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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同市博物馆，藏有一幅清代
画家俞礼的 《三驼图》。在空白的背景
衬托下，三个老者弯腰驼背，形象滑
稽，笑态可掬，与左上角极具意蕴的
题诗相映成趣，堪称诗画结合的绝妙
体现。

俞礼 （1862—1922），字达夫，别
署 随 庵 ， 浙 江 山 阴 （今 浙 江 绍 兴）
人，晚清海派六十名家之一，善画人
物山水，绘画题材多变，画风独特且
有 创 意 。 二 十 岁 时 就 已 随 任 伯 年 学
画，光绪十二年，二十五岁的俞礼便
著就 《听雨楼画谱》。早年画风一如其
师，有时评“人物、山水、花卉尽得
师传”。俞礼在天分上远不及其师，如
其一生谨守师法，恐难有作为。所以
中年后的俞礼力求取数家之所长，参
考徐渭、金农、任熊等名家，在画风
上变换风格，虽其综合之法并不足以
同其师等诸大家一争高低，但已可在
中国近代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位。从

其晚年作品来看，人物的造型和线条
仍保持任师的风格，但花鸟和点景山
水已变得更加厚重，颇有稚拙之趣，
笔法上追求大写意的创作手段，穿插
以工笔细腻的笔法，展现出徐渭、金
农等的绘画风格。另外在题款的书写
上也似隶非隶，表现出一种生拙的张
力，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总体来
说，他的变格还是成功的。不论是早
年的作品还是晚年的创作，都展现出
他对美的追求和探索，他的画作不随
大流不媚俗，充满着变化和惊喜。

海派即海上画派，是清代后期画
派成员最多的一个，据近代杨逸 《海
上墨林》 所记，从宋至清末民初在上
海的书画家就有七百余人。鸦片战争
后，上海成为最早对外开埠通商的城
市之一，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各地
书画家也云集于此。《淞南梦影录》 有
记：“各省书画家以技鸣沪上者，不下
百余人”。迁往上海的书画家主要来自

苏州、绍兴、扬州等地，原籍上本就
相近的文人画家在移居上海之后，联
系得更加紧密，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
的绘画团体。

光绪、宣统时期的上海，社会阶
层复杂，各个阶层的思想汇聚成一个
矛盾的综合体，既有封建传统的思想
束 缚 ， 又 有 新 兴 资 产 阶 级 的 意 识 觉
醒；既有殖民背景下的消极思想，又
有着高亢的爱情热情。时代的变迁、
社会的革新，必然会影响到一个书画
家的思想情绪。俞礼身处其中，感触
良多，他一生中创作了很多题材丰富
且有着深刻内涵的画作。

《三 驼 图》 为 纸 本 设 色 立 轴 ， 画
面上没有背景衬托，三位老者各具状
貌，姿态互异。右侧老者提盒持杖，
左侧老者拱手垂立，似在问候，正上
方老者单手抚须，满脸笑意。三人笑
态可掬，栩栩如生。衣服线条流畅舒
展，笔墨粗拙圆润，浓中有淡，湿重

渗透，用笔老辣。
左 上 角 题 诗 “ 郭 驼 提 篮 去 探 亲 ，

李驼听说问原因。赵驼见了呵呵笑，
世上原来无直人”以打油诗的形式，
起到了画外音的叙事效果，带有诙谐
而 又 通 俗 的 情 调 。 从 落 款 “ 甲 寅 除
夕，鉴湖钓叟俞礼写于并州”可知，
该画作于民国三年 （1914 年），为俞
礼晚年作品。

《三 驼 图》 是 很 有 内 涵 的 中 国 画
题材，明代画家李世达初画此作，后
有明末清初画家担当、近现代画家溥
心 畬 和 黄 胄 等 都 相 继 创 作 有 《三 驼
图》，均以各自独特的绘画语言进行
再创作，借图抒志，以此喻人。

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中国画这
种诗文、图画相结合的表现形式，更
加具有东方美学的韵味。海派画家在
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在不断融合着
社会人生。来沪或交流或定居的海派
书画家，大多经历过近代历史上那段
动荡的岁月，因此作品也更能反映出
人民的情绪。此间的俞礼，同样有着
长期流寓上海的经历，在上海卖画、
经 营 茶 社 四 十 余 年 ， 深 受 社 会 的 感
染。他创作的这幅 《三驼图》 通过这
样诗画结合的形式，别具意韵，极富
表现力，拓宽了中国画的表现手法，
提高了作品的审美价值，深化了画作
的主题内涵。

“ 高 高 的 兴 安 岭 ， 一 片 大 森 林 ；
森林里住着勇敢的鄂伦春，一呀一匹
烈马，一呀一杆枪，獐狍野鹿满山遍
野 ， 打 呀 打 不 尽 ……” 这 段 东 北 人
从 小 就 会 哼 唱 的 歌 谣 ， 自 从 在 哈 尔
滨 中 央 大 街 爆 火 后 ， 住 在 大 兴 安 岭
深 处 的 鄂 伦 春 人 ， 也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 ， 一 首 动 感 优 美 的 《鄂 伦 春 小
调》 在 全 网 爆 火 。 与 此 同 时 ， 一 位
名叫“鄂伦春小虎”的 90 后年轻人身
着土黄色狍皮衣、脚穿狍腿靴、头戴
标志性狍角帽的形象让网友感到了鄂
伦春传统服饰的独特魅力，“鄂伦春
小虎”也随即火遍全网。3 月 24 日下
午，“鄂伦春小虎”乘坐高铁来到大
同，并于当晚在华严广场与市民见面。

“鄂伦春小虎”来自内蒙古呼伦
贝 尔 市 ， 在 抖 音 的 账 号 名 为 “ 虎 论
贝 尔 （鄂 伦 春） ”，目前有 39.6 万粉
丝。从今年 3月开始，小虎先后来到山
西 太 原 、 临 汾 ， 在 游 览 当 地 名 胜 古
迹、品尝美食小吃、与当地人热情互
动之后，小虎感到了山西人的真诚与
朴 实 。 行 走 在 每 一 座 城 市 的 街 头 巷
尾，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都乐于与
远 方 的 客 人 分 享 本 地 人 的 美 好 生
活 ， 让 他 时 时 能 感 受 到 如 家 般 的

温 暖 。
3 月 24 日 晚 ， 刚 刚 下 过 春 雨 后

华 严 广 场 没 有 一 点 寒 意 ， 获 知 “ 鄂
伦春小虎”要来这里，不少市民尤其
是年轻人早早就等候在广场上。当晚
7 时 30 分，“鄂伦春小虎”一走到下
寺坡街口，就被人群团团围住，他们
纷 纷 要 求 与 “ 鄂 伦 春 小 虎 ” 合 影 。

“鄂伦春小虎”被热情好客的大同人
感动了，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下，
有序地与到场的市民合影留念。

随后，“鄂伦春小虎”在华严广
场 唱 起 那 首 火 热 的 《鄂 伦 春 小 调》
时 ， 现 场 爆 发 出 长 时 间 的 掌 声 。

“ 大 同 文 旅 星 推 官 ”、“ 山 西·魏 道
文 旅 ” 直 播 平 台 主 播 杨 婷 婷 作 为 特
别 嘉 宾 ， 向 “ 鄂 伦 春 小 虎 ” 详 细 介
绍 了 大 同 文 旅 资 源 。“ 鄂 伦 春 小
虎 ” 和 市 民 游 客 以 华 严 广 场 为 起
点 ， 沿 着 华 严 寺 、 钟 楼 、 纯 阳 宫 、

四 牌 楼 、 鼓 楼 西 街 一 路 走 来 ， 一 边
欣 赏 古 城 夜 景 ， 一 边 与 市 民 游 客 互
动 提 问 。 有 关 大 同 与 鄂 伦 春 的 话 题
在 欢 快 的 气 氛 中 进 行 着 ，“ 鄂 伦 春
小 虎 ” 在 杨 婷 婷 的 讲 解 中 了 解 了 大
同 古 城 的 民 俗 和 人 文 地 理 ， 大 同 人
也 从 “ 鄂 伦 春 小 虎 ” 身 上 感 到 了 鄂
伦 春 的 文 化 魅 力 。 两 地 根 脉 相 通 ，
源 远 流 长 ， 启 迪 我 们 热 爱 家 乡 ， 共
同 谱 写 新 时 代 文 明 乐 章 。

3 月 25 日 上 午 ，“ 鄂 伦 春 小 虎 ”
来到云冈石窟；下午，游览华严寺、
九龙壁和东南邑历史文化街区。一个
是北魏时期雕刻的皇家石窟，一个是
辽金、明代建筑的艺术宝库，一个是
融古城民俗与当代艺术于一体的历史
文化街区，“鄂伦春小虎”的内心无
比激动，感到大同真的是一座文化底
蕴十分深厚的优秀旅游城市，他说，
怀着敬畏之心细细品味这座古都，大

同总会让人念念不忘。
现 场 ， 有 人 对 他 身 穿 的 鄂 伦 春

民 族 服 饰 感 到 新 鲜 而 陌 生 ， 小 虎 告
诉 人 们 ， 自 己 来 自 鄂 伦 春 。 他 头 上
的 帽 子 ， 并 不 是 鹿 角 帽 而 是 狍 角
帽 ， 材 料 源 自 狍 头 和 狍 角 。 在 狩 猎
时 期 ， 狍 子 是 鄂 伦 春 族 重 要 的 生 活
资 源 ， 衣 食 住 行 都 离 不 开 。 以 前 猎
人 出 行 时 ， 头 戴 狍 角 帽 会 更 具 隐 蔽
性 ， 猎 人 会 吹 起 鹿 哨 吸 引 狍 子 过
来 ， 从 而 进 行 狩 猎 。“ 现 在 的 狍 角
帽 ， 经 过 长 辈 一 代 一 代 的 传 承 ， 已
经 成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小 虎
说 ，“ 为 了 保 护 好 这 些 服 饰 ， 我 们
只 有 在 盛 大 节 日 时 才 会 穿 戴 。”

鄂 伦 春 从 1996 年 开 始 全 面 禁
猎 ， 这 顶 帽 子 是 他 家 族 长 辈 传 下 来
的 。

据 悉 ，“ 鄂 伦 春 小 虎 ” 在 大 同
将 进 行 为 期 三 天 的 直 播 活 动 。 3 月

26 日 上 午 ， 他 在 浑 源 县 悬 空 寺 、 恒
山 进 行 体 验 式 推 介 。

跟 随 “ 鄂 伦 春 小 虎 ” 的 步 伐 ，
大 同 多 个 自 媒 体 平 台 和 外 地 直 播 平
台 也 对 整 个 活 动 进 行 跟 进 直 播 。

市 文 旅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说 ，“ 鄂
伦 春 小 虎 ” 是 全 国 知 名 网 红 ， 优

秀 文 旅 IP， 他 在 北 京 、 重 庆 、 成
都 、 西 安 、 哈 尔 滨 、 沈 阳 、 青 岛 、
济 南 、 延 吉 、 延 边 等 地 进 行 旅 游 直
播 推 介 ， 均 收 到 良 好 的 宣 传 效 果 。
此 次 来 到 大 同 ， 也 将 进 一 步 宣 传 大
同，推动大同向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
地迈进。

“鄂伦春小虎”来到大同
本报记者 赵永宏

“鄂伦春小虎”在华严广场与市民见面。 “鄂伦春小虎”与市民合影留念。

走进博物馆聆听历史故事，通过
沉浸式展览与文物“亲密接触”，将
新 奇 有 趣 的 文 创 产 品 带 回 家 …… 当
前，优秀传统文化受到热捧，越来越
多 的 人 将 博 物 馆 作为必去的“打卡
点”，博物馆游热度持续攀升，“为一座
博物馆，赴一座城”成为潮流，热门场
馆常常倍受青睐。那么，曾经“高冷”
的博物馆缘何成为热门“打卡地”？博
物馆应如何“保温”，让文物藏品更鲜
活地走入人们的生活？记者为此进行了
探究。

年轻游客成博物馆游主力军。周
末，北京的大学生张萌和几位同学拿
着精心准备的册子，开启了她的大同
各大博物馆盖章“打卡”之旅，辽金
元民族融合博物馆、古代铜造艺术博
物馆、大同红色记忆馆、北朝艺术博
物馆、梁思成纪念馆、云冈石窟博物
馆，都给她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每

一枚印章都承载了博物馆最亮眼的文
化 元 素 ， 每 个 博 物 馆 都 让 我 收 获 满
满，在与文物的近距离接触中可以触
摸历史、感受古人的生活。”她说。

有人说，要了解一座城市，就要
去逛它的博物馆。当前，爱上博物馆
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以线下“打
卡 ”、 线 上 分 享 体 验 的 方 式 “ 解
锁 ” 博 物 馆 文 化 ， 探 寻 历 史 足 迹 。

近 几 年 ， 市 考 古 研 究 所 发 掘 出
不 少 北 魏 时 期 墓 葬 壁 画 ， 平 城 作
为 北 魏 国 都 ， 实 至 名 归 。 其 实 ，
辽 金 文 化 在 大 同 历 史 长 河 中 也 是
值 得 欣 赏 的 精 彩 一 笔 。 在 辽 金 元
民 族 融 合 博 物 馆 ， 展 示 了 辽 金 元
时 期 异 彩 纷 呈 、 绚 丽 多 姿 的 社 会
生 活 ， 展 示 了 少 数 民 族 与 汉 民 族
融 合 的 多 元 态 势 ， 展 示 了 具 有 契
丹 、 女 真 及 蒙 古 特 质 ， 同 时 又 夹
杂 汉 人 习 韵 的 服 饰 文 化 ， 展 示 了

凸 显 低 矮 型 家 具 向 高 型 家 具 转 变
的 家 居 陈 设 历 程 。 一 些 丰 富 多 样
的 日 用 器 具 ， 也 反 映 出 迁 居 大 同
的 少 数 民 族 在 饮 食 习 俗 与 汉 族 的
融 合 。“ 来 自 西 京 大 同 的 时 尚 ， 体
现 了 当 前 年 轻 人 对 传 统 文 化 的 认
同 和 热 爱 ， 同 时 也 说 明 博 物 馆 正
通 过 丰 富 的 展 品 和 多 元 的 叙 事 方
式 ， 让 年 轻 人 感 知 古 人 的 生 活 方
式 ， 古 今 连 通 ， 接 续 未 来 。”《中
国 国 家 旅 游》 编 辑 张 丽 娜 说 。

各类创新元素让博物馆更加亲
民。全息投影技术让“文物”悬浮
在 柜 中 ， 使 游 客 触 手 可 及 ； AR、
VR 体 验 装 置 复 现 古 代 场 景 ， 让 人
身临其境，仿佛穿越时空……随着
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博物馆以全新
的展陈方式，为观众带来更加直观
和沉浸式的观展体验。

近 日 ， 市 雕 塑 博 物 馆 推 出 了
VR 全 景 观 展 平 台 。 通 过 该 平 台 ，
游 客 无 需 受 时 间 、 地 域 限 制 ， 可
随 时 随 地 欣 赏 展 览 的 精 彩 内 容 ，
全 方 位 欣 赏 每 件 作 品 的 细 节 和 构
成 ， 近 距 离 观 察 每 件 作 品 的 创 意
和 艺 术 价 值 ， 获 得 真 实 、 立 体 和
沉 浸 式 的 观 展 体 验 ， 共 同 感 受 雕
塑 艺 术 魅 力 。

当 前 ， 不 少 博 物 馆 通 过 各 类 创
新 元 素 一 改 往 日 “ 高 冷 ” 的 形
象 ， 以 亲 民 化 路 线 快 速 “ 出 圈 ”。
如 各 类 文 创 产 品 创 意 满 满 ， 市 博 物
馆 推 出 石 雕 系 列 ， 主 要 选 取 石 雕 砚
台 、 石 雕 螭 首 、 石 雕 力 士 像 等 图
案 ， 制 作 成 石 雕 砚 台 图 案 的 胶 带
纸 、 石 雕 螭 首 图 案 的 卡 通 塑 料 指 甲
刀 、 石 雕 力 士 图 案 打 火 机 等 ； 瓦 当
系 列 文 创 产 品 选 取 平 城 瓦 当 、 人 面
纹 半 瓦 当 及 兽 面 瓦 当 等 图 案 ， 制 作

出 瓦 当 纹 样 折 叠 购 物 袋 、 兽 面 瓦 耳
机 等 ； 青 铜 器 文 创 产 品 选 取 了 汉 代
博 山 炉 、 忍 冬 纹 兽 面 铜 铺 首 衔 环 及
龙 纹 菱 花 形 铜 镜 等 元 素 ， 制 作 出 铜
铺 首 吸 盘 毛 巾 架 、 八 曲 龙 纹 菱 花 形
铜 镜 钱 包 等 。 选 取 陶 连 枝 灯 和 釉 陶
骆 驼 及 牵 驼 俑 ， 制 作 出 陶 连 枝 灯 拼
装 玩 具 、 釉 陶 牵 驼 俑 T 恤 等 ， 深 受
市民喜欢。

一 些 博 物 馆 还 推 出 了 互 动 性 很
强 的 活 动 ， 如 手 工 制 作 、 讲 座 、
探 秘 等 。

博 物 馆 受 到 热 捧 ， 也 给 大 型 博
物 馆 带 来 预 约 难 的 困 扰 。 有 关 专 业
人 士 认 为 ， 错 峰 参 观 或 许 是 解 决 预
约 难 的 最 好 方 式 之 一 ， 比 如 到 云 州
区 、 左 云 县 、 广 灵 县 的 一 些 专 业 博
物 馆 或 民 俗 馆 ， 这 些 博 物 馆 内 容 丰
富 独 特 ， 也 很 精 彩 ， 也 会 有 意 外 的
惊 喜 。“ 小 众 却 新 奇 有 趣 ， 成 为 满
足 游 客 文 博 游 览 需 求 的 重 要 选
项。”文博爱好者单平说。

如 何 让 这 些 不 算 特 别 热 门 的 中
小 型 博 物 馆 也 有 一 定 的 竞 争 力 ？ 有
关 人 士 认 为 ， 最 重 要 的 是 要 补 齐 服
务 短 板 ， 提 升 硬 件 品 质 ， 更 要 彰 显
地 方 特 色 ， 实 现 差 异 化 发 展 ， 有 效
盘 活 基 层 博 物 馆 资 源 ， 破 解 各 类 博
物馆“冷热不均”的现状。

尽 管 中 小 型 博 物 馆 在 规 模 属
性 、 藏 品 基 础 、 人 才 队 伍 、 综 合
影 响 力 等 方 面 都 与 市 级 博 物 馆 存
在 较 大 差 距 ， 但 它 们 在 唤 起 乡 土
记 忆 、 贴 近 百 姓 生 活 等 方 面 具 有
独 特 优 势 。 中 小 博 物 馆 主 题 类 型
多 样 ， 是 见 证 文 明 多 元 一 体 格 局
与 历 史 发 展 、 各 行 各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窗 口 ， 也 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
特色文化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

从高冷到受捧，博物馆热如何“保温”
本报记者 赵永宏

本 报 讯 （记 者 赵 永 宏 赵 小
霞） 近 日 ， 应 美 国 纽 约 罗 切 斯
特 大 学 、 美 国 满 煜 国 际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公 司 的 邀 请 ，“ 龙 腾 九 洲
—— 孙 文 佳 师 生 书 画 作 品 国 际
交 流 展 ” 首 展 在 美 国 罗 切 斯 特
大 学 西 蒙 商 学 院 会 展 中 心 举
行 。 我 市 青 年 书 法 家 杨 晓 梅 、 穆
瑤 、 杨 惠 鈞 、 郭 志 帧 书 法 作 品 入
展 。

孙 文 佳 ， 1970 年 生 ， 毕 业 于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首 届 书 法 研 究 生
班 ， 师 从 我 国 著 名 书 法 家 、 中 国
艺 术 研 究 院 书 法 博 士 生 导 师 张
荣 庆 先 生 。 现 为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书 法 培 训 中 心 专 职 教 授 ； 中
国 书 法 家 协 会 “ 翰 墨 薪 传 工
程 ” 首 批 专 家 团 成 员 ；“ 翰 墨 薪
传 工 程 ” 系 列 教 材 编 写 委 员 会
成 员 ； 中 国 楷 书 艺 术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 我 市 青 年 书 法 家 杨 晓
梅 、 穆 瑶 、 杨 惠 钧 、 郭 志 帧 均
向 孙 文 佳 学 习 书 法 多 年 。 其
中 ， 杨 晓 梅 、 穆 瑶 、 杨 惠 钧 一
家 两 代 潜 心 习 书 ， 出 版 《书 法 作
品 集 》， 在 市 图 书 馆 举 行 个 人 作
品 展 ， 受 到 市 民 称 赞 。“ 90 后 ”
书 法 家 郭 志 帧 出 身 于 阳 高 县 农
村 ， 自 幼 喜 欢 书 法 ， 大 学 毕 业 后
供 职 北 京 某 企 业 ， 于 业 余 时 间 坚
持 书 法 创 作 十 几 年 。 他 们 在 成 为
孙 文 佳 学 生 之 后 ， 不 仅 在 书 法 领
域 刻 苦 钻 研 ， 更 在 书 品 艺 德 方 面
虚 心 向 孙 文 佳 求 教 ， 获 益 良 多 。

此 次 参 与 “ 龙 腾 九 洲 —— 孙 文 佳
师 生 书 画 作 品 国 际 交 流 展 ”， 是
孙 文 佳 精 心 选 拔 的 上 乘 力 作 ， 代
表 他 们 创 作 的 优 秀 成 果 。

“ 龙 腾 九 洲 —— 孙 文 佳 师 生 书
画 作 品 国 际 交 流 展 ” 共 展 出 孙 文
佳 师 生 作 品 百 余 幅 ， 涵 盖 篆 书 、
隶 书 、 草 书 、 行 书 、 楷 书 等 多 种
书 体 。 每 一 种 书 体 都 展 现 了 中 国
书 法 的 独 特 魅 力 。 此 外 ， 展 览 特
设 了 “ 福 ” 墙 ， 由 来 自 全 球 小 朋
友 书 写 的 “ 福 ” 字 组 成 ， 寓 意 着
跨 越 国 界 的 龙 年 祝 福 。 展 厅 还 增
设 了 数 个 工 作 坊 ， 来 自 不 同 国 度
的 学 生 挥 毫 泼 墨 ， 体 验 中 国 书 法
的 艺 术 魅 力 。 展 览 吸 引 了 众 多 国
际 学 者 、 学 生 和 书 法 爱 好 者 约 上
千 人 参 观 。

据 悉 ， 首 展 结 束 后 ， 将 陆 续
在 美 国 纽 约 图 书 馆 、 加 拿 大 温 哥
华 美 术 馆 以 及 瑞 士 、 澳 洲 等 地巡
回展出。

我市四位青年书法家作品荣登国际展厅

人物画中的意蕴与幽默
——浅析清代画家俞礼作品《三驼图》

卢蕾

清代画家俞礼《三驼图》

图为山西大同大学美术学院青年教师张敏在市雕塑博物
馆作版画艺术讲座。

《三驼图》 题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