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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文物安全守护人

浙东沿海灯塔之花鸟灯塔建于 1870
年，为中国沿海最早建造的灯塔之一，至
今仍是中国沿海灯塔中最大的一座，既是
船舶进出长江口必经之地，又是我国沿海
南来北往的船舶测向、定位的重要标志，
素有远东第一大灯塔美誉。150多年来，经
过一代又一代灯塔人的精心管理、维护、
保养，花鸟灯塔及其附属设施保存良好，
直径 1.84米的大型牛眼透镜已使用一百多
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花鸟灯塔现为国
际航标协会 （IALA） 世界历史文物灯塔、
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是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
国家级列岛风景旅游区——嵊泗县的重要
旅游景点。

花鸟灯塔现有职工 7 人，灯塔长刘生
龙自 2005 年调到花鸟灯塔担任灯塔长以
来，一直在花鸟灯塔默默耕耘，付出着自
己的心血和汗水。

花鸟灯塔是一座综合型的大型灯塔，
安装有灯塔、雾号、AIS 基站、北斗参考
基站、VTS基站、气象、水文、微波等设
施设备，能为海上航行船舶提供全天候的
综合性助导航服务。这些年，在刘生龙的
带领下，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所有设备
和文物保护良好。灯塔上至今还保存有
1964年开始记录的航标机电值班日志、无
线电指向标值班日志和 1967年开始记录的
灯塔雾警设备使用报告表、灯塔值班日志
等。

在工作中，刘生龙以身作则，危险
的、苦活累活带头干在前。十五六米高的
灯塔塔身保养时，他总是自己爬到塔顶保
养，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留给别人，
为职工做出了表率。从事灯塔守护工作 40
年来，刘生龙辗转多个灯塔工作，2005年
原本可以留在站里工作的他主动请缨，从
站综合组长的岗位、从每天下班可以回家
的站部调到了远在他乡的悬水之岛——花
鸟岛上担任花鸟灯塔灯塔长，从此承担起

了守护这座有着 150 年历史的灯塔的文物
保护重任。

2021年7月，6号台风“烟花”肆掠舟
山沿海，17级的超强台风裹挟着狂风暴雨
在舟山沿海肆掠了二天二夜，灯塔上直径
20多厘米的不锈钢旗杆被拦腰吹断，塔上
人员只能待在室内根本无法出来。望着室
外的倾盆大雨、听着室外的狂风呼啸，担
心文物安全的刘生龙心急如焚，他顾不得
自己的生命安危，不顾其他同事的劝阻，
依然匍匐着身子、艰难地、一步一颤地来
到室外，顶着被狂风吹倒、甚至吹跑的危
险查看灯塔、房屋等文物是否被狂风吹坏
或进水。直到巡查一遍，看到文物安全无
事后，才安心回到值班室。看着一身雨
水、身体疲惫的刘生龙，同事们流下了心
疼的眼泪。

2021 年底，刘生龙被检查出得了肺
癌，医院通知马上住院手术，心系灯塔文
物安危的他不顾医生要求，依然回到灯
塔，交待好灯塔的工作和文物保护相关事
项后，才去医院住院手术。手术、化疗后
没有休息多少日子，刘生龙又拖着疲惫、
虚弱的身体回灯塔上班了。站领导劝他回
家去安心休养，他坚决不肯，说：“我顶得
住，没事。”

即将退休的他，仍在灯塔守望、文物
保护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继续耕耘着……

这些年，花鸟灯塔职工在刘生龙的带
领下，扎根海岛，以塔为家，工作上相互
支持，生活上相互关心，学习上相互帮
助，在近几年的灯塔检查考核中，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在对灯塔文物的保护
上，坚持做到精益求精，通过对一些实际
问题的摸索和解决，既提高了自身和职工
的能力，也提高了职工爱岗敬业的精神。
2014年，花鸟岛原生态旅游启动，在上级
支持下，刘生龙带领职工积极予以配合，
在加强文物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服务当地
经济文化建设，推进了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旅融合发展，大力弘扬和传播了航标文化
和爱国主义精神。2014年以来花鸟灯塔已
接待游客和参观人员超过 30万人次，营造
了良好的双赢局面。

从这些点滴之事，突显出刘生龙高度
负责、一心为公的责任感，也体现出航标
职工“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使命和职
责，更体现出刘生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
优秀品格。随着花鸟灯塔知名度不断提
高，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加深
了公众对航标及航标文化历史的了解，
感受到了航标工伟大的奉献精神。2017
年 6 月花鸟灯塔被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
授予“浙江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称
号，这也是嵊泗县首家省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

2017 年 7 月，东海航海保障中心组织
新华社等 7 家媒体开展了“走进灯塔，照
亮航程”媒体花鸟灯塔行活动，全面报道
和展示了以刘生龙为代表的花鸟灯塔职工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精神风貌和以岛
为家、甘于奉献的工作、生活情况。近年
来，众多新闻媒体走近灯塔、走近守塔
人，多次进行报道，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由于刘生龙在文物保护工作中作出的
优异成绩，2018年他被授予浙江省第二届

“最美浙江文物守望者”荣誉称号、2022年
荣获“浙江省文物工作成绩突出个人”。

党 的 二 十 大 指
出，“弘扬以伟大建党
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
产党人精神谱系，用
好红色资源，深入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
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为红色
资源的守护者，在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的时代进程中，革命历史类纪念场馆
要认真贯彻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
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
代文物工作方针，用好红色资源，让革命文
物焕发出时代光彩。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的内在逻辑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是革命文物内在属
性的本质要求。在百年伟大征程中，一代又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展现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
书写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恢宏史诗，铸就了
一系列伟大精神，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红
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
证，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
历史，综合了红色文化的物质形态、信息形
态、精神形态的革命历史见证，它不仅能够带
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也是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是革命历史类纪念
场馆自身职责的内在要求。革命历史类纪念
场馆是保护革命遗址、保存革命文物和历史
资料、讲述革命历史、宣传革命精神的重要场
所。这些革命遗址、革命文物、历史资料是最
为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源宝库，是最真
实的历史信息，是最直接的历史佐证，是开展
革命传统教育的物质和精神支撑。把革命文
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是革命历史类纪念
场馆职责所在，是彰显革命历史类纪念场馆
政治责任担当的具体表现。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是历史赋予的时代
要求。革命文物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承载
着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是激励我们不断前
行的历史见证，用好红色资源对弘扬伟大革
命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征程上，我
们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好，建设好我们党的精神家园，大
力弘扬革命文物里承载的伟大精神，凝聚起
奋进新时代的精神力量。

讲好故事是革命文物活起来的生动体现

讲好理想信念的故事。理想信念之火一
经点燃，就会绽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在百年
的接续奋斗中，我们党创造彪炳史册的伟大
成就，靠的首先就是始终坚定理想信念。革命
文物里凝结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譬如透过
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的故事，可
以体会到信仰的甘甜。在新征程上，在落实推
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时代命题
中，要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理想信念的故事，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自觉做理想信念的坚定信
仰者和忠实实践者。

讲好初心使命的故事。中国共产党人的
红色基因里蕴含着对初心使命的执着追求和
不懈奋斗，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发挥出特有的
精神力量。讲好初心使命的故事，就是要充分
挖掘革命文物中所蕴含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
想信念、使命担当、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精
神密码，充分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为国家命
运、民族前途的奋斗历程上所表现出的赤子
情怀，用伟大革命精神的感召力来涵养党员
干部的精神境界，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

讲好团结奋斗的故事。党的百年奋斗历
程反复证明，团结奋斗是党领导中国人民创
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团结才能胜利，奋斗
才能成功。从长征途中坚定的步履到抗疫中
勇毅逆行的身影，从井冈山的挑粮小道到屯
垦戍边的战天斗地，我们党的历史是一部勇
于奋斗、战胜困难、赢得人民信赖的历史。我
们要更好地发挥红色资源的作用，讲好革命
文物中蕴含的团结奋斗的故事，激励新时代
新征程上的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形成同心共圆
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讲好忠诚奉献的故事。我们党从建党之
初就把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红色基因深深
地融入了自己的血脉之中，在百年接续奋斗
中，忠诚奉献成为永不褪色的政治品格。优秀
的文化基因传续、融合、发展、贯穿于各个历
史阶段，并持续焕发出独特的历史价值。这种
优良品格也记录在一件件的革命文物中，譬
如通过李大钊亲笔书写的对联，可以真切体
会到革命先驱们铁肩担道义的浩然正气。讲
好忠诚奉献的故事要与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

实践结合起来，在生动的实践案例中昭示党
的初心使命，厚植起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路径

用好红色资源与党史学习教育深度结
合。历史是了解过去的教科书，也是走向未来
的营养剂。党的历史是最有说服力的思想政
治教材，用好红色资源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
态化长效化，是坚定理想信念、推进伟大事业
的必然要求。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南湖革命纪
念馆坚持一体化推进红色资源的挖掘研究保
护利用工作，自主研发推出了系列微党课视
频《革命文物里的初心故事》，深刻阐释革命
文物的深厚底蕴、丰富内涵和重要价值。

用好红色资源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深度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智慧结晶。在
实践中，我们更多地挖掘红色文化中蕴含的丰
厚的优秀传统文化精神，挖掘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事
例，从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用好红色资源与大思政课深度结合。党
的二十大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
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善用“大思政课”
是新时代全面贯彻党中央精神、推进思想政
治理论课创新发展的重要课题。近年来南湖
革命纪念馆启动的“行走的思政课”项目，以
红色故事、音乐党课和沉浸式情景剧等形式
用好红色资源，让革命文物活起来。活动开展
至今已走进省内多所大中小学校宣讲100余
场次，累计受众达12万人次。

用好红色资源与红色旅游深度结合。根
据“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要求，南湖革命
纪念馆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建立红色资源挖
掘保护利用传承的长效机制。坚持红色文
化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自主研发了 《红
船少年先锋行》研学课程，推进红色旅游教
育宣传、文化内涵挖掘、服务水平提升，将
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红旅项
目传递给青少年，起到精神传承、思想升华
的作用。

让革命文物活起来的探索实践

打造精品展陈，提升核心产品的生产力。
近年来，陆续推出了“红船起航”“红船精神
主题展”“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
要窗口”主题展“风展红旗如画”“信仰的力
量——红色文献里的初心使命”等原创展
览，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故事和蕴含的
革命精神，从纪念馆陈列展览的叙事特点出
发，将宏大叙事与细节呈现、场景再现有机
结合起来，升维为立体化、沉浸式、交互性、
有代入感的教育模式，提升陈列展览的生产
力。并且结合原创展览开展“红船起航——
一大代表故里行”和“革命精神大联展”等系
列巡展活动。

深化价值挖掘，彰显红色资源的感染
力。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最
为重要的是加大对红色资源的发掘、整理、
研究，生动展现革命文物的红色基因和思想
内涵，不断彰显革命文物的时代价值，弘扬
其中承载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责任担当、
崇高情怀。以《启航——红船精神永放光芒》

《馆藏文物精粹·文献篇》《初心永在》《沈钧
儒手迹选》等研究成果出版为标志，以学术
研究为基础，深挖红色文物底蕴，促进红色
资源成果转化。

创新宣教形式，实现红色文化的传播力。
从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的历史责任
出发，增强政治自觉，切实把保护革命文物、
传播红色文化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牢抓
实。组建了“红船宣讲小分队”，通过沉浸式情
景剧《听王会悟讲“一大”故事》、原创音乐党
课《初心的约定》、微党课《一叶红船问初心》
等，开发打造 3.0 版《红色初心故事》宣讲栏
目，整合一批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的精品课
程，利用展陈资料丰富、红色精神独特、教育
形式多样、传播手段新颖等优势，创新宣教途
径，推进红色文化的认同和传播。

革命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近百年来
的奋斗历程，承载着丰厚的革命精神财富。新
的时代要求，为革命文物更好发挥作用带来
新的契机。革命历史纪念场馆要用好红色资
源，发挥自身传播优势，让革命文物活起来、
红起来、亮起来。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做好革命文物时代价值
传承路径方法的研究和探索，以物说史，以物
证史，以史为鉴，以史明志，进一步弘扬革命
文物中承载的革命精神，使其不断绽放出新
的时代光芒。

谈及中国大写意画，八大山人和吴昌
硕 是 两 座 无 法 绕 过 的 高 峰 。 八 大 山 人
（1626-1705） 独特的绘画艺术在中国美术
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其诗书画皆精，三
百年来领袖群伦，无数名家对其敬佩有
加。民国初年，传统花鸟画呈现出萎靡不
振之势，随着“碑学”的兴起，以吴昌硕
（1844-1927） 为代表的“金石写意”花鸟
画盛行于整个20世纪。

“金石”，指铭文，石刻、篆刻、碑版
的艺术形式，“禅心”是佛教术语，指清静
寂定的心境。“禅心”象征着八大山人的书
画诗文思想。八大山人出入禅门，画中有
诗，诗中有禅；他跌宕的人生经历，让他
学术上的无能为力与国破家亡的矛盾反映
到艺术上，使其艺术怪癖和晦涩难懂，出
现沉寂留白的画面和鸟语的白眼；他的成
就在于当时历史情况下，将中国文化传统
精髓付诸创作实践中。八大山人在中国写
意画、艺术思维科学上的成就，对后世的
绘画艺术产生巨大影响。清中期的扬州八
怪，清末的吴昌硕，现代的齐白石、潘天
寿等不少大家都曾从八大山人的画作中得
到启示。

“金石”象征着吴昌硕的书画艺术特
点。20世纪，书、印之风转变，倡导崇尚
古拙、质朴、雄健的画风，使得“金石”
与写意融汇迸发，让 20世纪中国写意画以
浑厚雄健、气势磅礴之势占据主流；这更
是时代的召唤和对中国文人画文化传统的
延续。作为“金石写意”一代宗师的吴昌
硕，以印为先导，以书注画，以诗浇文，
将诗书画印融会贯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和现代气质。“金石·禅心——中国美术馆
藏吴昌硕作品特展”展览名选定“金石、
禅心”，正是以中国花鸟画发展史为背景，
聚焦八大山人与吴昌硕艺术对比研究，延
伸至题跋、诗词为线索，融入文学、艺术
学的跨学科交汇的思考方式，解读吴昌硕
对八大山人的文脉传承。

展览分致敬、比较、创变三大板块，
有图像学的模仿，有诗词的共鸣，有心理
的感知。

致敬：雪个入梦 画禅寄意

此章节是吴昌硕对八大山人的致敬，
以“雪个昨宵入梦，督我把笔画荷。”为开
篇，以吴昌硕画作上提及八大山人的题跋、
八大山人作品上吴昌硕题的跋文、文献及作
品构图的方式，讲述了吴昌硕是如何学习
八大山人、如何对其笔墨精神的继承。

众所周知，八大山人和吴昌硕均以书
画艺术闻名于世。吴昌硕集“诗、书、
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
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
峰”。八大山人的画作是世之公认的文人画

“巅峰”。吴昌硕曾有诗云：“雪个昨宵入
梦，督我把笔画荷。”其中“雪个”为八大
山人，二人生活年代间隔二百多年，诗句
中的“督”字，清晰体现了吴昌硕对八大
山人的敬仰。同时，八大山人多件作品题

跋“中有雪个魂”“谁其画此雪个驴”“八
大山人画，高古超逸，无溢笔，无剩笔”

“迸竹生根，中有雪个魂。江头无杜甫，谁
赋《哀王孙》。八大是帧无款署，想是酬应
之作，然笔力千钧，大宝也。”等，吴昌硕
在《蒲草白莲图》题：“学雪个（八大）而
翻似清湘 （石涛）。活泼泼地自可立定足
处。或者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耶？吴昌硕
七十四。”可见吴昌硕对八大山人的推崇。

八大山人隐遁山林，其笔墨清新脱
俗，精粹凝练，一点一划间皆在邃摅心
意，观于象外，得之寰中。吴昌硕的笔墨
自书法中来，而书法自金石中来，画中笔
墨无处不在的透露着金石神韵。正如吴昌
硕说“画禅寄意头一髡，说法剩尔明王
孙”，领会八大山人笔墨精神，吴昌硕艺术
以篆刻切入，功夫最深的是书法，受当时
金石之风的影响，吴昌硕将绘画融入金石
趣味，使得自我的笔墨语言与八大山人

“不学而似”，是对八大山人的笔墨精神传
承，亦有自我的显著风格，以篆籀入画的
大写意金石气。

比较：诗有别趣 理道一贯

此章节聚焦于八大山人和吴昌硕诗文
艺术研究，基于同一主题的探索性挖掘，
探寻其诗画创作的互动关系，从而思考文
人画核心是什么？中国文人画以抒发内心
灵性、思想为主旨，反映画家的内在思
想、文化和精神。诗词是心灵的语言，绘
画是意趣的折射。苏东坡云：“诗画本一
律”，正是中国绘画艺术强调诗与画的异质
而同趣。诗词既是听觉艺术，画上题诗，
赋予画以情感。而绘画是视觉艺术，画与
诗，赋予诗以具象。这种诗画相得益彰的
方式，促使题画诗得以发展和兴盛，正是
文人画传统中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中国诗词解读本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且八大山人的题画诗常常与画并无关联，
夹杂大量的机锋禅语，公案话头。是直觉
和灵感的涌入，经过长期探索和积累，从
而得到的顿悟。富有哲理，诗中有禅这正
是八大山人特殊美学的代表。吴昌硕一生
的诗约一千多首，内容为三种，一是纪
事，二是郊游，三是题画。他的诗富有真
实感和生活气息，表达心声，其诗文可雅
俗共赏，亦可朴陋可喜。二者都是直抒胸
臆，放笔长歌，理道一贯，诗有别趣。

在本次展览中，吴昌硕诗稿《效八大
山人画》：“八大真迹世不多见，予于友人
处假得玉簪花一帧，上栖数鸟，下两游
鱼，神气生动，草书一绝：‘到此偏怜憔悴
人，缘何花下两三旬。定昆池在鱼儿放，
木芍药开金马春。’”上文中八大山人诗词
正是王方宇旧藏的 《鱼图轴》 上的题画
诗。此外，展览围绕八大山人与吴昌硕同
题材题画诗，将同题材诗词、同题材画作
风格进行对比。观者亦可透过多视角，在
二者诗文构筑的绘画形象中更为立体全面
领会中国文人画诗词的文化内涵，领会吴
昌硕在诗词方面的文脉传承。

创变：自我作古 金石传薪

此章节集中呈现吴昌硕的艺术风格，
作品标注着吴昌硕对于此类题材诗词概
括，观众可以通过品诗获悉作品的创意来
源。在展览中：梅花题材“梅花性命诗精
神”、紫藤的“强抱篆籀作狂草”、牡丹的

“墨迹深处是真红”、菊花“写菊取有傲霜
骨”、石榴“累累子擘红玛瑙”、桃子“三
千年结识之桃”等题画诗，不仅意好、情
好、境好，还将多年画理画论经验警句扑
在笔端。不再是前两部分呈现的图像、程
式、文化的模仿，更多体现时代的认知，
20世纪金石学的兴起，让金石写意花鸟画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现代气质。吴昌硕对
中国文脉的体验，自我的深度、广度和温
度，借助于他对于金石韵味的追溯和把
握，也是延续了八大山人的内在脉络。他
自我作古金石传薪的自我创变，是对文脉
的梳理、是感性生命、是关联感性生命的
形塑与传递。

此章是从学术上阐释吴昌硕对于八大
山人文脉的传承，吴昌硕对临八大山人的
作品，对于文人画诗词的共情，自我作古
的思考。他不仅仅是模仿，还深层次地感
知，作为一个后来者，通过对临、笔墨语
言和个体生命的关联，从而接受八大山人
文脉中最鲜艳最有生命力的书写系统。吴
昌硕极力推进金石入画，将自己胸中的郁
勃之气与金石笔线衔接起来，呈现金石的
刚健与柔和、古拙与工巧、放纵与收敛。
遵循法度地自我作古，突破常规地自出己
意；金石传薪，可谓独开大写花卉的新生
面，也推进了一个笔墨语言的现代化进程。

金石 禅心
——解读吴昌硕对八大山人的文脉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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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小讲解”志愿者在纪念馆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