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七”事变后，孙竹篱辗转来到绵阳，
随后在三台的东北大学从事美术教育。自此
开始了他与绵阳书画的不解之缘。

初来三台，孙竹篱夫人病逝，加之动
乱的时局，令他非常悲痛，常用诗画寄托
哀思。但彼时内迁三台的东北大学也让
他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在丁山、高亨、
陆侃如、冯沅君几位先生的指点下，孙竹
篱认识到应该由博学进到有重点、有专
攻，于是他舍弃山水、人物，专画泼墨荷
花、梅花和竹子。

在悠悠涪江之畔，孙竹篱的书画功力
突飞猛进，创作了
大量书画作品。“四
人帮”被粉碎后，孙
竹篱参加了绵阳地
区 美 术 创 作 学 习
班。当时正值夏秋
之交，他不顾年老
体弱，跋山涉水，先
后到德阳白马关、

广元朝天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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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书画创作提供了许多素材。
1982 年 3 月，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

会和绵阳地区文教局联合举办了“孙竹篱
画展”，展出了他近百幅国画作品。意趣高
雅、生机勃发的《古瓶梅花》、《映水桃枝》、

《秋荷群鸭》等许多画卷，引起了强烈反响。
当时四川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吕森赞扬他：

“像展开翅膀的凤凰，从偏僻的山林飞到繁
华的省城。”

1984年，绵阳书画院成立，孙竹篱成为
首任院长。后虽然居住在射洪，但他多次到
绵阳讲学、采风、画画，举办展览。

深入蜀地开启创作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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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不言而有言画不言而有言 诗非画而有画诗非画而有画
————涪水之畔忆竹篱涪水之畔忆竹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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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 品 }
近来民间对于张献忠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的
关注度颇高，市场上也有许
多人开始寻觅当时所铸的

“大顺”“西王赏功”钱币。
据记载，张献忠建立大

西政权后，年号“大顺”，此后
铸“大顺通宝”铜钱流通，字
体是楷书，有小平钱、折二钱
两种，钱的背面大多没有文
字，只有少部分背面有“户”
字或“工”字。

“大顺通宝”铜钱的存世
数量很多，属古钱币中的普
通品种，其价值不是很高，目
前背面没有文字的价格大约
为 100 元一枚，背面有文字
的售价稍高些，大约为 250
元一枚。

张献忠还铸有“西王赏
功”大钱，该钱为赏赐大西军
中有功将士所用，据传有金
银铜三个品种。钱的正面有

“西王赏功”四字楷书，字体
浑朴，笔画挺拔。该币制作极
其精美，存世数量极少，早年
曾传说为“孤品”。“西王赏
功”大钱现流传于世的只有
金、银两种材质的钱币，尚未

见铜钱。据悉，此次“江口沉
银”遗址出水的“西王赏功”
也只见金币和银币两种。

2011 年 ，曾 被 认 为 是
“孤品”的“西王赏功”金、银
币在中国嘉德上拍，金币成
交价为 230 万元，银币成交
价为 55.2 万元，轰动一时。
之后“西王赏功”钱币大热，
市场上出现了很多臆造品，
真 品 却 难 得 一 见 。时 隔 6
年，“西王赏功”大钱通过考
古发掘再次现身，从而掀起
热议。 （西安晚报）

“大顺”“西王赏功”
钱币价值几何

眼下，集邮网上交易越
来越普遍，集邮者购买时可
得多个心眼。

据业内人士介绍，网上
大量销售的打折邮票，是假
票“重灾区”。在淘宝搜索“邮
票”后发现，出售邮票的卖家
很多，面值 8 元的邮票只卖
1.89 元，面值 2 元的花 1.05
元就能买到。但仔细一翻评
价，类似“上当”、“受骗”、“假
货”等差评不在少数。

对于淘宝上众多不知真
假的打折票，一位邮商建议，
买家下单前可先上网搜索近
期行情价，低于行情价的，多
半都是假货。有业内人士支
招：下单前，可要求供货商在
供货清单上注明所购邮票的
编号、名称、数量、价格，特别
是邮票的流水编码。

据了解，各地的邮政管
理局并没有相关的机构或单
位提供鉴别邮票真假的服
务，目前只有中国邮票博物
馆才有资质鉴定邮票真伪。
相关人士建议有需要的集邮
爱好者，购买邮票前可以联
系集邮协会，咨询集邮专家
或集邮发烧友，听取他们的
意见，购买时，要多看买家的
评论，并索取正规发票。发现

买到假邮票后，可直接拨打
12315消费者权益保护热线
投诉、维权。

据专家介绍，鉴定邮票
真伪，可从印刷技术、纸张、
油墨、齿孔、背胶等方面辨
别，但较为贵重的邮票，建议
到权威机构去辨识真伪。据
介绍，我国邮票印刷使用的
都是专用纸张，不含增白剂
而且市面无售，赝品使用的
是普通纸张，通常含有增白
剂。因此，用紫光灯照射，专
用纸张没有荧光，赝品的纸
张往往发出荧光。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市
民，购买邮票要学会“三看”：
一看邮票齿印是否均匀整
齐；二看颜色，真邮票颜色光
亮深厚；三看邮票画面比例，
真邮票的画面在正中央。

除此之外，有些不法分
子为了牟取暴利，对一些品
相不好的纪念邮票进行了二
次加工，从而实现了以假乱
真的效果，并且这种假邮票
还有一个特点，比如现在市
场比较流行无齿轮的邮票，
很多商贩就会把邮票本身的
齿轮去掉，迷惑那些没有鉴
别经验的集邮爱好者。

（据大连日报）

网淘邮票当心遇李鬼

{ 鉴 宝 }
一袭俭素的布衣，一根旱烟袋，深深

的皱纹，满面天真和善的笑容……这是孙
竹篱留给后人最朴实而深刻的印象。虽离
世三十余载，但他的作品和音容笑貌依然
清晰可见。

孙竹篱（1906—1986年），原名守仁，其
父取“竹篱”为字，有竹篱茅舍、自甘淡泊之
意。名如其人，纵观孙竹篱一生，其品性如竹
篱雅舍淡然高洁，而对艺术孜孜以求的精神
更是让他在20世纪的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

孙竹篱生于河北滦河畔一个衰落的书
香家庭，父亲是前清末科秀才，爱好书画且
安贫乐道。自幼受家父影响，熟读《千家诗》、

《古今名人画稿》等名作。因为《千家诗》上有
很多插图，年幼的孙竹篱一边读诗，一边看
画，常常爱不释手，自此初步培养了对诗画
的兴趣。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北方军阀混战，孙
家家道中落，无力供孙竹篱读书了，年仅 17
岁的他便辍学在北平琉璃厂做画师。物质条

件的窘困没有中断孙竹篱的“书画路”，讨生
活的同时他仍坚持练画。他还被北京京华艺
专录取，参加函授学习。在纷乱的时局下，为
谋生，孙竹篱开始颠沛流离的生涯，足迹从
华北平原到江南水乡，从古城西安到四川蜀
地，一路走来，他的眼界大开，更为后来的艺
术创作奠定了基础。

书香之家
耳濡目染学书画

除了早年师从民间画师学习，孙竹篱一直没
有接受过系统教育和名师专门指导，但他以毕生
的执着，不断在艺术道路上钻研探索，最终成为画
品峻绝、技艺高超、人品高洁的诗人和大写意的文
人画家，甚至成为四川大写意花鸟画派的代表人
物，与著名画家李琼玖、苏葆桢合称“四川三绝”。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孙竹篱的花鸟画艺术进
入大写意的自由王国，成为新时期以来，国内不多
见的诗、书、画完美结合的大写意花鸟画家。即使
是生活中最为普通的蔬菜花朵，在他笔下亦能化
成最具风雅的艺术作品。

到了晚年，孙竹篱不但画画，而且诗文书法亦
佳，作品中诗书画浑然一体，相得益彰。他研读谢
赫、倪瓒、赵子昂的画论，尤其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文
人画派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在三台期间，孙竹篱始
终坚持创作诗词，并把它融合到绘画中去。“画虽不
言而有言，诗虽非画而有画”、“画外之意，必借诗而
引起观者联想”。孙竹篱的画作因为诗更加传神，成
为无数人点赞之处。1980年7月，当时正在四川视
察的邓小平看到孙竹篱的作品，也称赞其作品为：

“诗书画一体，这才是中国画的特色”。

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1986年 10月，孙竹篱去世，骨灰安放于陈子
昂读书台所在的金华山中，凿岩为墓，背倚满山苍
翠，面向默默涪江。墓前建有“竹篱亭”，供人凭吊。

从年少纵情于书画，到入蜀之后潜心创作，几
十年来，孙竹篱创作上千幅作品，尤其是以大写意
花鸟名世，成为一代大家，其作品被后人所喜爱。
如今，在射洪县书画博物馆设有孙竹篱专题展览，
常年展出其数十幅书画精品，包括他的代表作《瓶
梅》、《布袋和尚》、《雄鸡》等。

“作画，首先是做人，人品高，画品必高。”这是
孙竹篱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这位于诗、于书、于
画一生孜孜追求的老人，坚持对艺术的酷爱，不断
探索前进，延续给后人的是一种不羁于尘世的美
学境界，一种山林的风范，这种独特的风格深深影
响了川中艺术创作者，使四川出现了一大批在艺术
探索道路上，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的艺术家，如在国
内拥有很高知名度的敬庭尧、刘云泉，中青年艺术
家张晓瑛、刘静、刘正等，大家之风后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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