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百家论坛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肖丽娟 总检：尹一冰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近出何维朴所绘条幅《白水胜境》
图，为私人所藏，此前未见文献收录。何
维朴（1844—1925），何绍基之孙，字诗
孙（一作诗荪），道县人，精书画。

图天头右起：“白水胜境。诗孙世兄
大作。魏源耑。”耑，同端，即题端，指由
名家题写在册页开头的文字。天头居
中，为湘军将领刘蓉所题“气韵如龙”。
左为魏源跋：“吾邑白水洞，系湘中胜
景。昔每游之，辄叹水自天落，而东行入
海，私意颇欲一探海外之奇，此即吾纂

《海国图志》之缘起也。今诗孙世兄以昔
所写白水洞小景为视，足当卧游，因识
数语。邵阳魏源于武林。时病腕方剧，尊
名讳竟连格而书，吾老□（当为“病”字）
之甚也。”白水洞，为邵阳名胜，在今新
邵县严塘镇。武林，即杭州。

地脚为左宗棠次兄左宗植隶书所
题“如见故国”及落款。故国即家园。湘
阴亦有白水洞，左宗棠曾诛茅筑屋，隐
居于此。

咸丰六年（1856）春，魏源在高邮。
秋，移居杭州，暂住僧舍，避世潜修。次
年三月初一，卒于杭州僧舍。李瑚先生

《魏源诗文系年》载此间魏源诗文，仅咸
丰六年春作《与周诒朴书》。给人印象，

《与周诒朴书》似是魏源的最后文字。魏
耆《邵阳魏府君事略》载，魏源在咸丰七
年（1857）的二月曾“偶感微疾”，十天后
恢复。图中，魏源跋称居杭州且自言老
病，故而有研究者认为，图中魏源所题
文字才是其“绝笔”，而时间正在咸丰七
年的二月病后。

但魏源居杭州后，发病并非仅此一
回。咸丰六年，士子陆心源、谭献先后到
杭州拜访魏源。陆心源在《魏刺史文集
序》中回忆说，“时先生方患病，委顿甚”。
谭献在其日记中说，魏源“病聋不能深
谈”。这时候的魏源到了晚年，体衰多病
已是常态。因而，从《白水胜境》图跋中魏
源自称“病腕方剧”或“老病”，而断其作
于咸丰七年二月的说法缺乏依据。

魏源与何绍基为挚友，故尊称何维
朴为世兄。题跋时，魏源手腕犯病正剧
烈，在书写何维朴名讳时，忘了空格或
另起行以示尊重，故自叹年老衰病之
甚。魏源题端和题跋，落款均未钤有其
姓名字号印，而为闲章（当是何维朴本
人所补）；又两段款识为楷书，用笔凝
滞、迟涩，点画拘谨，结体随意、松散，皆
足见魏源老病之态。其实，魏源在移居

杭州前，就有因病手腕无力而致书写潦
草难以辨认之事。周诒朴《原刻净土四
经叙》称，咸丰六年春，他接到魏源从高
邮寄来的手抄四经，底本为魏源病中所
录，“颇有鱼豕之讹”。周诒朴，湘潭人，
安化陶澍女婿，曾官两淮盐大使，佛教
学者，与魏源为多年挚友。

魏源咸丰六年秋居杭州，除了写定
《元史新编》以外，很少与朋友往来。《邵
阳魏府君事略》亦载：“游杭州，寄寓僧
舍，闭目澄心，危坐如山，客至亦不纳，
即门生至戚，接二三语，便寂对若忘。”
这时候常到他住处的只有何绍祺（时在
浙江任粮储道）和金安清。何绍祺，何绍
基之弟，与魏源为“少年交”。该年秋，魏
源在杭州参加了由金安清约集的湖舫
延秋会，参加者还有何绍祺、谭祖同、孙
义钧和许乃钊。事后，金安清特请因病
未能参加的山水画大家戴熙画了一幅

《湖舫延秋图》。该图有何绍基诗注：“客
为魏默深……及吾弟子敬（即何绍祺），
各携金石书画同赏。”这段时间，前来拜
访魏源的还有前面提到过的陆心源和
谭献。到咸丰七年三月初一，金安清拜
访，魏源与之交谈甚久。后入室凝坐，

“至酉刻，嗒然而逝”。
从以上所记魏源到杭州之后的交

游来看，他为《白水胜境》图题端作跋的
时间不大可能发生在咸丰七年，因这时
的魏源已在弥留之际，身体状况已然很
差，且极少与友朋往来，而更可能是在
咸丰六年。可能在何绍祺某次拜访中，
也有可能是在金安清约集的那次“各携
金石书画同赏”的湖舫延秋会上。

《白水胜境》图所绘为湘中胜景白水
洞，又请魏源题写画名且跋，足见此画当
专为魏源而作，此画当由何绍祺带来。但
从跋语“今诗孙世兄以昔所写白水洞小景
为视”来看，又仿佛何维朴亲手所呈，即咸
丰六年何维朴或曾来杭州拜谒过魏源。

何 绍 基 之 子 何 庆 涵 ，咸 丰 八 年
（1858）举人，何维朴为其长子。咸丰六
年，何维朴才十几岁，父亲何庆涵还未中
举，他和父亲跟随在何绍基身边。而查何
绍基日记，咸丰六年未有他曾到过杭州
并与魏源见面的记录。李瑚《魏源事迹系
年》等亦未载该年两人曾有见面。

魏源去世后，何绍基避居杭州其弟
绍祺处，特为之手订遗集。何在魏源抄
本《古微堂诗集》的跋中却称：“丁巳（即
咸丰七年）十一月廿三日早，由邵伯入

六闸舟中阅毕。东望兴化，想到去年与
默兄时时相见，岂料今年遽作古人，怆
甚！怆甚！蝯叟记。”

兴化，即江苏兴化县。道光二十九
年（1849），魏源任兴化知县。咸丰三年
（1853），魏源任高邮知州，在太平军占
领扬州后，辞归兴化。这一年太平军进
攻长沙，何绍基一家避乱东下，曾至兴
化依魏源暂住。

据《何绍基年谱长编》，咸丰五年
（1855）四月，何绍基被免去四川学政；后
全家离蜀，于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
日至淮安，四月三日移居兴化，五月初曾
往泰州，二十二日又回兴化，七月初抵山
东济南。可见，何绍基携家人在兴化小住
过一段时间，所称在咸丰六年与魏源两
人“时时相见”，即发生在这一年的夏季。

此时的魏源已决心向佛。挚友相
见，当有所交心。白水洞，不止寄托怀乡
之情，还是他撰写《海国图志》的缘起，
具有特殊意义。此时何维朴在祖父身
边，正习书画，在戚友间已有声名。何绍
基便嘱嫡孙绘白水洞图，以遂魏源心
愿，此或是此画之缘起。

咸丰六年七月初，何绍基已抵山东
济南，应聘主讲济南泺源书院。《何绍基
年谱长编》载，何庆涵咸丰六年（1856）秋
到济南，何绍基作有排律《连夕与儿女孙
限韵作诗·持螯赏菊（丙辰）》。从诗标题

“赏菊”和诗句“要把重阳赏”来看，何庆
涵何维朴到济南的时间当在该年的九
月初。可见，何庆涵何维朴父子并未在六
月份跟随何绍基北上。因而从时间上看，
何维朴在画成后，携画去杭州拜访魏源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若是，便在咸丰六年
七八月间。这也是魏源题款的时间。

这样看来，在咸丰六年夏秋，魏源
和何维朴有所交往。李柏荣《魏默深师
友记》载，何氏一家，除了何绍基何绍祺
兄弟，“尚有维朴藏有默深遗著不少”。
何维朴所藏魏源遗著，或有一小部分即
为此段交往期间魏源所赠予。

嘉庆二十五年（1820），魏源全家从家
乡邵阳迁居扬州。到其晚年，在生命中的
最后阶段，他“卧游”白水洞，梦归故里。

◆史海钩沉

魏源与《白水胜境》图
阿旧

在我国古代，有一种以描摹实
物形状为基本方法造出来的文字，
称为象形文字。这种文字，既是字，
又似画，二者合而为一。在漫画创
作中，漫画家描绘某一物，其形状
又恰似另一物，于是形成了同一画
面上的两物重合。还有一些是物与
字（包括文字与数字）的重合。通过
这种重合，展现作品的寓意。漫画
创作的这种表现手法称为象形法。

著名漫画家陈跛子，由于长
期生活在农村，他的漫画，有关

“三农”的居多，且佳作迭出。让我
们看看其中的两幅。

在漫画《春回大地》中，他画
了一位农民正在开动抽水机抽
水，输送到田间的各条沟渠。仔细
一看，那纵横交错的沟渠，恰似一
个大写的“春”字。漫画展示：春天
来了，农民开始春耕、春种，春天
孕育着农民一年的希望。

说罢“春种”，我们再来看看
陈跛子是如何画“秋收”的。一块
场地（南方一般称为晒谷坪）上，
两排装满小麦的粮袋（粮袋上有

“小麦丰收”四个字）赫然入目。紧
挨着粮袋的上面，他以十分洗炼
的笔触，勾画出一条两端微翘的
弧线（象征一个人嘴巴的上唇）。
于是我们看到了那两排粮袋恰似
两排洁白的牙齿，农民的笑容跃
然纸上。这幅《农民的笑》，画出了

丰收后农民的喜悦。
为庆祝改革开放十周年，我

画了一幅题为《十年树木》的漫
画。画中一棵大树结出了累累硕
果。细细一看，硕果组成了“改革”
两个字，其寓意不言而喻：累累硕
果就是改革的成果。

有这样一幅漫画：两个人正
在为移植一棵大树培土浇水。而这
棵树的树冠恰似一幅中国地图。所
以，这幅漫画叫《绿荫满神州》。

还有一幅漫画，画了一只勺，
恰似一个“6”；后面又画了一只
碗，恰似一个“0”；下面加了恰似
两横的一双筷子。此作《六十分足
矣》，讽刺了固步自封，不求上进
的思想作风。

对一些纯幽默（不含褒贬）画
的创作，象形法也得到广泛的应
用。有这样一幅漫画，一家五口人
在电视机前看奥运专题节目。漫画
只画了五个人紧挨着的脑袋，恰似
奥运会的“五环”标志图案。还有一
幅漫画：一个人正在聚精会神地下
围棋，他那紧紧盯住棋盘的一黑一
白的眼神，恰似棋盘上的黑白棋
子。我曾经也画过一幅与此相似的
漫画：一家三口，父亲长着一口黑
牙，母亲长着一口白牙；他们的儿
子长有黑白两种牙，黑白相间，恰
似钢琴上的琴键。所以，这幅漫画
叫《儿子是位钢琴师》。

◆思想者营地

漫画创作中的“象形法”
李化球

牛轭，牛背犁耕地时架在脖子上的
器具，近似“U”形。此俚语是说，弯树
能长出笔直的枝杈，而树干笔直的树也
可能长出像牛轭一样弯曲的枝杈。常
用以比喻长相不好，或人品不端、或能
力低下的父母生养的子女却漂亮、正
直、能干，而父母长相标致、正直、能干，
生养的子女却难看，或人品不好，或能
力低下。此俚语告诫我们，要科学生
育，合理教育自己的后代。

“王起眼睛不认人”

王，有“大”之意，这里形容词动
用，是睁大的意思。此俚语是说，某人
把眼睛一瞪，就不顾念过去的旧情。
常用来指某人薄情寡义，稍不如意就

翻脸不念旧情。
有些人求你办事时，说尽你的好，

信誓旦旦会记恩。时过境迁，等你需要
他帮忙办一些事时，而这些事一旦有损
他个人的利益，哪怕一丁点，他就会暴跳
如雷，什么旧交，什么故友，全都是狗屁。

“为大不尊，为小作乱”

年纪大或辈分高的人不守礼仪，
做出一些与自己身份不相符的事情，
那么，你就得不到年纪小、辈分低的人

的敬重。进而，年纪小、辈分低的人会
效法你做出更加没有分寸的事情。此
俚语是说，作为尊长、作为领导，必须
以身作则，否则便不会受到人们的尊
重；小辈或下级存在有失礼仪或违法
乱纪的行为，尊长、领导就没有资格管
教。如果长辈们普遍地遵纪守法、与
人为善，并以此要求自己的晚辈们，晚
辈们就不太可能出刁钻古怪、违法乱
纪的人。

（许文华，武冈市作协会员）

◆俚语赏释

“弯树生直杈，直树生牛轭”（外二则）
许文华

1983年，我在《芙蓉》文学
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天边一钩
弯弯月》。之后，又在《湖南文学》
发表了《醉山》《蛊》等短篇小说。
正当身边的亲朋好友鼓励我写
出更多的中短篇小说时，我却突
然迷上了小小说，一写就是三十
多年，至今痴心不改。

那时候的小小说虽然还没
有形成大气候，但读者对小小说
的热爱，已使小小说这一小说家
族的小弟弟呈出现异军突起的
强大势头。那个时期的《邵阳日
报》“双清”副刊，经常发表小小
说，不但吸引了大量读者，而且
团结了一大批小小说作者。每当
一拿到有“双清”副刊的那期报
纸，我总是先读小小说，再读其
他作品，一篇都不拉下。读过那
些小小说后，我也有了写小小说
的冲动，一气写出了十多篇，但
又不敢贸然投稿。小小说虽然篇
幅短小，但真要写好很不容易，
我想写得好一点后再往外投。

1990年，《邵阳日报》举办
全市职工文学征文大赛。我写
了一篇叫《丑姐》的小小说，投
给“双清”副刊，没想到发表了，
还获得了三等奖。《丑姐》的发
表和获奖给了我极大的激励，
我对写小小说更着迷了，写好
后就投寄给《邵阳日报》。《邵阳
日报》的编辑老师，伍经建、刘
鹏、石擎岳、李日新、马笑泉、李
海燕、董燕等，都对我关爱有
加，倾心扶持。我投给他们的作
品，基本上都能发表。不能发表
的，就会给我回信，指出作品中
的不足，使我受益匪浅。由于老
师们的厚爱，我在《邵阳日报》
上发表了二百多篇小小说。这
些作品有的被《小说选刊》《小
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转
载，有的收入全国年度小小说
选本和其他小小说选集，有的
编入大中学生课外读物，有的
入选中学生月考中考模拟试
题，有的则获得全省报纸副刊

年度奖。
《邵阳日报》的老师不但给

我发表了大量作品，而且热心报
道我的文学成就，鼓励我在文学
创作上更上一层楼。伍经建老师
为我写了《隆回有条会吟的龙》

《呼之欲出见功力——浅谈龙
会吟小小说对人物的刻画》。《呼
之欲出见功力》一文在湖南省文
联《理论与创作》“新湘军”栏目
刊发。朱小琴、李丽新老师写了

《龙会吟：小说剧本皆有成》在
《邵阳晚报》发表。这些文章给了
我很大鼓舞，使我在文学创作的
道路上越走越有信心。

《邵阳日报》对我的培育之
恩，使我对《邵阳日报》充满了
热爱，一心希望她办出特色。
2005年，我给时任总编辑刘雄
成先生写了一封信，建议副刊
版增加古体诗词栏目，这样既
可以丰富副刊内容，活跃报纸
版面，还可以联络、吸引大批作
者，让喜欢古体诗词的作者有
用武之地。没想到我这一小小
建议，竟然得到了刘雄成先生
的高度重视。他给我写了回信，
说我的建议很好……不久，在
新一期“双清”副刊上，我果然
看到了新增加的古体诗词栏目

“古韵轩”。这个栏目一直延续
到今天，使我十分感动，也十分
喜欢。

现在，我已退休多年，且长
期客居异乡，但我对《邵阳日报》
的热爱一直没有改变，每天都要
在电脑里看一阵《邵阳日报》电
子版，“双清”“爱莲池”副刊版上
的作品更是一篇不拉下。读着新
老文友们那些文采斐然的作品，
我就想起《邵阳日报》对我的关
爱和培养，便在心中告诫自己，
不要放弃小小说创作，要把小小
说写好。

衷心祝愿《邵阳日报》越办
越好。

（龙会吟，隆回人，中国作
家协会会员）

《邵阳日报》使我迷上了小小说
龙会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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