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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图书馆副主任、副研究馆员

陈才介绍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数十部宋元

古籍，有写本、刻本、拓本三种版本类型。这

些古籍多为至精至美的稀见善本，甚至孤本，

兼具版本文献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和艺术审

美价值。

展览名使用了以欧阳询楷书“欧体”，以

方为主，点画劲挺，既欹侧险峻，又严谨工整，

这也是宋元古籍通常采用的一种字体。宋元

时期是中国古籍发展史上的“黄金阶段”，这

一时期造纸术已进入成熟阶段，制墨术则步

入转型期，印刷术趋于完善，因此这一时期的

古籍载体以纸张为主，装帧方式十分丰富，有

卷子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装帧形式，

采用手书传抄、雕版刷印和刻石拓印等制作

方式。无论字体、版面、装帧，宋元古籍都体

现出了艺术之美，因而也成为历代藏家的箧

中珍宝。在考古界和收藏界素有

“一页宋版一两金”

的说法。此次展览正是以其制作方式为序。

展出的《王文公文集》一百卷《目录》二

卷，是现存最早的王安石文集，为南宋龙舒郡

斋刻公文纸印本，由王南屏、房淑嫣捐赠，系

海内孤本。公文纸印本，即利用废弃的公文

纸背来印刷的印本，上博所藏的这部《王文公

文集》部分书背存宋人书札及公文。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此次展出的《范文正公集》，正翻到流传甚广

的北宋范仲淹名篇《岳阳楼记》那页。《范文正

公集》是元天历元年（1328）范氏褒贤世家家

塾岁寒堂刻本。这一版《范文正公集》从字体

风格来看是元代印刷的。一旁展出的元后至

元三年（1337）范氏寒堂刻本《文正公

尺牍》，收录范仲淹所写的家

书和交游尺牍，此本字体方整，尚未受到赵孟

頫体遒媚飘逸风格的影响。内容包括了范仲

淹和滕子京的书信以及范仲淹为滕子京撰写

的“墓志铭”。

曾为吴湖帆梅景书屋旧藏的《梅花喜神

谱》由（宋）宋伯仁辑，南宋景定二年（1261）金

华双桂堂刻本。《梅花喜神谱》二卷，按梅花生

长的八个阶段，刊刻不同姿态的梅花图百幅，

每幅图配题名和五言诗一首。吴湖帆重裱改

为经折装，请时人赋诗填词并绘梅花图五幅，

系孤本。

安思远旧藏《淳化阁帖》成为整场特展的

压轴展品。这部让启功先生慨叹“不见真本

不瞑目”的“法帖之冠”，

曾漂泊海外，为著名藏家安思远所藏。时隔

20年，又在上海博物馆二楼展厅展出。这部

北宋淳化三年（992）刻版宋拓本，被称为“最

善本”，目前仅存四卷（卷四、六至八）。其中

卷六为南宋《淳化阁帖》“泉州本”的北宋祖

本，卷四、七、八是存世仅有的祖刻原石拓

本。王铎、安岐、吴荣光等题签，王淮等题跋，

褚德彝等题识。

本次特展中，《仪礼图》《监本附音春秋谷

梁注疏》等儒学典籍，《妙法莲华经》《宝箧印

陀罗尼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佛学典籍，

《分类补注李太白诗》《杜工部草堂诗笺》《王

文公文集》《梅花喜神谱》等文艺典籍，以及众

多海内外闻名的金石典籍、史学典籍，呈现了

宋元时期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面貌。

展览期间，上海博物馆将为公众奉上系

列学术讲座、社会大美育课堂、学生工作坊等

丰富、精彩的活动。展期将从2023年5月16

日持续至8月13日。

本报记者 乐梦融

最近，“波提切利”成为上海文

化活动中的一个高频名字。“从波提

切利到梵高：英国国家美术馆珍藏

展”在上海博物馆刚刚落幕，正在上

海东一美术馆展出的来自乌菲齐美

术馆的“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主题

展，同样人气火爆，证明了这位艺术

家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地位。

波提切利的艺术有着与众不同

的鲜明特点，那就是明丽淡雅的色

彩、流畅轻灵的线条，以及细润而恬

淡的诗意风格。波提切利特别善于

画女性，他笔下的女性有着极强的

“辨识度”，在我看来，可以总结为“三

长”——修长优雅的体型、椭圆略长

的脸庞、长长的天鹅般的脖颈，还有

精致的五官，以及略带忧郁的眼神。

此次“波提切利与文艺复兴”大

展共展出10件波提切利的原作，包

括《三博士朝圣》《女神帕拉斯 ·雅典

娜与半人马》等。《维纳斯的诞生》和

《春》（见右上图）是美术史上的两幅

表达爱和人性之美的杰作。由于两

幅名作不能离境，所以，此次由乌菲

齐美术馆独家授权的同尺幅复刻，

来到上海。据介绍，馆方先对原作

拍摄了 1500张

照片，然后由高

水准的专业公司

进行复制，之后

再由艺术家用波

提切利时代的蛋

彩进行描绘，甚

至在描摹树叶和

头发时用到了

999金粉，笔触清

晰可见，整个复

刻过程非常严

谨，可谓惟妙惟

肖，独具匠心。

我曾经在佛

罗伦萨的乌菲齐

美术馆看到过两

幅原作，由于是镇馆之宝，所以人气

最旺，很难近距离长时间观看。但这

一次在东一美术馆看到的复刻作品，

与原作几乎无二，而且观看效果可能

更佳。在两件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

到波提切利所独创的“晕涂法”带来

的柔和、大气的效果，这些效果也赋

予他笔下的人物更多梦幻色彩。

这两幅作品均为神话题材。《维

纳斯的诞生》表现的是女神维纳斯

从大海中诞生的场景。女神体态优

雅，金发飘飘，完美的脸庞却有一丝

迷惘。同样，在色调更为明丽灿烂

的《春》中，大自然繁花似锦，生机无

限，但维纳斯和美惠三女神却不见

欢笑，高贵宁静中有几许感伤。

波提切利笔下的女性，为何有

一种淡淡的忧郁？那是因为十五世

纪的意大利，新

世界的曙光虽

然已经显现，中

世纪的阴影还

迟 迟 不 愿 消

退。波提切利

是人文主义的

拥护者，他用画

笔讴歌人性的

觉醒，赞美人这

一世间最伟大

的创造。但是，

生活并不是一

杯甜酒，或是因

为对黑暗的中

世纪心有余悸，

或是对文艺复

兴的春天的担忧，突出的社会矛盾

也使波提切利的思想发生动摇，因

此后期的波提切利的艺术中又多了

些对宗教的虔诚。

波提切利的作品是当时委托人

美第奇家族的“艺术审美之标”，也

成为后来数百年来美的典范。在此

次大展中，观众可以深刻领略“艺术

审美之标”的魅力。

除了著名的波提切利之外，这

个大展中的每一幅作品，都值得细

细品味。如有一幅佩鲁吉诺的小型

油画《抹大拉的圣玛丽亚》，画中的

女性非常娴静、柔美。但看着看着，

忽然觉得有些眼熟，这不是拉斐尔

的《圣塞巴斯蒂安》吗？尽管《圣塞

巴斯蒂安》的背景更为丰富，尽管塞

巴斯蒂安是男性，但是，从构图到脸

型、五官，甚至表情，和《抹大拉的圣

玛丽亚》几乎一模一样！佩鲁吉诺

是拉斐尔的老师，看来，拉斐尔“偷

师”倒也挺不客气的。

还有一幅大型油画《围猎大

象》，作者标注：佚名（耶罗尼米斯 ·

博斯的模仿者），画的是一些人和生

物拿着各种武器在围猎中央的大

象，风格有些怪诞、暗黑，地上还有

一些长着人脸的丑陋怪物。展厅里

的作品大都是宗教、神话题材，或是

肖像画，这幅作品显得与众不同。

实际上，它想表现的也是社会与宗

教的对撞，采用了象征、荒诞的手法

进行表现。可见文艺复兴时期，艺

术家的创作同样题材丰富，表达多

元，多姿多彩。

王羲之、范仲淹、王安石都来了
“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展”下周开展

“玉楮流芳——上海博物馆藏宋元古籍
展”将于2023年5月16日起举办，包括安思
远旧藏《淳化阁帖》、梅景书屋旧藏《梅花喜
神谱》以及《杜工部草堂诗笺》《王文公文集》
等珍贵文艺典籍悉数亮相。展名之中的“玉
楮”，即纸的美称。

波提切利的忧郁，你看到了吗
邵宁

文正公尺牍

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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