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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山鹏缘于一次展览。2013年3月，由中央电视台举

办的“山风浩然——山鹏、董浩中国画联展”在合肥亚明艺术

馆开幕。他的朋友，安徽美协副主席班苓邀我前去报道。

一般来说，展览结束了，报道过了，大家也就各干各的

事，何况他生活、工作在黄山。但随后我们联系很多，交流起

来也很自然。这源于他为人率真，待人诚恳。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了解到山鹏不仅仅是一位画家，还

是书法家、诗人、学者，担任过黄山市徽州区文联主席，后来调

到黄山市残联担任领导工作。

山鹏一路走来，每一个脚印都是坚定而清晰的。从1998

年在安庆举办个人画展起，他在南京、杭州、北京、澳门、上海、

青州等地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并出版了《山鹏水墨民居画集》、

《山鹏文集》、《山鹏诗集》等著作，中央电视台也几次为他做专

题节目。尤值一提的是，2001年12月，他在被誉为“国家艺

术圣殿”的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毛

主席纪念堂收藏。这绝对算得上是当代安徽较早走进中国美

术馆办展的画家。

山鹏，名吴鹏凯，1963年出生于安徽无为。滨江古城无

为，宋代时曾与临安、扬州、寿春并称“全国四大名城”，历史上

不乏艺术家。大书法家米芾曾在此任知军，至现当代，田间、

张恺帆、周彬都是从这里走出的文艺名流。山鹏后来又在文

化底蕴深厚的黄山工作，这更为他作品中徽文化的积淀与呈

现提供了滋养。

今天的理论家，多倡导以书入画。美术史上大凡有成就的

画家也的确书法功底深厚。山鹏的书法见功力见性情，又以行

书入画，画松树、画荷花，承石涛、八大遗韵，笔墨简练，耐人寻味。

山鹏更为钟情的是徽州民居。画徽州古民居的很多，山

鹏笔下的古民居以何取胜？我认为，他以学养和诗意去传达

他对古民居的情感，含蓄幽远而意蕴丰富。浓墨淡彩，烘托渲

染，深厚的巷子、突兀的马头墙、特写的古树、追求图案效果的

新奇布局，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特色的民居，民族的、人文的，有

着厚重的历史感，又洋溢着现代气息。

我们常说的“文艺”一词，文在前艺在后。一个画家能走

多远，最终决定的不仅仅是笔墨技巧，更重要的是文化底蕴。

说白了，技法是浅层的，古人学艺三年出师，也就是掌握技法

层面，最终有没有建树，能不能成“家”而不是“匠”，取决于学

养。与山鹏聚会几次，能感觉他是学者，见识广，看问题往往

直揪本质。另一方面，他情感丰富，诗人情怀，因而能做到诗

中有画，画中有诗。

盘踞在深厚的文化据点之上，山鹏定会振翅高飞。

古人爱食蟹、饮酒

蟹属寒性，单纯吃蟹，会让人身体不适，而酒是温和之物，

蟹酒相连，则能在品味美味的时候不影响健康。

历史上第一个把螃蟹吃得很有味，吃得很有情调的人，大

概是毕卓。《世说新语》记载，毕卓曾经说：“得酒满数百斛船，

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

了一生矣。”有酒有蟹，最大快乐，有酒无蟹未免遗憾。而饮酒

食蟹的最佳时机，也就在金秋时节了。

看看诗仙李白怎样看待蟹与酒？他以《月下独酌》作了最

好的回答，“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酒，乘月醉高

台。”把酒持蟹，登临高台，明月高照，纵目四野，这是人间大快

意之事!

宋代有个人叫高似孙，浙江宁波人，孝宗淳熙十一年

（1184年）进士，调会稽县主簿，历任校书郎，出知徽州，迁守处

州。有《疏寮小集》、《剡录》、《子略》、《蟹略》、《骚略》、《纬略》

等著述。他在诗中说：“西风送冷出湖田，一梦酣春落酒泉；介

甲尽为香玉软，脂膏犹作紫霞坚；魂迷杨柳滩头月，身老松江

瓮里天；不是无肠贪戕粒，要将风味与人传。”此诗用拟人之手

法，描写螃蟹爬出湖田，落入酒瓮之中，成为醉蟹的过程。

关于蟹与酒的诗歌

蟹与酒相遇便成风雅事，自然催生了无数诗歌。唐宋诗

词里翻一翻，到处是蟹肥酒香。杜牧说“越浦黄柑嫩，吴溪紫

蟹肥”、陆游吟“山暖已无梅可折，江清独有蟹堪持”、苏栾城叹

“楚蟹吴柑初著霜，梁园高酒试羔羊”、宋景文赞“越蟹丹螯美，

吴莼紫蟹肥”，让我们对金秋品蟹饮酒有着强烈渴望。

安徽吟赏蟹与酒的诗人也不少，较出名的当属梅尧臣

“樽前已夺蟹滋味，当日莼羹枉对人”的诗句了。梅尧臣是北

宋著名现实主义诗人，宣州人，世称宛陵先生。皇祐三年

（1051年）得宋仁宗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为太常博士，欧阳修

举荐他做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所以世人又称他

“梅直讲”、“梅都官”。宣城梅氏是望族。大书法家邓石如也

曾得到宣城梅氏的帮助，这是另外话题。

再看看晚唐文学家皮日休的《咏蟹诗》：“未游沧海早知

名，有骨还从肉上生。莫道无心畏雷电，海龙王处也横行。”寥

寥数字让螃蟹的横行之状与无畏性情跃然纸上。

金秋时节，菊黄飘香，持蟹把酒，自是人间快乐事。

□徽印象·地理

赵朴初与“世太史第”
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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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红楼梦》，让我们认识到金秋时节食蟹、饮酒的
乐趣。实际上，蟹和风雅之士自古就有着不解之缘。古
人把食蟹、饮酒、赋诗、赏菊作为金秋时节的快意之事，这
其中渊源深厚。

安庆天台里有个“世太史第”，今

天称为“赵朴初故居”，民间也叫过它

“状元府”。

这座“世太史第”始建于明代。占

地面积4463平方米，建筑面积2773平

方米。花岗石铺地广场，造型别致的古

井置于其间。建筑群坐北朝南，外墙为

青砖勾缝清水墙，古朴典雅。马头墙高

低起伏，富有韵律。主体建筑系砖木结

构，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42米，南北

宽84米，分东路四进，西路三进，共七

进。风格集北方古建的恢宏、粗犷及徽

州古建的细腻、精致于一体，有着浓郁

的地方特色和历史、科学、艺术价值，为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砖雕、木雕、石雕技艺精湛，非常巧

妙地把世太史第建筑室内外装修、装饰

融为一体。点线面、黑白灰、清水勾缝

外墙、白粉内墙、小青瓦的连绵不断组

合成清新淡雅的世太史第外观形象。

深墙大院，天井洞开，巍峨的马头墙，逶

迤的坡面，飞檐冲天，化作生动的画卷。

赵朴初的太高祖赵文楷，太湖县

望天乡人，嘉庆元年 (1796 年)状元，授

翰林院修撰、实录馆纂修、文渊阁校理

等职。从他开始，另有赵畇、赵继元、

赵曾重四代翰林，故旧称“世太史第”、

“四代翰林宅”。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生前任

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名誉主

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诞生

于此。1864年，赵畇返乡买下了前朝

状元刘若宰家房子，进行扩建。这时的

赵畇已经是江苏巡抚李鸿章的岳父。

1861年李鸿章原配周氏病殁，赵畇次

女赵继莲端庄淑静待字闺中，李鸿章托

人提亲，赵畇曾与李鸿章同朝为官，又

一起奉旨回乡办团练，对李鸿章很是赏

识，便同意了这门亲事。所以，第内有

李鸿章题写的“四代翰林”匾额。

赵畇在“世太史第”里的生活是很

闲淡的，主讲敬敷书院，此外是诗书怡

情。他的子孙后辈都是诗书文章，也有

心境平淡虔诚佛学的。赵朴初的母亲

陈仲瑄，诵经拜佛是她必做的功课。

1907年，赵朴初就出生在这“世太

史第”里。1911年安庆新军起义，讲究

“小乱住城，大乱住乡”的赵炜如带着子

女赵朴初等人回到了太湖寺前的状元

府，赵朴初在那里一直生活到十岁才离

开故土。

《万安小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