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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2年是朱家济先生120周年诞辰，今年正值中国美术学院书法专业

创办60周年，中国美术学院联合浙江省博物馆共同推出的《朱家济法书
集》与“朱家济法帖丛编”，不仅实现了文物界、书法界学者同道多年的夙
愿，展示了他书法作品的全貌；同时丰富的手稿、信件等第一手资料，也让
我们看到了朱家济鲜为人知的一面。

朱家济（1902－1969），字豫清（豫卿），又字余清。20世纪中国文化界
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杰出的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作为中国高等书法
教育事业的开创者之一，曾受聘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首
届书法专业主课教师。朱先生擅真、行、草三体书法，对书法传统有极深的
理解，作品俊丽清健、笔跃气振，代表了时代的高度。《朱家济法书集》搜集
了公私收藏的先生遗墨，包括信札、文稿、诗文题跋等多类法书作品，按类
型分编为上下册，全面展示了先生书法实践的高度和广度。

朱家济先生是博通经史的一代学人，中国杰出
的文物研究及鉴定专家，是诗书兼善的书法大家，
更是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开创者之一，是中国美院
历史上的一位重要先师。

百余年前，中国适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文
明冲突，国族危难，民智勃兴，变革丛生，中国传统
的学术与艺术也经历了剧烈的阵痛与嬗变。朱先生
出身书香世家，受到最好的传统教育，他这辈人从
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是最后一代具有国学和书
法“先天”经验的中国人。他们将命笔挥毫视作与生
俱来，将书法修习与求学问道视作一体之事，他们
以书法作为学问之余事，又以书法作为生命之当
然。这既是我们理解朱先生这代人书道之关键，也
是认识其思想境界之根本。

朱先生曾任故宫博物院审查和文物鉴定专门
委员，从 1953年开始，他在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工作，与沙孟海共事，负责地面文物的鉴定与研究，
对浙江文物保存与勘定工作有奠基之功。朱先生与
沙先生是同代人，但其学问取向却有所不同。沙孟
海的学术基础是清代朴学与 20世纪上半叶的新史
学，早年受“疑古派”影响颇深，其考证文章将书法
研究与考古研究融为一体，文献爬梳之外自有其史

学之目的与见解。比较起来，朱先生的学问之道更趋“正统”，家学渊源之外，在就
读北京大学期间他曾追随黄侃先生深入研习《说文》，犹工小学。朱先生著述不多，
但从其众多碑帖题跋和鉴古札记中，可以大致判断其学术路径。除了自幼熏习陶
养的卓越鉴古能力之外，我以为朱先生学问上践行的是清代学术史中最为核心的
两大治学原则——章学诚所谓“源流互质”，以及章太炎主张的“务持终始”。《大
学》中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朱先生考镜源流，深入过往
先贤的思想世界，“言行交推”地理解他们的思想、实践与人格整体，力图做到“修
辞立诚”“论古必恕”。他的许多鉴古短章中，三言两语即鞭辟入里，既可以见微知
著，入木三分，又能够做到知人论世，通情达理。他的一生虽然没有鸿篇巨制，但从
其论书教学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感知到他在中国书法史、学术史的大体系中文理
密察，辗转相推，真正做到了会通终始而知本。

学问取径虽有所不同，沙孟海、朱家济等一代前辈大家，却都将毕生精力投身
文史构建与疏通工作，成为书法之学连接古今、会通经史的重要象征。他们历经百
年中国的沧桑巨变，在现代视野中整理国故，于学院体系中弘扬国粹，功莫大焉！

1963年，浙江美术学院开设中国第一个书法本科专业，朱家济应潘天寿先生
之邀受聘为教授，主讲书法与古典文学，成为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的开创者之一。

朱家济出身书香门第，自有世家公子的清芬劲节，他淡泊名利，不求闻达，在
书法史上声名并不显赫。他的书法典丽中正，不以外在风格博人眼球，正所谓静水
深流，可为知者道，不可与不知者言。朱先生学书宗法二王正朔，犹工真、草、行诸
体，笔法严整细腻，风格隽秀雅正；其笔法纳险劲入平和，不求工而自工，使转提按
间蕴起落微茫之意，潇洒清健中有金马玉堂之气，不愧大雅风度。

在致母亲大人的数十通书信中，朱先生以清峻的书法、轻松的语调诉说着日
常琐事，点点滴滴之间体现出真切深厚的孺慕之情。那个时代，六十余岁的朱家济
先生正身处困苦磨难之间，从汪济英多年后撰写的悼念文章中，依稀可以想见当
时情状：“十年浩劫中，四凶肆虐，大道不行，蒙冤者无算，先生亦不免焉。先生固有
心疾，自此病日剧。某年冬，杭城大雪断桥冰封。先生每晨去孤山‘请罪’，越桥时，
虽累足而行，犹数踣之，无奈，匍匐过……”正是在这等磨难之中，朱先生给母亲的
信里却依然是春风满纸、妙语连珠。仔细品读这些信札，我们会为这位读书人的纯
孝与苦心所动容。他以轻松风趣的语调、峻拔流丽的书法，讲述劳动间歇的一次休
憩、大会后简朴的餐食，甚至“除四害”运动时捕鼠的无奈。田间劳作的苦、老疾俱
致的苦、窘迫匮乏的苦……无尽心酸，在他笔下都化为生活的乐趣、人间的清欢，
以告慰年迈的高堂。信中轻松带过的那些点点滴滴，联系到朱先生当时的真实境
遇，令读者扼腕叹息，几度潸然泣下。

反复品读这些信札，一个问题涌上心头——书写这些信札时，书法对朱家济
先生意味着什么？

对朱先生这代人来说，书法是日常之事。其实，中国书法史上的大多数名帖也
都是古人的日常书写：《苦笋帖》是信札，《祭侄稿》是祭文，《争座位帖》是奏折，《黄
州寒食帖》是诗稿……历史上最为精妙的高古墨迹，似乎都并非刻意创作出的“书
法作品”，而是在日常书写中随性而成、因情而就，都是妙手偶得之迹。唯其不刻
意，书法才最能够浸透人之情怀心性，最能够流露书写者的神气风骨。书法是身心
一体的实践，“始转见性灵，点画为情致”不只是运笔技巧，更是身心状态。所以我
们才说“字如其人”“见字如面”。

日常书写是真性情的表达，是书家身心状态的真实显现。然而，朱先生信札中
的书写，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却都与他的实际处境判然有别。一方面，他以轻松自
在的笔调、洒落从容的笔法，竭力掩饰自己每况愈下的现实处境和身体状况，以避
免母亲的担忧；另一方面，就其本人而言，这一通通远方的书信，一行行流丽绰约
的书写，又何尝不是他最快乐平静的时光。这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一种生命仪式的
转化，宛如旅途劳顿中的一抹霞光，是对现实苦难的创造性超越。

《太史公自序》中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诗》三百篇，
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郁结，不得通其道也……”与太史公所谓苦
难郁结中发愤之作不同，中国文艺史上自有另一种风情。

嵇康临刑前抚琴一首，感叹的只是《广陵散》从此绝矣。
苏东坡一生屡遭贬谪，在儋州更是天涯海角，困厄至极，然而其《渡海诗》中却

道：“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张苍水赴死之际，远望青山，赞一声“好山河！”从容就义。
投笔从戎的现代诗人穆旦，历经最为残酷的野人山战役和恐怖到绝望的雨林

逃亡之后，写下《自然底梦》，诗中满是最纯净的赞美……
历史上这些发人深省、涤荡心胸的故事，莫不标举出一份由艺术激荡出的磊

落旷达、一种因创造而成就的精神超越。朱先生在晚年困苦生涯中写给母亲的数
十通信札，今日览之犹如春风拂面；他留下的题跋手迹，如片玉珠尘般幽茫闪烁，
映照出一肩明月、梦里山河，通达于中国文人的隐微情志，体现出书法艺术对于人
生的深刻价值——人生因创造而超越，心灵因艺术而通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
些看似寻常的墨迹，成为20世纪中国人心灵史上的一份重要文献。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5周
年。2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获得国务院
批准。为更好推动示范区先行启动区建设，示范
区执委会与两区一县人民政府（上海市青浦区、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共
同组织编制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先行启动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
2035年）》已于近日形成规划草案，并面向社会
公众征求意见。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建设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简称“示范
区”）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
突破口。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我国的文博事
业，指出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
场所，文博工作者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守护
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为发展
文博事业、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断作出
新贡献。

站在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重大战略、十分
关心的重要事业的交集处，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对长三角文博一体化建设之路进行
了深入思考，也在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进行了一
些探索，长三角文博品牌“博享荟”的创建和成
功运营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成果，它对高质量推
进长三角文博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云上“博享”：
走出示范区文博品牌数字化集成先手棋

“规划”提出要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营造古今辉映的新江南空间样板区，
带动江南水乡文旅共同体建设；串联历史文化
名镇、传统村落、文物古迹等文化资源点，构建
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网络。示范区内分布于两区
一县的博物馆群是江南水乡文旅共同体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历史文化保护空间网络不可或
缺的一环。

吴江结合 2022 年 5·18 国际博物馆日主题
“博物馆的力量”，向长三角执委会提出创建长
三角文博品牌“博享荟”，秉持吴江、嘉善、青浦
三地博物馆“整合资源、团结协作、共同成长”的
宗旨，以吴江为主阵地，联合青浦、嘉善文博空
间为载体，扎根长三角江南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开展线上+线下立体宣传，结合三地力量，做大
做强“博享荟”品牌。

“云上博享”是博享荟的鲜明特色，打出“云
上博享荟，嗨玩青吴嘉”旗号，开展三地文博空
间系列云活动，走出示范区文博品牌数字化集
成的一步先手棋。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
展示范区执委会指导下，吴江博物馆、青浦区博
物馆、嘉善县博物馆共同参与，打造了博享荟

“五朵云”：云首发、云主播、云鉴宝、云展览、云
课堂。

一是云首发：长三角博物馆联盟品牌“博享
荟”标志云首发，在 2021年博享荟面世基础上，
长三角执委会云首发三地“博享荟”标志；二是
云主播：三地共推首届云主播大赛，1280位主播
报名，转发量12.45万次，在小小云主播大赛基
础上，选取12位小小云主播带你云游青浦、吴
江、嘉善三地博物馆展览，介绍三地博物馆宝
藏；三是云鉴宝：由国家、省、市级专家组成
云鉴宝专家团队，免费为三地市民收藏的艺术
品云鉴定，深受欢迎，共计鉴定上传艺术品
1500件；四是云展览：举办“江南记忆，手绘
古 镇 ” 成 果 云 展 ， 共 收 到 作 品 1704 幅 ，
1331682 投票量；五是云课堂：博物馆云课堂
录制，在三地免费推送，选取当地有代表性的人
物，介绍相关行业博物馆专业知识，进行相关领
域专家科普活动。

线下“知旅”：
打造示范区文博空间相通线路交联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历史底蕴深
厚，文博禀赋优秀，既有青浦崧泽、福泉山等古
文化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也有嘉善历史上最
具地方特色的砖瓦窑业“不熄的窑火”，又有近
代著名诗人柳亚子会见四方人士、议论国家大
事、撰写诗文的历历过往，可以在田歌声中感受
吴根越角传统文化的迷人魅力，亦可近距离接
触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更可以跨时空感
受中医中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作为根脉相通、基
底相同的江南水乡，吴江、青浦、嘉善三地既各
具魅力，又交相辉映，更是相通相融。在这个基
础上，示范区文博一体化水到渠成。

比云上一体化更重要的是线下一体化，强
化博物馆传播能力，加强博物馆联合办展、巡回
展览、流动展览、网上展示，拓展博物馆公共文
化服务覆盖范围。去年春节期间，吴江区首推文
博特价游路线向整个示范区开放，得到三地广

大民众的热烈欢迎。以“博物馆邀你来嗨玩”为
主题，选取六悦博物馆、锡器博物馆、爱慕博物
馆等，以政府补贴形式，联动实行门票优惠活
动，享受家庭出行最大优惠。

示范区三地的志愿者也联动起来。打造
“才聚运河”志愿者品牌，聚集起一批志愿
者，以老专家带青年人的形式，设立文博讲座
书单、拍摄文博讲座视频，以线上+线下的形
式，强化社会教育引导，推动文博进社区、进
校园、进企业。

“规划”中提出要打造“一厅三片、十字
走廊、小镇网络”城乡空间结构，也同样构成
了示范区文博一体化的空间大格局。就吴江来
说，在苏州市大力推进打造“博物馆之城”战
略框架下，其文博建设突飞猛进，包括新建成
的苏州湾博物馆在内，目前分布在吴江各处的
各具特色博物馆 9家，不仅用凝固的时间碎片
诉说鲈乡大地千年历史，更汇聚起多元优秀文
化资源，推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切实把博物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公共文
化服务新亮点。将这些博物馆资源与周边旅游
景区、文化街区、商业综合体等有机串联、无
缝衔接，推出若干条“博物知旅”文化旅游精
品线路，开发具有示范区特色的文博旅行线
路，通过市场化运作，统一包装策划和宣传推
广，形成共推效应和品牌效应。如“江南记
忆、印象吴江”人才四季文体旅活动，涵盖了
春游 （亲子游） 博物馆奇妙日、夏思 （古镇
游）退思园雅趣夜、秋赏（文化游）苏州湾文
化日、冬忆（历史游）古城区，该活动对三地开
放，有力提升了扎根示范区的文化引力。

吴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人文
资源，近年来我们抢抓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国
家战略机遇，着力推动更多丰富的三地文旅项
目。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对三地标志性文化基
因的活化利用，奏响江南文化品牌，加强博物馆
文化休闲和旅游资源联动保护开发，着力共推
示范区文博空间“博享荟”品牌建设，助力提升
示范区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共享水平。

龙虎山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郊西南
20公里处，不仅是中国道教文化圣地，
还有神秘的崖墓群等历史文化遗迹。
2010 年 8 月 1 日，江西龙虎山与福建泰
宁、湖南莨山、广东丹霞山、浙江江郎
山、贵州赤水共同以“中国丹霞”名称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为揭开龙虎山崖墓的神秘面纱，
1978 年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与贵溪县
文化馆合作，选择龙虎山悬棺最为集中
的仙水岩区作为突破口。考古队请来当
地训练有素的药农悬索荡入洞穴。进入
洞穴后，洞内有厚厚的灰尘，棺木放在
洞中央，横向洞口。揭开棺盖，棺内人骨
保存完整，头骨旁留有头发，尸骨下垫
有竹席。洞穴内有制作精致的木剑、釉
质莹润的青瓷杯、碗，以及制作规整、火
候较高的印纹硬陶瓮。此外，还有黑色光泽的陶
罐、朱红色夹砂三足陶鼎、编织精细的竹篮和竹
盆、雕花髹漆的木杯和扁鼓的小木鼓，以及印花
丝绢、经纬线分明的麻布、苎布。除棺木外，药农
将坛坛罐罐、杂什物件等装入麻袋，用绳索将其
放下至考古队接应的船上。从药农采集的陶器
器型、花纹、质地等初步判断，仙水岩崖墓年代
约为春秋战国时代。

为全面认识崖墓的形制、结构及文化性质，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1979年江西省博物馆考古
队对崖墓进行了科学发掘，这是中国悬棺葬区
第一次大规模科考活动。虽然已过去 40余年，
但至今仍是崖葬考察中最为重要的一次，极大
地推动了中国悬棺葬的研究。经探索考古队最
终决定用大竹筏船，再搭建钢架，攀爬云梯进
入洞穴。然而大部分洞穴情况并不如人意，不
少墓葬很早就已被盗。在大家垂头丧气时，站
在高架上的队员发现一处十分隐蔽的洞穴，也
正是这个发现，使此次考古发掘有了重大收
获。该洞穴发现随葬品 36件 （套），明显分三
类摆置。第一类为仿青铜器造型的黑衣磨光
陶，放置于崖洞内壁边缘；第二类为制作精致
的仿金属木质手工业工具和兵器；第三类是纺
织工具。该洞穴是此次发掘中最小的一个，其
随葬品约占发掘清理总数的 1/6。据考古资料
记录，此次清理的14座崖墓中，共发现各式独
木棺 37具，人骨架 16具，出土陶瓷器、竹木
器、乐器、骨器、纺织品、纺织工具等文物
220件（套），其中织机构件成为中国先秦纺织考

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龙虎山崖墓群集中分布在泸溪河仙水岩的

诸峰和相邻两公里的余江白塔河的雄咀石、螺
丝岭、保驾峰、香炉峰等峭壁山峰，每处约有 10
座以上的墓葬，形成了龙虎山崖墓群。先民们利
用绝壁有穴的地势，按其洞穴规模大小，以血缘
关系来安葬，分别实行单葬或群葬。依照山涧地
势，由自然分离的山势间隔成若干大家族合族
而葬的墓地，表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同族共
葬的习俗在这里继续留存。

崖墓年代的判定是辨别墓主人的首要问
题，龙虎山崖墓出土的棺木和典型陶器群是断
定墓葬年代最好的证据。根据C14测年显示，
龙虎山崖墓群早期应为春秋中期，晚期应为战
国早期，测定年代与随葬陶器断代基本相符或
一致。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交趾至会稽七、
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说明当时我国东
南、华南广大地区大都为古越人活动区域。龙虎
山区古属贵溪县管辖，唐代以前贵溪县属余干
县所辖。余干按《太平御览·州郡部》引韦昭汉书
注：“干越，今余干（汗县）之别名。”汉以前余干
辖地包括现今弋阳、横峰、贵溪、余江、德兴、南
城等县的大部分地域。由此可判断，龙虎山崖墓
悬棺的主人应为百越部落干越人。有专家通过
查阅古籍获悉，干越人有断发文身和将蛇作为
图腾崇拜的习俗，如《史记·周本纪》记载：“越人
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
伤害者。”这种习俗在以往的考古资料中未有例

证，但在龙虎山崖墓的考古发掘中有所
发现。M2四号棺木中的墓主人为中年
男性，其骨架保存完好，在其头骨右
侧有一束长 5厘米的头发，一端齐整。
这束头发约是在其安息时剪下，尔后
放入棺木内，这也成为干越人断发的
真实反映。

此外，龙虎山崖墓出土的一件最大
几何印纹硬陶罐，通体拍印清晰的米筛
纹，似蛇身鳞片状，以鳞片画面为器物
底纹，然后在其肩部另堆塑曲状泥条，
泥条满布密集鳞片，曲状泥条一头大，
一头小，大端塑出圆孔，似蛇眼。全器高
大，蛇形堆塑突出，由于其堆塑没有器
耳功能，故视为崇尚蛇图腾神器。这些
考古发现进一步印证了龙虎山崖墓悬
棺的主人应为百越部落干越人。

龙虎山为武夷山余脉，居住在这一带的先
民世代把高耸云霄的大山视为生活的依托，并
企望自己也能和天神居住其间，便选择悬崖峭
壁上的洞穴作为安葬先人的墓穴。这些洞穴下
临深渊，上接星斗，有人迹所不至，猿猱不能
攀的特点，高岩上的自然洞穴向阳、干燥又通
风，棺木易长久保存。但在距今近 3000年前，
古人如何将这些笨重的棺木放进高达数十米甚
至上百米的悬崖洞穴之中呢？

1987年 6月，上海同济大学和美国加州大
学等专家学者开始进行仿古吊棺模拟试验，经
过两年精心准备，选择龙虎山仙水岩作为仿古
模拟吊棺试验场。仿古模拟吊棺试验共邀请5位
药农参与，其中 4位药农先绕山登上水岩顶部，
将一根一端系着滑轮的粗大绳索从山顶垂下，
将滑轮定在洞穴上方；再用另一根绳索穿过滑
轮，一头落于棺木，另一头连着绞车落下，牵
引的绳索到位后，两位药农相继从山顶缒下荡
入洞内；紧接着绞车开始转动，随着绞车盘绳
圈的增加，提前用船运抵洞穴下部的棺木离船
徐徐上升，当上升到与洞口位置齐平时，在洞
口迎候的两位药农用绳索稳稳地将棺木牵引入
洞，并妥善安置。仿古吊棺试验的成功，在海
内外产生巨大反响。

虽然仿古吊棺研究试验被广泛认可，但也
尚存争议。为广开思路，进一步破解悬棺葬吊
棺之谜，在仿古吊棺模拟试验后，龙虎山风景
旅游管理局悬赏邀请海内外有识之士参与破
解，但至今还未有其他更令人信服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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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山崖墓悬棺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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