比
较常见，但价格并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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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敏明

小阿江，缑城黄坛人，四十
不到，矮小，精瘦，沪上做古建
筑生意。早年，住竹口，做“跑
地皮”营生。那时候，收藏爱好
者每到傍晚都会在他家门口等着
看第一眼货。能看到第一眼货的
人，往往是在古玩江湖上有一定
地位的。

我和小阿江比较投缘，他跑
到好货，必定会在第一时间电话
通知我，让我候在他家看第一
眼。有天，小阿江通知我，他跑
到了一张好床。我赶到时，他们
还未开始卸货，满满一货车，堆
的全是拆卸的零件，在夕阳的照
耀下，闪烁着金红的光。虽然拆
散了，但还是能从堆放的零件上
看出，这是一张非常出色的清代
朱金拔步床。

拔步床，可以拔步的床，光

听名字就可以想象这床有多大。
拔步床最大的特色就是在架子床
外，再搭一个木回廊，两边放有
起 夜 的 马 桶 和 桌 椅 等 生 活 器
具，一张床犹如现在的一个小
套间。在浙东的十里红妆家具
中，朱金拔步床是最重要的器
物之一。当年，一户人家有没
有朱金拔步床，是重要的财富
象征。《金瓶梅》 第 9 回中就写
道，西门庆给潘金莲买一张描
金床用了十六两银子，而买一
个叫小玉的丫头和一个叫秋菊
的丫头才总共花了十一两。《金

瓶梅》 第 8回还写道，西门庆的
女儿要出嫁，由于促忙促急，趱
造不出床来，就把孟玉楼陪来的
一张南京描金彩漆拔步床当女儿
陪嫁。当年媒婆给西门庆介绍孟
玉楼时，也着重提到了她这张拔
步床，价值百两银子。可见拔步
床在当时的贵重。

小阿江将一车的零件卸下，
开始组装。床这东西和房子一
样，一立起来，立马有了精神。
装好后，我终于见到了这张床的
全貌。这张床气势恢宏，金红一
片，比一般的床高大，双道床
楣，上道七块朱金花板，下道三
块朱金长花板，床罩檐满工镂空
雕七道朱金花板，床全围屏朱
红栲条嵌朱金花板，床的朱金
花板雕刻的是 《西厢记》 中的
人物故事和暗春宫，床上四根
立 柱 上 有 四 条 对 联 ， 中 间 对
书：锦帐更深熊入梦，绣纬春
暖燕投怀。两边对书：一树杏
花红十里，状元归去马如飞。
寄托着对婚姻和生活的美好向
往。玩古玩的人都知道，朱金
拔步床朱金花板雕得好还不稀
罕，还要床的屏风和床罩檐出
色，这样才算真正的好床。古人
日出而作，日暮而歇，一世人生
半世在床，因此，只要有条件，
他们会想方设法把陪自己半世的
这张床打造得完美。

小阿江给我介绍了床的出
处，说三门过海二十里处，有个
叫“老鼠尾巴”的村庄，依山而
筑，历史悠久，三门的县衙就曾
设在此处。该村有大户人家，有
座高高围墙的四合院，在这四合
院的东首，破落的东厢房内，一
百多年了，这张拔步床一直放在

那里，灰尘垢面，形影相吊。老
人说，这是他爷爷的婚床，他爷
爷家境富足。十岁那年，爷爷的
父亲请来一帮有名的工匠，足足
打了十年家具。这张床当年在三
门极为有名，老人一直不舍得
卖，只是近年来房子破败要倒
了，才让小阿江碰上了机会。

可惜的是，这么好的一张朱
金拔步床，由于“文革”时“破
四旧”，朱金花板上才子佳人的
人头都被铲掉了，让人心疼不
已。小阿江当时在我处开价很便
宜：三万八千元，我踌躇了好长
时间，由于当时本地没有能修复
的人才，最终我还是放弃了。这
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现在想起
总让我后悔不已。

我放弃了这张床，但另一个
人却拯救了这张床。当时，有个
木雕小青年叫章雄辉，长得眉清
目秀，手特别巧，悟性高，师承
根雕大师葛安飞。当时雕刻赚钱
难，生活清苦，想着要转行，正
碰上小阿江，动员他来修这张
床。小阿江本来也没抱太大希
望，只是死马当作活马医，没想
到章雄辉最后竟然将那些铲掉的
人头修复如初了。

好消息不胫而走，缑城有张
出色的朱金拔步床，传到了上海
滩。随后，上海滩古玩大亨张先
生携巨金赶来缑城，向小阿江购
买了这张床，后一直陈列于他的
明清家具精品室。在往后的日子
里，张先生逢人便夸此床，他
说，电影明星成龙从东阳购进的
一张朱金拔步床，花了三百八十
万元。可那张床与小阿江跑来的
这张清中期朱金拔步大床相比，
还是少了点精湛和气派。

朱金拔步床

汤丹文

早就听说宁海长街西岙古村
正月十八“行大龙”场面火爆，
但今年到了现场还是让我震惊。

震惊之一是人数之多：上万
村民和游客在这个夜晚汇集这个
偏远古村，私家车在进出村里的
2 条小道边停放，绵延数公里。
二是大龙之巨：青黄二龙，目测
龙身直径 1 米，长度有 30 多米，
数 了 数 有 80 多 名 壮 汉 抬 着 游
走。三是人们之虔诚：抬龙从晚
上 8点多月上梢头才开始，数百
村民 6点多就站在观龙最佳位置
的村礼堂台阶前，寒风中一站就
是两个多钟头。当晚，我在这里
还观看到或许是今年春节宁波最
大的烟火表演。民俗、习俗也称
之为“信俗”，“西岙行大龙”自
然与信仰、传说有关。相关史料
记载，西岙的先祖“文纬公”，
官至右侍郎中，相当于宰相。
1253 年农历八月初三，他告老
还乡，途经扬子江，风浪大作，
于是立香案祝祷。此时，江中出
现两条大龙，江面因此风平浪
静。这个“文纬公”于是绘出龙
形，立规以每年正月十八夜双龙
飞舞“以答祖愿”。“西岙行大
龙”传承了 767年。1929年，因
战 乱 停 止 ， 直 到 2004 年 才 恢
复。2012 年，这一习俗被列入
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本以为阵势如此浩大的活动
是政府及相关部门在主导，后来
了解得知，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安
保和交通秩序，以村级组织和民
间力量为主推动活动举办——在
乡村，还是有德高望重的“主事
人”的。在西岙，“行大龙”这
一习俗的恢复、传承和光大，背
后就有省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万
珍的功劳。正是这位老人通过查
阅宗谱，走访见过抬龙的过来
人，收集整理了这一习俗的“来
龙去脉”。也是在他的倡议下，
15 年 前 ， 西 岙 恢 复 了 “ 行 大
龙”的活动。当然村里的负责人
陈万甫和陈国宝也热心于这一活
动，而后者正是陈万珍的儿子。
每年拿出钱财来贴补这一活动，
于他而言也是寻常之事。

我常在想，一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特别是民俗活动的开
展，是离不开信仰支撑下民间的
自发意愿的。那天晚上，我在观
龙现场碰到了宁海从事文化工作
许多年的章亚萍老师，她对宁海

民 间 过 年 的 民 俗 活 动 如 数 家
珍：像正月初二，强蛟镇峡山
村 有 峡 口 庙 庙 会 及 王 石 岙 庙
会 ； 正 月 十 三 长 街 山 头 灯 人
会；正月十四前童行会等等。
至于宁海各地吃糅 （又称“吃
馏”）、吃团、吃汤包、吃米筒
等习俗更是在春节期间保留了
下来。甚至到正月二十夜，宁
海的前岙还有吃糅活动。当城
里人在寻找年味或者在感叹春
节要不要过的时候，这些大多由
民间自发、政府推动的民俗活
动，使宁海成了宁波最有年味的
区域。在宁海，过一个年大概是
不会寂寞的，而这些民俗活动的
兴盛，也让外地游客对这个“山
水静城”大有好感。

民俗活动离不开百姓参与，
从根子上说，它是一个区域人们
的集体文化记忆的集中呈现，事
关一个群体共有文化和传统的积
淀。通过民俗活动，人们共同回

忆，增强凝聚感和认同感。现在
的“西岙行大龙”与其说是古老
的祭祀仪式，不如说是西岙人温
习历史记忆的集体活动。当然，
这个集体记忆在当下的重构，是
会发生意义上的变化的——这并
不奇怪。

事实上也是如此。据说，西
岙以前的两条龙，不但要抬去庙
里，行进到村里各家各户门前，
还要去“踏田畈”。而后者，正
是农耕社会人们祈求丰收的心理
折射。而现在“踏田畈”这一环
节没有了，今年的“行大龙”被
赋予了“集福”的吉祥之义。

几天后带父母重游西岙，发
现村中真的有集福寺，而且是千
年古寺，有千年古柏为证。当然
现在是重修一新。而一旁不知其
名的古墓道前，文武翁仲、石
马、石羊依稀犹在。问雨中路过
的村妇，只答了一句“是状元阿
爹的墓”。

回去网上查了资料，《光绪
宁海县志》 说这个墓是郑霖的
墓。也有人认为是叶梦鼎之墓。
这个叶梦鼎是南宋的宰相，原名
陈吉甫，是西岙陈氏的十世祖。
在他那个时代，竟有郑霖、周成
童、王良宠等四姓同乡同朝为
官。如今，西岙的家祠也不以一

“姓”冠名之，而书之以“四大
名宗”。西岙的“丞相故里”之
称并非浪得虚名。所以，人们通
过抬龙，既缅怀了先祖，也以祖
上为傲，进而实现了对家乡的归
属感。

第二次去西岙时下着雨，两
条大龙孤零零地盘在村里的广场
中。我所遇见的村民不超过二十
人，与那天的万人空巷有了太大
的反差。我想，这可能是西岙的
常态吧。

现在乡村中很多人在城里打
拼，春节难得回一次老家。因为
正月十八西岙有了抬龙，这里的
人们因此可以晚点投入紧张的工
作和生活。在乡里的几天，也可
以尽情释放。通过抬龙这一集体
活动的共同参与，一个村、几个
家族融合在了一起。最关键的
是，人们也因此保留了共同的记
忆和作为西岙人的文化特征。我
想，这也许是“西岙行大龙”存
在的最大现实意义吧！

“西岙行大龙”闹猛的背后

朱金拔步床 （应敏明 供图）

▲正月十八“西岙行大龙”
场景。 （汤丹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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