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个朋友，去一位老中医家看
病，那位老中医家有一个帽筒——帽筒
古时候是用来放帽子的，筒子里头还能
放杂件。以前的男性，戴帽子是很郑重
的，所以回家把帽子脱下来，也会郑重
放在帽筒上，这是对自己的尊重。

朋友跑来跟我说：“哎呀，那位老
中医家有个帽筒，上面还画了个美人，
特别好看，你快去看看。”说完一副欲
言又止的样子。原来是，他觉得帽筒
本身其实没多大意思，倒是发现了帽
筒里头一幅画有点样子，他也懂一点
书法，却掐不准价值，老中医许他四
百，他不敢要。

我就带了八百块钱跟着他到了老
中医家里。老中医把画一打开，哎呀，
大发了。为什么大发了呢？这是一幅
《鸿雁图》，上面一只大雁，下面一丛秋
菊，秋菊脚下一块石。意境不要太好。
谁画的呢？张熊。

晚清“沪上三熊”，朱熊、任熊、张
熊，名扬天下，海派大名家。其中，任熊
以人物画享誉沪上，朱熊和张熊以花卉

著称于世。
老中医跟我要六百块钱，我说好，

成交，价格都没还，直接卷走。
走到家还晕乎乎的——我收了一

张张熊的画！张熊的画是什么概念
啊？掐指算算，得是好几万到手了，我
高兴得不得了。

回到家，我又把这幅画挂在床头，
白天看，晚上看，越看越喜欢，觉得比三
星图还好。我盘算着，等把这幅画出
手，我就到镇上买个小门面房。那会儿
盐城房价便宜，两三万就能买个门面。

呀，真是高兴得不得了。
中国有句俗语，叫富不露财，真是

太对了！
我看了一个礼拜，还不知道把这幅

画收起来。哪里晓得，那位中医老先
生，竟然后悔了。不仅如此，他带着我
们的乡领导，还有我那位朋友，一起跑
到我家来，过来就求我：“小茆啊，你行
行好，把画还给我吧。我老头子，还你
一千八百。”

致富后的徽商在家乡大兴土木，
营祠建房，墟落处处，亭台楼阁遍地。
由于徽商多为儒商，重教化，讲人伦，
善与仕交往，他们的处世哲学、人生追
求便通过楹联、字画、古玩、家具等展
陈在建筑空间中。徽州人积攒资本打
造宜人居室时，调动当地各类文化资
源，如徽州民居的厅堂，这里是生活起
居、聚亲待客之处，也是注重文采、着
意陈设之所。厅堂内正壁上常高悬匾
额，下挂字画或祖容绣像，贴壁摆一张
长桌，两侧则设茶几、座椅，侧壁房柱
上贴有楹联，内涵丰富且有装饰作用，
于主于客都是一种高雅的享受。艺术
品除了营造出舒适优雅的家居环境，
增强视觉审美愉悦以外，在宣传儒家
思想方面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成
为儒家文化教化的一种符号。

贾而好儒的徽商一旦有了自己的
收藏，便充分利用这些收藏来充实自
己，提高自己。有的藏书后竟弃商考
科举做了官。歙县商人程晋芳在扬州
业盐，他是个“书痴”，酷爱藏书。自称
从十三四岁起就千方百计搜求异书。
他四十岁时，去参加科举考试后终于
中了进士，被授为翰林院编修，与纪
晓岚一起编《四库全书》。他“积三十
年而有书三万余卷”，藏书楼庭前杂
栽桂树，据《尔雅》，室之东隅曰“宧”，
故 他 把 自 己 的 藏 书 楼 命 名 为“ 桂
宧”。有的藏画成为画家，如孙灏，性
古雅，家蓄古人名画极富，交游皆一
时名士。他从古人名画中充分汲取
营养，因此诗画极工。有的藏印成为
篆刻家，并有不少著作问世。西泠印
社所纂《金石家小记》云：“汪讱庵自号
印癖先生，乔寓杭州，家有‘开万楼’，
藏书数千种。尤酷嗜印章，搜罗自周、
秦迄元、明印，至数万钮。尝于巨珠上
刻作篆文，以备诸品所未备。……著
有《集古印存》《飞鸿堂印谱》《汉铜印
丛》《锦囊印林》及其它各谱，《续印人
传》八卷。”

书画艺术的提高要观摩前人的书
画作品，从前人画作中汲取营养，这是
画家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海阳四家
之一的休宁查士标，“家多古铜器及宋
元人真迹，书法华亭（董其昌），画初学
倪高士（倪云林），后参以梅花道人、董
文敏”，后人评价他的画作“真窥元人之
奥”，这与他从元人画作中汲取丰富的
营养是分不开的。新安画派代表人物
渐江“闻晋唐宋元名迹，必谋一见”，认
真摹写研读。渐江与徽商吴伯炎友好，
常在吴家赏阅古代大师的作品。吴家
藏有元代画家倪云林的《幽涧寒松图》
《东冈草堂图》等，渐江见后如获至宝，
研读达数月之久，境界大大提高。新安
画派是以徽州籍画家为主体，以黄山、
白岳及徽州山水为主要创作题材，画论
上提倡画家的人品和气节，画风崇尚清
逸简淡，意境追求幽远冷峻的画坛流
派。那些注重操守品行和乡情观念的
徽商，不论是从自己的人生信仰或家乡
情谊来说，自然都更希望新安画派能够
得到世人的欣赏和推崇。他们不惜重
金竞相购买“遗民图”，也以能够邀请到
遗民画家作客厅堂为荣耀，尽力抬高新
安画家的声誉和身价。据张庚《国朝画
征录》记载，查士标名望较高后，求其书
画者往往“车马填门”，一些人即使“拥
高资”，也常常“冀一见而不可得，三顾
两瞻终不笔”，有人甚至带上被褥在他
家附近住上半年，还是难以得到他一张
画，仅此也可窥见新安画派名家作品受
欢迎程度之一斑。

人称“扬州二马”的祁门商人马曰
琯、马曰璐兄弟建有小玲珑山馆，藏书
几万卷，一些著名学者如全祖望、符
曾、厉鹗、金农、陶沿藻、陈撰等就成了
常住客，名流宴咏，殆无虚日。厉鹗在
这里居住多年，博览群书，专心著作，
写成了《宋诗纪事》百卷巨著，还有《南
宋画院录》《辽史拾遗》《东城杂记》诸
书，因而成名。清代著名诗人袁枚称
颂小玲珑山馆：“横陈图史常千架，供

养文人过一生。”乾隆年间，歙县郑村
西溪儒商汪梧凤家中的不疏园，成为
徽派朴学习研交流中心。“扬州学派”
代表之一的汪中《述学》中有《故贡生
汪君墓志铭》，述其行谊，大意是：江
永、戴震初崛起于乡里，性孤介，少所
合，而地僻陋，无从得书，梧凤独礼而
延至其家，饮食供具惟所欲，又斥千金
置书，益召好学之士，日夜诵习讲贯其
中，久者十数年，近者七八年、四五年，
业成散去，而古学于是大明，其左右而
成之者，梧凤与有为焉。当时自江、戴
外，汪梧凤所与游处者，皆皖中绩学之
士，如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
榜等。不疏园为徽派朴学的摇篮与发
祥地，汪氏自然功不可没。

徽商的收藏促进了文化的传播，
这突出表现在刻书上。当时文化传播
主要是通过书籍载体而实现的，徽商
在这方面的贡献很大。清代歙县徽
商鲍廷博是一位藏书家，后定居桐乡
青镇(今乌镇)杨树湾，设“知不足斋”，
将家藏善本刊成《知不足斋丛书》30
集。歙县徽商吴梦龄，侨寓江都。家
世好藏典籍，多至数十万卷。又聚中
晚唐人诗集得二百许家，半为宋库遗
钞 ，人 不 轻 见 。 康 熙 年 间 政 府 校 刊
《全唐诗》于扬州，遇有遗缺者，就到
其家借录副本，多取资焉。清代收藏
家鲍漱芳收藏了唐宋元明诸多名家，
如唐勾本王羲之《兰亭集序》、李邕书

《出师表》、苏东坡诗、米芾小楷、赵孟
頫书《老子》等书法 40 余件，重金延请
扬州名匠党锡龄等精雕细刻，从嘉庆
二年（1797）到道光四年（1824），历经
2 代、28 个春秋，终成“安素轩石刻”，
共 300 多方。乾隆三十七年（1772），
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诏求天下遗
书，总得 3503 种。马曰琯之子马振伯
代为进献藏书 776 种，鲍廷博以家藏
精本 626 种进献，汪启淑振绮堂进呈
善本 600 种。当时全国私人进呈书籍
最多的共四家，其中三家为徽州人，马
家为全国之首。

古代和近现代徽州人的收藏保存
了大量传统文化中的瑰宝。那些古籍
善本、法帖名画、玉器古玩等，都是极
其珍贵的历史文物。徽州被誉为“文
物之海”，也得益于当年徽商的收藏。
进入新时代，黄山人继续保持着收藏
的优良传统。民国以来的徽州书画名
家，如黄宾虹、汪律本、许承尧、汪采
白、张翰飞、吴杏芬、程璋、汪琨、王村
鸥、汪慎生等人的作品深受藏家喜爱，
现当代徽州名家汪勖予、鲍二溪、江兆
申、张君逸、汪声远、许士骐、吴皖生、
程啸天、黄澍、胡华令、朱松发等人的
作品也为藏家竞相购买，徽墨、歙砚、
木雕、竹雕、万安罗盘、漆器等非遗艺
术品也逐渐走进黄山人的收藏视野，
进一步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
新安艺术，推动新黄山美术创新发展。

□ 盛学峰

□ 吴鑫基

中国天眼 硕果累累（下）

【科技长廊】

1950 年，英国建造 76 米射电望远
镜时，设计的最短观测波长是 1 米，这
是当时的技术水平可以做到的。1951
年，美国天文学家发现银河 21 厘米氢
原子谱线，马上成为热门观测课题，使
英国很难堪。

中国天眼的灵敏度最高，又配备了
19 波 束 接 收 机 ，覆 盖 1.05GHz-1.45
GHz 频段，可以对多目标同时观测，也
可以观测不同红移的中性氢谱线。6
年来，进展顺利，捷报频传。

第一个捷报来自南京大学天文学
院，邱科平教授团队基于“中国天眼”的
观测数据，在距离银河系中心 7万多光
年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长度达 1.63万
光年多的中性氢结构，其宽度有 675光
年，遂将其命名为“香蒲”。同时还发现
了外盾牌-半人马臂的延伸部分。“香
蒲”的总长度远超已发现的巨纤维结
构，与其他旋臂没有交接，认为是发现
一条新的旋臂。

银河系的中性氢观测研究历史悠

久，20 世纪 50 年代初荷兰的奥尔特
（Jan Oort）观测这条谱线发现了银河
星系的 4条旋臂，进一步证实银河系自
转的存在，对银河系结构的研究做出了
杰出的贡献。

第二个好消息来自国家天文台韩
金林研究员团队，他们在搜寻脉冲星的
同时，同步记录了中性氢谱线数据和氢
复合线的数据。也就是进行了中性氢
和氢原子复合线的巡天。中性氢被电
离形成质子和自由电子，自由电子与质
子碰撞又会形成中性氢原子，称为复
合。复合后的电子可能处在比较高的
能级上，跃迁后可以形成多条射电复合
线。他们探测了银经 33度至 55度、银
纬±2 度之间共 88 平方度天区的中性
氢原子气体的天空分布图，以及观测了
几条氢原子射电复合线。成为国际上
迄今为止灵敏度最高的氢原子气体探
测和射电复合线巡天，展示出氢原子气
体分布前所未有的细节特征，以及电离
气体的分布情况。

第三个好消息来自中科院南美天
文中心，他们与智利瓦尔帕莱索大学合
作，应用中国天眼成功探测到 3个星系
的中性氢发射线，曝光时间仅用了 5分
钟。通过中性氢和一氧化碳这两种物
质的谱线速度和流量分布，估算出不同
半径处星系的质量。由此发现星系中
存在大量的暗物质及其分布。这项研
究发表在 2022 年 6 月 29 日《天文学与
天体物理学快报》杂志上。

第四条好消息是来自庆道冲、李菂
领导的国际合作团队。他们利用中国
天眼首次获得原恒星核包层中的谱线
分裂现象，利用自己创造的中性氢窄线
自吸收方法，进行磁场的测量。应用塞
曼效应测量磁场虽然是惯常的方法，但
是要测量星际介质从冷中性气体到原
恒星核具有连贯性的磁场结构却十分
困难。他们的论文给出了异于标准模
型预测的结果，为解决恒星形成三大经
典问题之一的“磁通量问题”提供了重
要的观测证据。该论文于 2022年 1 月

在《自然》杂志以封面文章形式正式发
表。

第五条好消息来自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徐聪领导的国际团队发现了一个
尺度约为 200 万光年的巨大原子气体
结构，位于著名致密星系群“斯蒂芬五
重星系”附近，比银河系大 20 倍，是迄
今为止在宇宙中探测到的最大的原子
气体结构。该成果于 2022 年 10 月 19
日在《自然》杂志发表。此前，其他国家
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在这个星系群区域
观测过多次，都没有发现这个巨大的中
性 氢 云 。 2021 年 秋 天 ，他 们 只 用 了
22.4 个小时就完成了这一天区 304 个
位置的射电观测，成功探测到这“朵”巨
大而稀薄的氢原子气体云。

21厘米的观测非常重要。它是研
究我们的宇宙的最有力手段之一。宇
宙中氢元素最多，约占三分之二。有学
者用瑞士奶酪来比喻宇宙演化形成星
系的再电离过程，奶酪中的空洞代表电
离氢，呈一个泡状结构，那里的温度比
较高、密度比较大。当然中性氢依然存
在，成为星系结构的一部分。周围的区
域全是中性氢，随着宇宙的演化，泡状
结构会越来越多，每个泡会越来越大。
但是，宇宙早期的中性氢区还会有很
多，它们的温度奇低，观测难度很大。

最大的困难是来自天体的辐射，譬
如说，来自银河系中心、河外射电星系
的信号就很强，要比宇宙早期的 21 厘
米辐射强度高出几百到几千倍。这种
污染很难剔除。中国天眼也解决不了，
只能等待灵敏度更高的平方公里阵列
射电望远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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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天地】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立
足于国家脱贫攻坚的重要工作，《县委
大院》的播出给予了脱贫攻坚更大的群
众力量。在弘扬主旋律、传承艰苦奋斗
精神的同时，《县委大院》的播出为更好
地传播正能量做出了示范。随着社会
发展与时代进步，网络媒体的作用越来
越重要，在《县委大院》播出以后，有很
多知名博主、专家学者、评论员等都为
此撰写了评论文章，与此同时，网友们
也是好评如潮，经过网站的转载和转
发，形成了覆盖全网的正面信息流瀑，
有效引领了网上的舆论热潮，在互联网
舆论传播的主阵地，借助网络的力量，
引导了“最美县委大院”的舆论正能量。

今年年初，我跟随着网友们一起看
了《县委大院》这部剧，有很深的感触。
《县委大院》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同时又
严格把握了政策方向，以脱贫攻坚作为
主题，表达了足够的时代共鸣，无论是
从政府、媒体还是从普通社会群众的角
度出发，都具有较大的传播价值，在唱
响时代主旋律、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
化的同时，也给予了政府、新闻媒体以
及社会群众脱贫攻坚的启示。在书记、
县长的带领下，广大人民群众维护了自
身利益，光明县在他们的领导下也朝着
更积极向上的方向前进，这样的领导班
子具有很强的领导作用，好的领导才能
更好地发挥群众力量。光明县正因为
有这样好的领导班子，才使它发展得越
来越好，在经济、政治、社会、环境以及
人民的生活层面上都能深入群众身边
去了解群众的呼声，更好地为人民服
务。这一系列的行为不仅体现了领导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信念，也能让
群众感受到领导就在身边的温暖，在党
员的带领下，使当地脱贫攻坚的脚步更
加坚定。

《县委大院》这部剧体现了政府以

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同时展示政
府官员要清正廉洁，做好人民的公仆。
剧中与寒酸破败的县委大院建筑相对
应的是良好的市政设施、漂亮的学校、
设施齐全的医院、宽敞的市民广场，在

“最美县委大院”赞誉的背后是几代共
产党人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的生动体
现。与此同时，《县委大院》表现出党和
政府的积极形象，对那些贪污腐败的政
府官员们也给予了深刻的警醒。

从媒体层面来说，《县委大院》立足
于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过
媒体架构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桥梁，展
示了新闻媒体在新时代的特点和作
用。《县委大院》中，记者们深入基层，用
镜头捕捉细节，用真挚的情感和细腻的
笔触，打动和感染了广大人民群众，将
党和国家的力量深入人心，运用新闻媒
体的力量，更多更好地表达群众的观
点，走群众路线，推动群众生产生活健
康发展。新闻媒体将真正的好新闻立
足于百姓群众当中，做好党和政府与人
民群众的“连心桥”，通过县委大院里一
幅幅真实的画面，拉近了党员干部与群
众之间的距离，让群众看到了一大批为
老百姓做实事的好干部，就像毛泽东同
志所说的一样，“日子好过了，艰苦奋斗
的精神不要丢了。”

对于党员干部尤其广大扶贫干部
来说，通过观看学习《县委大院》，深入
基层，要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
召，俯下身子走进群众，争做扶贫路上
的实践者，坚信“群众之事无小事，分毫
不差得始终”，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
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还需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使其与乡村振兴工作有效
衔接，进一步推动脱贫摘帽地区乡村全
面振兴，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打下坚实基础。

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必巨
——《县委大院》观后感

□ 臧良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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