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中挂画，本是平常。在

宋代，却是一件大雅之事，其

雅韵之趣尤为浓厚。

追溯到宋代，无论是文人

雅士，还是达官显贵，最能代

表其文化趣味的，当属“四

雅”：烧香、点茶、挂画、插花。

其中，挂画最具代表性。

挂画，最早是指挂于茶会

座位旁的有关茶的画作。慢

慢演变到宋代，所挂之画便改

以诗、词、字、画的卷轴为主。

文人雅士所讲究的这些挂画

内容和形式，作为平时家具赏

趣，在宋代成为了时尚。

宋人喜欢挂画，必收集名

家字画，于是便有宋代名人

“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

必得乃已”的记载。他们收藏

的古今书法名画，常常置于茶

几、屋壁间，作为趣赏。尤其

士大夫的厅堂房阁，都挂着名

家书画。每次遇到雅集、文

会、博古的时候，就会展挂出

自己平时收藏的最得意名画，

供友人交流鉴赏。这个过程，

便是“挂画”。宋代对挂画乐

此不疲，其实挂画也不只是有

钱人家的闲情逸致，宋代市井

人家也流行挂画。

其实，宋人挂画，有很深

的学问呢。宋代赵希鹄《洞天

清录·古画辨》中，专门对挂画

做了阐释：“择画之名笔，一屋

止可三四轴，观玩三五日，别

易名笔，则诸轴皆见风日，决

不蒸湿，又轮次挂之，则不惹

尘埃。时易一二家，则看之不

厌。然须得谨愿子弟，或使令

一人细意舒卷出纳之。日用

马尾或丝拂轻拂画面，切不可

用棕拂。”《洞天清录·古画辨》

中还说：“一画前必设一小案

以护之。案上勿设障画之物，

止宜香炉、琴、砚。”从这些不

苦涩的文字中，可以品味出宋

代对古代名画的暴露式挂法

十分小心，对环境的要求几乎

达到苛求的程度。

宋代在室内悬挂绘画，从

《宋人人物图》中可见一斑。

此人物画挂轴悬置于一屏风

画上，红色挂钩之结构清晰可

见，挂绳、惊燕、卷轴描绘细

致，为典型的“宣和裱”。上为

天头，中有惊燕二条，左右两

侧框档，中间接本幅，下为地

头、轴杆，露出红色轴头。宋

时以传统的屏风绘画，作为室

内装饰的实例也很多。王安

石诗云：“每家图画有屏风。”

宋代这众多的屏风绘画，亦是

挂画的又一种形式。

宋代挂画风气之盛，还表

现在宴席的布置上。宋人置

办宴席，常租赁屏风、绣额、书

画等名贵物品。置办宴席人

家，把租赁来的屏风、绣额布

置好，再把书画悬挂起来供人

雅赏，一场欢喜的宴席，就举

办得特别有格调。

宋代挂画，除了家居、宴

席之赏，宋代都城的饭馆、茶

楼、酒庄，也有挂画的风尚。这

些场所挂画，史书均有记载。

宋代吴自牧《梦梁录》曰：“汴京

熟食店，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

者，留连食客。”宋代耐得翁《都

城纪胜》云：“（杭城）大茶坊张

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

挂画，所以消遗久待也。今茶

坊皆然。”其实从北宋到南宋，

上至官方下到民间，数百年来

挂画风潮从未间断。

宋代热衷于挂画、赏画，

在居室之中参透泉壑、山林之

美，反映了宋人的雅致生活及

无限的风雅韵味。

表妹兴高采烈地回来了，

我忙不迭地问：“怎么样？面试

通过了吧？”表妹笑着摇头，最

后一轮复试没过。我替她感到

沮丧：“走了那么大老远的路，

竟然没通过！”

想来，表妹已经去了四五

家公司面试过，无奈均以失败

告终。可表妹脸上丝毫没有难

过的神色，她甚至说：“其实，经

过那么多次失败，我已经一次

比一次表现得更好了。这个世

界上，没有不值得的路。”我被

她最后说的那句话击中了心里

某个柔软的地方，是啊，世上没

有不值得的路，每一次行走，都

是宝贵的经历。

不由得想起，在杂志上看

过的一个小故事。一辆飞机在

空中突然出现故障，许多人惊慌

失措，一位年老的母亲却一脸平

静，岿然不动。事后，有人问她，

怎么能做到毫不慌乱的？她平

静地回答，因为她是有两个女儿

的母亲。前不久，她的大女儿病

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这几乎

要了她半条命。这次坐飞机，她

是准备去小女儿家里的，预备跟

小女儿一起居住。

“如果飞机不出意外，我就

能平安见到小女儿，万一有意

外，我也可以换道到天堂见大

女儿。无论走哪条路，我都能

见到女儿，都是值得的。”最后

的一番话令人惊叹、沉默，原来

即使是面临生死之路，只要内

心找到了意义，都是值得的。

老家村里有一位年过半百

的村医，平日喜欢琢磨各种药

材，不辞劳苦地到深山里采药。

一次，我开车回老家时，恰好在

斜坡上遇到采药归来的村医。

我停车跟他打招呼，顺便瞄了一

眼他的箩筐，里面似乎没装多少

草药。他敏锐地捕捉到我眼神

里的疑惑，嘿嘿一笑：“今天运气

不好，没找到好药材。”

我又深深望了他一眼，尽

管没有收获，但这似乎并不影

响他的好心情。“这一天都白忙

活，你还挺高兴。”我笑了笑。

结果，他笑着回应：“那我要是

不上山，怎么知道那些地方没

有草药呢？就当锻炼身体嘛！

也算一种收获。”我被他乐观的

情绪感染了，回望蜿蜒的山路，

原来，不管能不能采到草药，那

条路都是值得走一走的。

夕阳把天边的云彩染红，

我继续开车行驶在村道上，于

刹那间意识到，世上有千千万

万条有形的、无形的路，不管多

么励志，多么悲壮，多么平凡，

其实每一条路都是值得的。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成为

一名“新南航人”已然整一年

了，虽然我并非在走出校园之

际就直接进入南航，但这一年

在南航的工作和生活，使我心

中感到莫名的踏实。因为这所

学校，就建在我的家乡——溧

阳，而南航天目湖校区是溧阳

的第一所高校。一年以来，我

作为教务处的一员，参与校区

建设发展，感受南航文化的魅

力，不止看到了校区基础建设

日新月异的变化，也看到了校

区对周边环境及城市文化所产

生的积极影响。

起初，选择南航的理由非

常单纯，因为离家很近——少

小离家，高考结束之后就一直

在境外就读，每年在家的时间

都非常短暂。所以从南航与

溧阳签订协议，选址建设之

初，我便心心念念关注南航的

招聘信息，梦想能在这片热土

上，为家乡的建设贡献一份

力量。

从去年秋季学期进入南航

工作以来，我才真正开始了解

南航，融入南航，直到爱上南

航，以作为一个“新南航人”为

荣。南航是工信部七所直属高

校之一，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周年阅兵活动中，学

校研制的无人机从天安门前经

过，接受党和国家的检阅，那一

刻，我无比自豪。在祖国强大

的国防实力背后，也凝聚着南

航人的汗水与心血。一代代南

航人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把共

和国的国防建设使命扛在肩

上，锲而不舍地为建造国之重

器贡献力量。这份责任感和使

命感深深打动了我，从那时起，

勤勤恳恳工作，为南航发展奉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已成为了

我终身的工作目标。

进入南航教务处以来，我

在这个大家庭中不断学习和成

长。教务处是一个事务繁杂的

部门，也是一个重在协调和配

合的部门。一年来，我学会反

思不足，不断改进；工作中深入

实际，深入师生，在年终组织教

学教务沙龙活动，互相交流课

题所得，提升服务水平。这样

的学习氛围和学习模式，使得

我在这一年工作中收获良多。

我们还前往明故宫校区和将军

路校区实地学习教务管理经

验，努力为天目湖校区教学运

行工作提供帮助。

我在工作中得到天目湖校

区管委会、信息化处、保卫处、

后勤集团等各单位同事的热情

帮助。在天目湖校区教学楼投

入运行初期，每天与信息化处

同事一起，检查校区每一间教

室多媒体情况，详细记录问题，

反馈维修，多亏了他们的细心

及耐心，开学授课得到了坚实

的保障。

一年以来，我逐渐明白，人

立于世，唯有热爱，才能有所

得；唯有责任，使人顽强；唯有

感恩，使人踏实。

□ 任陆静（教务处驻天目湖校区办公室科员）

不负韶华不负韶华 初心永在初心永在

编者的话
随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的建设和正式启用，一批对在家乡溧阳的这所大学满怀期待的“新南航人”，

来到了这片建功立业的热土。一年来，从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到学生顺利入驻，再到平稳运行、有序管理，以及二期

建设的全面展开，这些“新南航人”不惧酷暑，不舍昼夜，为了校区的建设与发展，全力保障、倾情付出。

本次连载选自天目湖校区党工委、天目湖校区管委会编辑成册的专题报道《我为什么选择南航天目湖校区》，记

录了10余位来自学生工作战线、职能部处、后勤一线的新教职员工，用他们融入南航、融入南航文化，与校区共同成

长的故事和真实感悟，诠释“新南航人”的担当与情怀。值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天目湖校区正式启用一周年之际，我们

逐一推出，愿与读者朋友分享这些“新南航人”的骄傲与自豪。

没有不值得的路

宋代挂画雅趣
□ 卜庆萍

□ 罗倩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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