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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把她带进新的天地，向她介绍着激动人心的生活、
使人惊奇的人物。她人坐在英国乡村的小房间里，心却在
周游世界……

炎炎夏日，放一杯水果沙拉，在静悄悄的书房里读“玛
蒂尔达”的故事，对于我来说，这实在是再愉快不过了。我
游走在书海里，跟着玛蒂尔达“闯荡”世界，令人感慨令人
回味。

玛蒂尔达是一个既聪明伶俐又才华横溢的小女孩，她
的脑子是那么灵，学东西是那么快，可沃姆伍德夫妇这对
愚昧的夫妇，只局限在他们无聊的渺小世界里，丝毫没有
注意到女儿的不平凡之处。当四岁的玛蒂尔达读完家里
所有的报纸杂志，请求父亲买书时，父亲却不给她买书，说
看电视就够了，甚至还撕掉玛蒂尔达借来的书；而玛蒂尔
达的妈妈更是无知，她认为读书没用，女孩子只要漂亮就
好。玛蒂尔达十分无奈，但她没有消沉，她一个人去了村
里的公共图书馆，在管理员菲尔普斯太太的帮助下，阅读
了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通过阅读，玛蒂尔达看到了更广阔
的世界，建立了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知道了自己并
不像父亲说的那样无知和愚蠢。

人生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无法选择家庭，玛蒂尔达的
家庭环境虽劣，但她却在阅读的陪伴下，打开了新的世界，
通过温暖生动的文字，积攒勇气和力量，努力降低恶劣家
庭带来的影响。看来，阅读是一项高尚的心智锻炼。

五岁半的玛蒂尔达入学了，可是学校的生活更加悲
惨。校长特朗奇布尔暴戾凶悍，投铅球出生的她，臂力惊
人，经常把学生们像扔铅球一样地扔出去。特朗奇布尔尤
其讨厌小女孩，有着强烈正义感的玛蒂尔达被她视为眼中
盯，总想找机会开除她。在遭遇家庭和学校的重重困境
中，玛蒂尔达并没有气馁，通过大量的阅读，玛蒂尔达意识
到反抗才是唯一抵制攻击的办法。最后，依靠着“从眼睛
里射出来的几百万只看不见的小手”，这个“不平凡、敏感
又才华横溢”的小女孩，打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校长。

阅读帮助玛蒂尔达超越父母渺小狭隘的世界，她用来
对抗成人世界种种不公的最大武器就是语言和文字，纸上
的世界不仅仅帮助玛蒂尔达摆脱现实的恶劣环境，也赋予
了她思维的力量，让她更加坚韧而顽强，在面对不公平的
对待时勇于做出反抗。

相比于玛蒂尔达，我们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学习环
境更是不可同日而语。阅读《玛蒂尔达》，让我们更加珍惜
今天的美好生活。玛蒂尔达的遭遇或许一去不复返了，但
玛蒂尔达的阅读精神不能丢。虽然我们生活在非常美好
的时代，但并非人人都能一帆风顺，我们依旧有着困难、世
界依然有着敌人，而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惰性，我
想，此刻我更应该静下心来，去读读那些我未读过的书，在
阅读中认识自己，鞭策自己，读出属于我的人生！

像玛蒂尔达一样阅读

任熊字渭长，浙江萧山人，是清代晚期著名画
家。他是绘画全才，“海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和任薰、任预、任颐合称“海上四任”。

任熊极富开拓精神，所画人物“衣褶如银勾铁
画，直入陈章侯之室，而独开生面者也”，画风朴拙奇
古，形象怪诞夸张。他深受当时的人们推崇，有的人
还“走币相乞，得其寸缣尺幅，无不珍如球璧”。鲁迅
也欣赏任熊的画作，在谈及一位美国画家的插图时，
说任渭长所画的都是“仙侠高士，瘦削怪诞”。

任熊“警敏多能，天怀夷旷”，他是个文人，也颇
有豪气。任熊以画名世，也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画
家，一介书生，而心忧天下，他也曾游历天下，慷慨
谈论兵事。任熊生活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时
期，他身处乱世，满怀焦虑，而无力挽狂澜，他就用
画笔极力渲染历史故事中的剑侠、高士、先贤。

金庸很喜欢读古代小说，也喜欢小说中的插
图。可是他觉得书里插图的质量不行，与小说的
文学水准差得太远。因为这些插图都是木版画，

是雕刻在木版上再印出来的，往往画得粗俗，刻得
又简陋。清代版画普遍发展，在金庸看来，咸丰年
间的这位浙江老乡任熊，是我国传统版画最后的
一位大师。他手中就有一部任熊的版画，很是喜
欢，在空闲之时，常常翻阅数页，后来还为这些画
写起了小说。

在晚清画坛上，任熊占有一席之地，被认为是
我国传统版画的最后一位大师，《於越先贤像传
赞》是其中出色的一部。

我在读

提起进化镇三浦村泗化自然村“纱帽山”，萧山南片百
姓都对山上的印纹陶窑址津津乐道。

大约在东周时期，位于进化镇三浦村泗化自然村纱帽
山上，有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窑址，其中堆积着厚2-3米
的印纹陶片，陶片纹饰多样，部分小陶罐拍印布纹，并在肩
部贴饰S形堆积纹；器形有瓮、坛、罐等，胎壁薄且多呈紫红
色、红褐色；同时采集有原始青瓷碗、盘、钵、杯、盅等残片，
胎质细腻，釉薄，呈青色或青中泛黄，器内底常有螺旋纹。
此遗址目前已经被萧山区人民政府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纱帽山”这个地方，除了有印纹陶窑，还有一段神秘
的传说。

传说，古时候“纱帽山”外形酷似一顶官帽，连官帽上
的正冠（官帽上的方形玉石）也是灵灵清清。乌纱帽原是
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到了
明朝，由于官员们特别爱戴乌纱帽，朝廷遂正式将它列为
王公百官上朝及处理公务的必要配备，并规范其制作的样
子。乌纱帽成为官帽之后，老百姓自然不能再戴了。

纱帽山中间的山顶很像个平台，而两边的山坡则是微
微低下，并且对称，那山远远望去就好似一顶文官戴的纱
帽。

“泗化这块藏龙卧虎之地，是注定要出大官的。”刘伯
温一遍打量着山形，一遍在不停地推算着，“风水差一线，
富贵不相见，这里虽然是一处好风水，但在立向上是非常
有讲究的，要是……要是……再有官印相附称，那定然是
龙脉发源地了，必定一路浩浩荡荡，其势如万马奔腾，渴龙
奔海！”一代开国谋士开始担忧起来。

“大人，你看那边的小山川像不像一方官印？”一个小
卒打断了刘伯温的思绪。

迎着小卒的指向，刘伯温发现旁边果真还有一处山
川，一块巨石，高丈余，形似一枚官印之柄。这里就是百姓
口中常常称呼的“印子山”。

“有帽有印，宾主相配，情意相辅，这里的子孙将来必
定是乌纱坐朝阁。”刘伯温见泗化这块小小地方，有这等上
好风水，想起以前在这里白毛狮取宝不成，顿时恼怒万
分。于是，他下令将印子山印柄炸断，并将纱帽上“正冠”
挖掉，还怕龙脉没有破尽，留下隐患，索性将紫寿寺延续下
来的一袭龙脉凿断，从此，印子山枉有虚名，纱帽山也被破
法，紫寿寺龙脉亦被凿断。后来人们便叫这个龙脉凿断的
地方为“龙凿子”。最为可惜的是，泗化的东大门就这样被
恼怒之余的刘伯温破了风水。

刘伯温忠心耿耿为朱元璋成就帝业，圆其帝王梦，却
在晚年落得个日渐冷落、不得善终的下场。或许其背后的
深刻根源，不仅仅在于刘伯温做人的失败，更体现了古代
帝王的无情、封建制度的残酷。此为后话。

《於越先贤像传赞》是一部木版画集，“於越”
是指春秋时期的越国，“於越先贤像传赞”就是越
地先贤画像、传记以及赞语，画集是任熊、王龄、蔡
照初三个萧山人的杰作。《萧山县志稿》等志书对
他们三人的事迹都有记载。

王龄性情旷达，喜好交友，常常与越中名士结
社言论，后还曾任县令一职。他生平致力于古诗
文词，特别痴迷金石书画，很欣赏任熊，也就常常
请任熊、蔡照初等人一起聚会、居留。

王龄游历天下，只觉天下名山名水，还不如
故乡一丘一壑亲切有味，任熊也深有同感。王龄
觉得，与其画山水，还不如写写古人。任熊高才，
性情与世俗不符，而与古代高士很相契合，平生
很是仰慕古代贤人，王龄的提议任熊也深以为
然。

王龄熟读史书，了解越地历代先贤故事，于是
他就给任熊介绍古代先贤事迹，任熊则细细品味，

揣摩构思，然后就把这个先贤画下来。其时，正值
夏天，酷暑难当，任熊画画停停，有时候画上三四
幅，有时候画个五六人，画了两个月，一共画了八
十人，如范蠡、西施、王充、王羲之、贺知章、陆游、
黄宗羲等，其中也有八位萧山人。

任熊笔下的这些先贤造型夸张，形态各异，看
似奇瑰，细看之下，任熊是十分注重传神，画出了
人物的神态意蕴。任熊笔意纵横变化，看似任意
描摹，却无不惟妙惟肖。他画人，如同画家画名胜
山水，并不是面面俱到，不是远写五岳，全图昆仑，
只是画其一峰一峦，而山水即隐约于画外。任熊
特别注意人物背景的营造，以不同的环境背景，画
出了人物的精气风度。

王龄则又为画中人一一写了传记和赞语。
这些画像凝聚着他们的心血，王龄很担心散

失，就请蔡照初刻印成册。
清代，萧山民间有一些木石刻写的师傅，蔡

照初是最有名气的一个。蔡照初精于雕版，功
力深厚，能够充分表达人物的内心情态。他是
当时的著名刻工，作品广受人们赞赏。蔡照初
也常常与任熊合作，任熊画画，蔡照初刻写，两
人互相琢磨，不断改进，使刀法和画笔高度统
一，取得最佳艺术效果。两人合作的《列酒仙
牌》《剑侠传》，取得成功，令他们名声大振。其
时，萧山县城一个姓王的大户，家里的内门雕饰
正是请任熊打稿、蔡照初刻写的，当时还被人们
誉为艺术珍品。

任熊的这些先贤画像就由蔡照初操刀刻写，
蔡照初将画中人物一一复原在木板之上。他刀法
精炼，奇巧工细，将先贤们的精神风貌充分展示。

咸丰六年，《於越先贤像传赞》开雕。
于是，任熊的神笔、王龄的文采加上蔡照初的

刀工，成就了晚清版刻插图的杰作，越中名士无不
赞叹，称为绝品。

任熊笔下画了八位萧山先贤，他分别抓住这
些先贤的特点风貌，如夏方的孝、夏统的超然绝
俗、戴僧静的骁勇、郭原平的仁厚，等等，将他们的
风度神韵记录了下来。

1、“鸟兽感服”夏方
晋朝夏方是个孝子。有一年，萧山发生疫情，

死了很多人。夏方的父母、伯伯、叔叔以及堂兄弟
等死了十多个人。夏方其时还只有十四岁，要把
自己的亲人进行一一安葬。白天，夏方含着眼泪
去挑土建墓，晚上，他一个人时又在伤心地痛哭。
这样，一直过了三年，夏方才为这些死去的亲人修
好了坟墓。而后，他又搭建草庐开始守墓。

夏方负土成冢，哭亲守墓，王龄赞语里写道：
“弱龄负土，壮而庐伏，哀哀墓松，如答夜哭”。夏
方的孝行还感化了神灵，使得乌鸟猛兽驯服柔
顺。任熊画的正是夏方守墓的画面，他在庐棚中
只露出一个头，旁边是一些鸟兽。

2、“木人石心”夏统
西晋夏统博学多才，很有名气。然而，他淡泊

名利，只愿隐居山林，侍奉老母。
有一天，夏统来到洛阳给母亲抓草药。此时，

春光明媚，桃红柳绿，洛河两岸游人如织，而夏统
只顾埋头晾晒着草药，对周围的热闹浑然不觉。
太尉贾充恰巧也在洛河上游览。他听说过夏统的
才名，就和他交流起来。贾充就想请他做官，可是
夏统低头不语。贾充调来兵马一番驰骋，又招来
一批美女翩翩起舞，可夏统依旧正襟危坐，十分平
静。

任熊画笔下的夏统安然独坐，王龄的赞语则
写道：“世之元凯，终沦海滨，叩船长啸，气凌贼臣，
贞心不移，我思木人”。元凯指的是贤臣才士。

3、“萧然自致”许询
许询是东晋名士，与王羲之、孙绰、支遁等皆

以文义冠世。许询被朝廷任命为议郎，但他清高

淡泊，无意功名，于是过起了隐居生活，也曾住到
了萧山，娱于山水，听泉赏月。

任熊笔下的这位“新萧山人”许询，画的是他
凭树构堂、萧然自致的情景，王龄则称赞许询“西
山松风，清言可想”。

4、“好让不争”郭原平
郭原平生活在南朝刘宋时期，他生性谦虚，为

人仁厚。任熊刻画了他做买卖时的情景，表现的
是他好让不争的故事。

郭原平每次去市场卖东西，他出的价钱只是
市场价一半。时间一长，人们就知道郭原平少收
钱了，就会加价付钱，可是，郭原平觉得付得太多
了，以致买卖双方总要在那里互相推让，成为市场
里一个奇特的买卖场景。

王龄传记还写了郭原平求学营圹、徒步卖瓜、
牛埭助人以及让小偷惭愧等故事，称赞他“殊行传
家，孝隆三代”。

5、“骁勇善战”戴僧静
戴僧静时为南朝宋将军，最能体现戴僧静神

勇的是角城之战。泰始初年，魏军南进，围困了角
城。宋朝派兵援救。戴僧静带上一百军士出击，
他身先士卒，如一股旋风杀进魏军阵营，所到之处
血肉翻飞，魏军惊骇，全线溃退，一直退到泗水河
的北面。戴僧静则挥刀向前，穷追不舍，居然一个
人又追过河去，连续斩杀了三个魏军士兵。当时，
天气极端寒冷，戴僧静拍打着水面游了回来，嘴巴
里居然还衔着敌人的三个首级。

任熊笔下这位先贤，画的不是他挥刀杀敌的
情景，而是他“衔三头，拍浮而还”的画面，不画勇
武更胜勇武。

6、“器识夷淡”贺知章
贺知章学富才雄，文辞俊秀，是唐朝时期的著

名诗人，他官任太常博士、太常少卿、礼部侍郎、集
贤院学士、工部侍郎、太子宾客等职。

王龄称赞贺知章回乡的荣耀，说他“东门祖
帐，荣达二疏”。然而，贺知章一贯平易朴实，器识
夷淡。对于贺知章回乡的画面，通常人们所见，是
村口几个孩童仰头和一个老者对话的场面，而任
熊笔下，画的却是一个老者骑着瘦马，在路上蹒跚
独行的情景。

7、“金珠御史”王丝
宋朝王丝是东晋王羲之的后人，考中进士后，

任兴国军司理、杭州观察推官、太常博士、衢州通
判、金华郡守、殿中侍御史、兵部员外郎等职。他
为官清廉，体恤百姓。

王丝在任兴国军司理时，审核旧案，为十一人
昭雪，百姓称之为神明。由衢州转任金华为官时，
衢州父老拦在边界上，还跟金华人争了起来，说

“我州一鉴，何夺之为？”王丝后来兼任广南东路市
舶司提举，当时征税实行“十税其一”，一些官吏

“必择精者，夷人苦之”，王丝到任后则要求“精粗
兼取”，赢得商人们的赞叹，敬称他为“金珠御
史”。王丝所到之处，广施德政，民众感其恩德，还
刻紫檀肖像以纪念他。

任熊笔下是的王丝是身着官服，指导百姓挖
井取水。王龄则写到“抚楚咨仁，镇粤弥患，横琴
露冕”，盛赞他的功绩。

8、“巾帼英雄”沈云英
明朝沈云英，自小爱读经史，也喜舞枪弄棒。

后来，父亲出任湖南道州守备，沈云英也跟随左
右。起义军进攻道州时，父亲不幸战死。其时，沈
云英年方二十，她闻讯立马束发披甲，手持长枪，
带数十骑，直扑敌营，连杀三十余人，拼力夺回父
亲的尸体。沈云英英勇杀敌，尽忠尽孝，朝廷授予
她游击将军，命她率领父亲原有兵马，御敌守城。

任熊画笔下的沈云英一身戎装，腰挂佩剑，手
持长枪，昂然挺立，英姿飒爽。王龄盛赞她为“奇
女子”“白洋之潮，写洁流芳”。

■文/ 傅浩军

传统版画最后一位大师

有帽有印
■文/ 田何兴

三个萧山人的通力合作

任熊笔下八位萧山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