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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会说话

郑板桥的画中话
◎魏辉

画里话外

  立秋已过，暑热未消。又加上今年
雨水颇多，大热大雨交替出现，经常会
让人觉得烦闷。
  不由得心中疑惑：秋天真的到
了吗？
  翻开一本书，读到郑板桥的一首题
画诗：
  秋风昨夜窗前到，竹叶相敲石有
声。及至晓来浓雾湿，又疑昨夜未秋清。
  二百多年前的一个初秋，郑板桥在
夜晚听到了风吹竹叶打在石头上的声
音，等到早晨醒来，看到浓雾弥漫，不由
得疑惑起来——— 真的假的？秋天真的到
了吗？
  他拿起笔画了一幅竹石图，一边画
一边把自己对于秋的感受写到了画
纸上。
  果然，人类的情感是相通的。想到
此，我嘴角上扬，内心安定下来。
  脚下的土地是山东潍坊，古称“潍
县”。几百年来，郑板桥是潍县历史上最
有名气、最有个性的父母官，他“春风七
载在潍县”，给潍县人民留下了数不清
的精神遗产。除此之外，他画画、写字、
作诗，有“诗书画三绝”的美誉。
  作为清代画坛“扬州八怪”的领军
人物，郑板桥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
人。为官，他清正廉明、心系百姓、勤政
爱民；做事，他低调踏实、坚韧不屈、疾
恶如仇；为人，他正直诚恳、清高淡泊、
直言不讳。
  今天，抛开其他身份不谈，我们只
讲作为画家的郑板桥，以及他画画的那
些事儿。

一一

  画家郑板桥，才华横溢、学养丰厚、
特立独行。
  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他
生于江苏兴化东门外古板桥附近一个
清贫的书香人家，当时是清康熙三十二
年，即公元1693年。他历经康熙、雍正、乾
隆三朝，在乾隆三十年去世，即公元
1765年。
  郑板桥爱画竹、石、兰，他的画功力
深厚，自成一家，当时就在社会上有比
较大的影响。

  郑板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画画
的呢？
  史书上没有明确记载。郑板桥在71
岁的时候画过一幅墨竹图，他在画上写
了几行字：今年七十有一，不学他技，不
宗一家，学之五十年不辍。
  根据这几行字，有人推测，71岁的
郑板桥说他学习画画50年了，那么，他
差不多是从二十一岁就开始画了。
  据《清史列传·郑燮传》记载：少颖
悟，读书饶别解。家贫，性落拓不羁，喜
与禅宗尊宿及期门子弟游。日放言高
谈，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
  《清史稿》中说郑板桥：诗词皆别
调，而有挚语。慷慨啸傲，慕明徐渭之
为人。
  《清代学者像传》记郑板桥：先生为
人，疏宕洒脱，天性独挚。
  从中可以看出郑板桥落拓不羁、洒
脱旷达的性情，他画画追慕明代大画家
徐渭。这些特质也可以从他的画中看得
出来。
  以他的才华与人品、官职和地位，
应该听过很多赞美的话吧！但是这些夸
赞之语他都没放在心里，他写过一篇
《板桥自叙》，在文章中自黑：又好大言，
自负太过，漫骂无择。诸先辈皆侧目，戒
勿与往来。然读书能自刻苦，自愤激，自
竖立，不苟同俗。
  他说，我年轻时好说大话，太自负，
经常乱骂人，长辈们都侧目……但是我
读书刻苦自律啊……
  真诚坦荡的人，最有魅力。

二二

  郑板桥爱在画上题写。作为一个有
思想有追求的传统文人，他的每幅画上
几乎都有题字，有时是几句词，有时是
一首诗，有时是一段文。有记录、有思
考、有议论、有感受。
  他独特的“六分半书”，以乱石铺街
的姿态，写于竹影摇曳的画纸之上，细
细读来，不知不觉地会被他的文思吸
引。一个有血有肉的郑板桥跃然纸上。
  他率真、坦荡，他孤傲、激奋，他慈
爱、悲悯，他清高、淡泊，他洒脱、旷达，
他大俗大雅，他卓然不群……

  对于画画，郑板桥是这样看的：画
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
地，字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
非俗事而何？
  “学而优则仕”是当时主流的价值
观。大丈夫当建功立业，通过科举考试
做官来造福社会，是郑板桥从识字开始
就被灌输的理念。所以，在他的心目中，
当一个出色的画家并不是什么人生理
想，只是不得已而为之。
  画画虽不是啥“高大上”的事情，
但是郑板桥自嘲“以俗为雅”，他的一
生中，很多时候是靠卖字画谋生的。他
认为这也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他
写过一首诗：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
救贫困，托名风雅。他说，我画画一天
能卖百钱，以此代替在田里耕种，画画
就是谋生的手段，冠上什么“风雅”的
名义！
  他从潍县辞官后，在扬州一带以书
画谋生，在乾隆二十四年，即公元1759
年，他甚至给自己的字画按尺寸定了一
个价格表，明码标价，按质论价：
  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
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
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
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
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
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
语言也。
  这可能是中国书画界最早的明码标
价的例子。看罢，对于郑板桥真是佩服之
极！仿佛看到板桥先生一袭长衫，面对来
“求画”的人说：“哎呀，少说些吹捧以及
交情的废话吧，我年纪大了，也没精力陪
你们瞎扯。直接拿钱来买画吧，这样我就
好好给你画。你请客送礼，我又不喜
欢……我就是个职业画家……”
  前段时间，坊间热议当代大学生能
不能“脱下长衫”的问题，知识分子所谓
的“面子”束缚了很多人的观念。郑板桥
为大家作了表率——— 穿上长衫，他是风
雅的知识精英；脱下长衫，他是务实的
自强之人。

三三

  画画，对于郑板桥来说，不仅可以

谋生，也是他心灵的桃花源。
  他最爱画的竹、石、兰，都有高尚人
格的寓意与象征，这也是郑板桥的精神
追求。他的一首题画诗写道：
  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
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
  为此，他深入研究，一丝不苟。
  例如画竹。他一边观摩古画，博采
众家之长，一边深入观察，师法自然。为
了画好竹子，甚至在家种了不少。特意
种在南面，还特意把窗户改造了一下，
让竹影可以映到窗户纸上。这样，就是
一幅天然的墨竹图。他时时观察，天天
临摹。
  他在一幅画上写道：
  余家有茅屋二间，南面种竹。夏日
新篁初放，绿阴照人，置一小榻其中，甚
凉适也。秋冬之际，取围屏骨子，断去两
头，横安以为窗棂，用匀薄洁白之纸糊
之。风和日暖，冻蝇触窗纸上，冬冬作小
鼓声。于时一片竹影零乱，岂非天然图
画乎！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
粉壁日光月影中耳。
  宋代的文与可是画竹的高手，他是
大文豪苏轼的表哥，有一个成语“胸有
成竹”就是来源于他。郑板桥一边研究
文与可画的竹子，一边思考自己的竹
子，好像画前并没有一个具体的竹子形
象，不过就是信笔去画，最后自然就成
了。他得出结论：
  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
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
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俱足也。藐兹
后学，何敢妄议前贤。然有成竹无成竹，
其实只是一个道理。
  胸有成竹与胸无成竹，其实是一个
道理。
  郑板桥对于明代画家徐渭的画佩
服之极，曾经刻了一方印章“青藤门下
牛马走”以表达敬佩之情，“青藤老人”
是徐渭的号。郑板桥还学过石涛的画，
从一首画中题诗可以看出来：
  画竹曾经学石涛，近来老笔转萧
萧。无 多 竹 叶 无 多 干 ，自 有 清 风 纸
上飘。
  凡是作品能流传千古的大画家，
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形成
的源头，一方面是先贤大师的传统，一
方面是大自然中的造物。对于自己绘
画风格的形成，郑板桥在一张兰花图
上写道：
  古之善画者，大都以造物为师。
天之所生，即吾之所画，总需一块元
气团结而成。此幅虽属小景，要是山
脚下洞穴旁之兰，不是盆中磊石凑栽
之兰，谓其气整故尔。聊作二十八字
以系于后：敢云我画竟无师，亦有开
蒙上学时。画到天机流露处，无今无
古寸心知。
  当然，郑板桥永远心系劳苦贫病的
劳动人民，即使画画时也忘不了：
  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兰，窗
外修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
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
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
之暇，闭柴扉，扫竹径，对芳兰，啜苦茗，
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
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
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
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
人也。
  他一边画一边想：我的画那些富贵
享乐之人是不懂的，只有劳苦的人，忽
然有了几天的闲暇，关上柴门，清扫了
竹径，对着芳兰，喝着苦茶，和朋友一
起看着画，心里才真是舒畅……
  郑板桥离开有两百多年了，但他的
名字一直留在这片土地上，越来越为人
们所熟知。

郑板桥石像。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摄

枕上的浪漫
——— 宋白釉题诗枕

◎崔斌

  我们一天天奔波劳碌，夜阑人静，伴人入睡每天少不了
的就是枕头。宋代时，瓷枕盛行。古人认为夏日睡瓷枕，可
“明目益睛，至老可读细书”。这是说瓷枕可预防老花眼了。
  如果醒来一刻，看到一张娃娃脸，是不是也心怀欢喜
呢？这就让人想起了历史书上的宋代孩儿枕。“收藏狂人”乾
隆皇帝共收集了十一个孩儿枕，还为它们特别订制锦垫与
紫檀木罗汉床，用于展示摆放。乾隆从不掩饰对瓷枕的喜
爱，曾在瓷枕上题诗：“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
觉，梦蝶更应安。”
  枕头，据说起源于曹操的书童为他定做的木匣，老祖宗
们的枕头是天然石块，以后逐步扩展到木、玉、铜、竹等材
料。瓷枕最早出现于隋朝，唐代大量生产，宋及金、元时最为
鼎盛，明、清渐次衰退。历代，瓷枕应用最为广泛，它融造型、
绘画、诗文、雕刻为一体，是多元综合的艺术品，形制多、手
法杂、技艺精，难怪精美的宋代孩儿枕曾作为中国陶瓷类别
的代表性器物。瓷枕，尤以磁州窑枕数量多，彩绘生动，生活
气息浓郁。
  青州博物馆的一件宋白釉题诗枕，枕呈圆腰形，中部内
凹，腰身饰印花缠枝牡丹图案。枕面行草题写疑似南唐后主
李煜的一首词作，文字是：“呜夜啼：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
寞梧桐深院锁新秋。剪不断，你还乱，便事离愁，别事一别滋
味在心头。”词前书“中吕调”，意思是古乐羽声七调的第一
运，这首词作可以配上“中吕调”演唱。但是有两个问题：第
一，词牌对不上。李煜有一首“乌夜啼”做词牌的词，是《乌夜
啼·昨夜风兼雨》，全文是这样：“昨夜风兼雨，帘帏飒飒秋
声。烛残漏断频欹枕，起坐不能平。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
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看来不是这一首。那
么，瓷枕上的应当是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无言
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
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第二，如果是《相见欢》的
话，那词牌就写错了，全文还有多处文字错误，这是制作工
匠的无心错写，还是瓷枕主人的有意为之，真不好说。
  青州博物馆的另一件瓷枕，为白釉雕花网纹枕。长方
形，枕面内凹。枕面浅浮雕花卉，枝叶饱满舒展，花朵娇艳欲
滴，线条流畅。枕的四个侧面饰线刻网纹，左侧面开有小孔。
  全国有许多的瓷枕，以文字和图形作为装饰形式，美化
了瓷枕，而文字和图形所表达的思想，或祈福、或警醒、或抒
情，随着瓷枕进入了人们的家庭，每日耳濡目染，给人以美
感、滋养和熏陶。
  安然入睡，需要安详的氛围。磁州窑博物馆收藏的磁州
窑卧女枕，胎质细腻坚硬，白地黑花。整体为一横卧仕女形
象：头后有发髻，面部丰满，细眉如月，微微含笑。两臂斜曲
右手垫头，左手托枕面，状如平板斜盖在侍女身上。两腿自
由弯曲作卧息状，姿态恬静，表情悠闲。而咸阳市文物考古
研究所收藏的金代白釉刻诗瓷枕，上刻“风吹前院竹，雨洒
后庭花”，太符合雨天睡懒觉不想起床人的心态了。
  宋词的流行，给了瓷器表现的空间，让宋代瓷枕弥漫着
浓浓的书卷气。瓷枕上的文字笔法或细腻、或粗犷、或温润、
或恢宏，风格自由多变，侧面印证了宋词的繁荣。河南博物
院的白釉珍珠地《水龙吟》瓷枕，是宋代磁州窑系产品。瓷枕
为椭圆形四曲花瓣式，前低后高，边墙竖直。枕面开光内刻
有北宋文学家苏轼的《水龙吟•露寒烟冷蒹葭老》一词，文艺
范儿十足。开光上部和左右两侧有珍珠地折枝花作辅助纹
饰。瓷器上的开光，是指在瓷器的某些部分画出边框，并在
边框中画以山水、人物、花卉等。通体施白釉，底部露胎。运
城博物馆的宋白釉珍珠地划花诗文枕，枕面中部线刻五言
诗句：“夜入翠烟啼，晓寻芳树枝，青山无限景，由道不如
归。”诗文借用北宋范仲淹《越上闻子规》的诗句，略作变通，
更形象地描绘了由杜鹃啼血而触动的乡思乡愁。
  一枕黄粱梦点醒了多少梦中人。阅尽人生、幡然醒悟的
人们也在枕上记录感悟，暗示自己入眠。河北博物馆的元代
白釉黑花诗文枕，呈长方形，枕面以三道墨线绘出菱形开
光，内有楷书《喜春来》词一首：“牡丹初放安排谢，朋友才交
准备别，人生一世半痴呆，如梦蝶，不觉日西斜。”开光外四
角均绘有荷花一朵，每朵花旁各书有一字，顺时针读为“高
枕无忧”。林州市博物馆宋代白釉褐彩“老翁”诗文瓷枕，面
呈八角形，前低后高，绘酱褐色花纹。枕面边缘以粗细双线
勾出八角边框，内书写诗文一首：“老翁：皤然一老翁，凡百
事皆慵，旧物不尽记，故人难得逢。”字体洒脱。腰部饰缠枝
花卉，枕壁四周绘卷草纹。此枕造型独特，融诗、书、画为一
体，为河北磁州东艾口窑的典型产品。
  宋代瓷枕不乏清雅之趣。珍珠地开光划花诗文腰枕，瓷
枕的表面刻有回纹框，框呈菱形，外划有草叶纹，框内刻有
诗文：“为惜落花慵扫地，爱观明月懒糊窗。”瓷枕的四周刻
了形式各异的花卉图案，显得活泼俏丽，韵味十足。福建博
物院的宋磁州窑白釉黑花诗文长方形枕，枕面两边饰卷草
纹，枝叶翻转互为顾盼，中间是黑底白字草书：“人间木清香
不作，异品分从月里仙”，表达了随意率性的情趣。运城博物
馆收藏的一件金代白釉黑彩诗文瓷枕，枕面顺着枕的形状
双线勒框，剔白填黑。框内划刻两道竖直宽弦纹，把枕面分
成3个部分，中间竖行剔刻五言诗文，左右两侧枕墙剔刻卷
叶纹。诗文右起行书，内容为：“柴门掩石泉，夏日亦闻蝉。冷
落花廷竹，馨香草里兰。”宋磁州窑白釉诗文长方枕，现收藏
于浙江省博物馆。枕面边阴刻双线框，枕心刻“半窗千里月，
一枕五月风”四行直书诗文。
  有的人把对恋人的思念写在枕上，也许在梦中才可以
相随吧。磁州窑的剔花词曲瓷枕，枕面由三个大小不一的花
纹装饰组成，花纹的内部书写有诗文，诗文不仅字数多，内
容丰富，花纹也富有变化，不显单调。瓷枕正面刻的诗文叙
说了年轻女子对心上人的思念，充满了愁绪，诗文的字数接
近两百字，是目前所知的瓷枕中文字最多的一件。
  人们还在瓷枕上祈求美好。如婴戏题材，儿童天真烂
漫，配搭上莲叶、花卉及飘带，期望着“多子多福、子嗣繁
衍”。鹿谐音“禄”、鱼谐音“余”，皆可选用；虎纹则有“辟邪”
之意。
  一件瓷枕，点染着古人的风雅韵致，寄托了人长久、家
团圆、欢常在的祈望，它曾陪伴着祖先们酣然入眠，也给我
们带来了无尽的遐想和猜度，叹服于先人们的智慧和创造
力，感念他们留给我们的丰厚文化遗产。

  没有观棋腐斧的烂柯之山，也没有
类似“橘中之乐”的久远传说，潍坊，这
片古老的土地似乎被“围棋”这一复杂
的智力活动所遗忘，然而毕竟历史悠
久，如果不乏耐心，还是能探寻到些许
若隐若现、或深或浅的渊源印迹。
  众说纷纭的围棋起源中潍坊悄然
在列。先秦典籍《世本》载：“尧造围棋，
丹朱善之。”丹朱，即尧的儿子。这是最
早涉及围棋起源的记载，也是尧造围
棋的最早记载，而晋人张华在《博物
志》中继承这一说法的同时增加了新
的看法：“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
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
由于《世本》为人所罕见，而张华又以
博学严谨著称，所以后人都奉张华的
话为圭臬。而“舜生于诸冯 ，迁于负
夏……”(《孟子》)，诸冯，有一种说法是
今诸城市舜王街道诸冯村。
  曾任北海相的孔融与围棋的关系
就非常明确，孔融不只爱好围棋，对棋
理也颇有会解。《与邴原书》一文中说：
“阻兵之雄，若棋弈争枭。”且家庭的围

棋氛围非常浓厚，两个子女都很爱围
棋。《后汉书·孔融传》载，孔融因言获罪
时，“初，女年七岁，男年九岁，以其幼弱
得全，寄它舍。二子方弈棋……”面对恶
境，两子表现远超常人的稳重与成熟，
“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便出于此。
  宋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调来密
州（诸城）任知州。作为“唐宋八大家”之
一，其散文、诗词、书画方面的成就有目
共睹，而有趣的是，在中国围棋史上也
有其独特的一席。当然不是指他的围棋
水平，这一点苏轼自己都很清楚，自称
“素不解棋”，虽尝试学习，但棋力终究
平平。苏轼喜欢观棋，并从中找到乐趣，
甚至“观看终日，竟不以为厌”。他曾独
自游于庐山白鹤观，听到棋子之声，便
“欣然喜之”。苏轼留有很多围棋相关的
词句，那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的千
古名句便是其中之一，不为胜负所累，
享受棋趣过程的超然心态令人佩服。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赴
任潍县。当时，正值山东连年饥荒，他体
恤民情，改革弊政，深得百姓拥戴。七年

任期，郑板桥在潍县留下了许多动人的
故事。“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不仅雅
好围棋，而且水平应当不俗，这从他写
的与围棋相关的诗中不难发现。有一首
是年轻时写的《赠梁魏今（国手）》：坐我
大树下，秋风飘白髭。朗朗神仙人，闭息
敛光仪……机心付冰释，静脉无横驰。
养生有大道，不独观弈棋。
  现代潍坊围棋发展于1977年，因当
时退休在家的老教师郭用群先生的建
议，潍坊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第一次职
工围棋赛。此后，一批业余棋手开始在
潍坊棋坛活跃：陈宇吉、陈凤楼、郞咸
顺，包括后期的左峰鹰、姜际忠、陈向
东、李勇、刘君刚、赵志刚、高进等人各
领风骚，对此，《潍坊晚报》文体部原编
辑曲伟声老师在《潍坊围棋回眸》中有
比较详细的记载。
  近些年来，围棋热度在持续升温，
潍坊围棋也得到了发展。2001年，13岁
少年尹航在全国围棋“高考”中脱颖而
出，被定为专业初段，之后获全省少儿
围棋赛冠军、第12届中国新人王战亚

军，晋升职业五段。2018年，丁海峰获
得全国围棋大赛40岁组第三名，成为
业余6段，这也是目前潍坊业余棋手取
得的个人最好成绩。2021年，丁海峰代
表山东参加了全运会群众组围棋比
赛，获得了团体亚军。2022年7月，48岁
的丁海峰还携手儿子丁鹤茗参加湖南
株洲的全国围棋定段赛，一时传为父
子同场竞技的佳话。除丁海峰外，潍坊
还有刘清泉、崔旭、王庚辛、沈子奇等5
名业余6段棋手，他们代表着目前潍坊
围棋最高业余水平。
  近些年，潍坊的一些实力企业也积
极投入到围棋竞技领域，其中比较突出
的就是景芝酒业，从2011年到2018年连
续八年冠名山东队，参加全国围甲联
赛。2012年，甚至设立了“景芝酒业围棋
世界冠军奖励基金”，奖励六大世界围
棋赛事中夺冠的中国棋手。
  当前，潍坊围棋总体活跃，有各类
围棋培训机构或学校近百个，参加学习
的学生数万名。期待潍坊围棋越来
越好。

潍 坊 与 围 棋
◎杨云松

青州博物馆的宋白釉题诗枕。（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