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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斌

上世纪70年代，魏晋时期的画
像砖《驿使图》在甘肃嘉峪关市东
北戈壁滩的古墓中出土，画面上

“一骑绝尘”的驿使，堪称中国邮
政的标志、形象大使，也是我国最
早的“快递小哥”。

作为一种古老的通信样式，
邮驿是古代为传递政令、军情而
专设的机构，它既服务于官府，
也为平民寄送信函，在我国有着
悠久的历史。驿使，也就是信使，
古代专车传递文书叫传，骑马送
信叫驿，步行传函称邮。

三千多年前，周代就已有颇
具规模的邮驿系统。秦统一中国
后，建立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驿站
网络，交通要道上多设有供驿使
食宿、换马的驿馆，同时颁行了我
国最早的邮驿法《行书律》。汉代
的邮驿系统由州、郡、县三级管
理，汉武帝曾在河西走廊“列四郡
(敦煌、张掖、酒泉、武威)，据两关
(玉门关和阳关)”，以便捷传递公
文和信件。三国时期，魏国制定的

《邮驿令》将“邮”“驿”结合在一
起，是我国邮驿史上的首部法规。
邮驿在唐代日趋完善，《大唐六
典》记载，各地共有1639个驿站，驿
务人员达2万多人。宋代以后，为传
递紧急军情，又专门设置了为军
队服务的快速邮递体系“急脚
递”。清代，全国有官驿1600余处，
驿卒7万余名，驿马4万多匹，数量
甚是庞大。

然而，随着现代邮政的兴起
和发展，特别是当下快递业的飞
速崛起，曾经驿卒飞驰的邮驿，
连同分布各地的驿道、驿站，渐
行渐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隐
匿在浩瀚的诗词歌赋和文物古
迹之中……

1972年初，甘肃嘉峪关市新
城乡新城村的两个羊倌，在戈壁
滩牧羊时无意中发现了一处隐
秘墓葬。不久，中国历史博物馆
的专家探知了在嘉峪关以东、酒
泉市以西近1 3平方公里的戈壁
滩上，散布着1400多座魏晋时期
的地下墓葬。后来，考古人员对

这片“新城魏晋墓葬群”进行多
次发掘，相继发现了多幅精美
的墓砖壁画。这些壁画大多保
存完好，而且色泽如新。壁画一
般是一块砖面为一幅画面，其
内 容主要 涉 及 各族人 民 的 生
产、狩猎、出行、宴饮、伎乐、庖
厨、农耕、采桑、畜牧、打场情
况。

其中，画像砖《驿使图》描绘
了一人一马在漫漫黄沙的驿途
上，飞奔急递、驿传天涯的场景。

《驿使图》长35厘米、宽17厘米、
厚 5厘米，米色设底，黑色轮廓
线，马身涂黄色，点缀红色斑块，
绘于公元3世纪前后，艺术地再
现了西北边疆的驿使一骑绝尘
的邮驿情形，被公认为我国迄今
发现的最早的古代邮驿形象。

画面上，形似当今“快递小
哥”的驿使，头戴黑帻进贤冠，身
穿右襟宽袖衣，骑跨红鬃烈马，足
蹬长靴，左手举持棨传(过关时的
信物凭证)文书，右手紧控缰绳疾
驰，驿骑四蹄腾空，一动一静之
中，凸显出驿递任务的重要和紧
迫。驿使神情肃穆，面部没有嘴
巴，一种观点指出，这是旨在强调
昔日邮驿事关军务、政令，保密性
强，职责要求必须守口如瓶。而那
匹马的刻画更是精彩传神：马首
高举，鼻阔耳削，目大有神，颈粗
臀肥，胸廓健壮，细腿小蹄，筋腱
毕露，长尾平甩，尽显宝马良驹快
如闪电、急如星火、高速驰骋的英
发雄姿。《驿使图》笔法简洁，线
条流畅，画风洗练，融写实和写意
于一炉，白描重彩，寥寥数笔，形
神兼备，栩栩如生，高度体现了魏
晋壁画所崇尚的创作手法和艺术
风格。

《驿使图》出土后，名声大噪，
一度作为中国邮政的标志参加了
世界万国邮政博览会，并作为嘉
峪关市的城市符号，矗立在火车
站广场之上，诠释出忠诚、负责、
守信、高效的人文品格和城市精
神。

1 9 8 2年8月2 5日，中华全国
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
北京召 开 ，原 邮 电 部 以《 驿使
图》为邮票图案 (将背景和人物
衣服改为浅蓝色 )，发行了面值1
元的《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
次代表大会》小型张一枚，票图
古朴典雅，边衬大雁底纹，不仅
契合纪念主题，而且象征着鸿雁
传书的美好寓意，因此面世后深
受集邮界的追捧。《驿使图》以

“快马加鞭、守口如瓶、不辱使
命 ”的 形 象 ，成为中国 邮 政 的

“形象大使”而家喻户晓，广为
传布。

1994年，原国家邮政储汇局
发行首款全国通存通兑的储蓄
绿卡时，同样选用了文化底蕴深
厚的《驿使图》作为卡面图案。此
后，《驿使图》在中国邮政及其储
蓄领域不断续发再版，尤其是覆
盖面最广的金融借记卡，走出国
门，流通海外，亚洲、北美、欧洲
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不乏它的身
影。2 0 0 7年，《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邮票公开发行，票面上使用
的依旧是以《驿使图》为主要图
案的邮政绿卡，而这也是《驿使
图》第二次走上方寸邮票。

如今，已然成为中国邮政“形
象大使”“代言人”的《驿使图》，延
续着它过往的使命，一如既往地
演绎着“一人一马走天涯”的驿途
传奇，向世界尽情展示着它源自
东方文明古国的古典之美、磅礴
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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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习尚

秋高气爽，又有很多人踏上
旅途，去寻找诗和远方的田野。在
古代，交通、住宿、餐饮都不方便，
旅游是件奢侈的事，于是有人发
明了一种足不出户就能游遍名山
大川的旅游方式———“卧游”。

“卧游”，就是通过观赏别人
的游记或画作，靠脑补达到实地
游览的效果。最早将“卧游”变成
专有名词的，是南朝宋时的宗炳。
他“好山水，爱远游，西陟荆、巫，
南登衡、岳”，足迹踏遍了大半个
中国。当时的皇帝爱惜他的才华，
屡次征召他做官，宗炳每次都这
样拒绝：我夜宿山丘，朝饮溪谷，
至今已三十余年。朝九晚五的日
子，臣下实在是过不惯啊！但英雄
也有迟暮的时候，有一天，他发觉
自己“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游”，
再也不能仗剑走天涯了。于是他
将自己到过的地方都绘制成画，
悬挂在居室的墙壁上，不管是坐
着还是躺着，都能与它们为伴，

“卧以游之”。
从此，“卧游”这个词频频出

现在了史籍中。南朝名士何胤就
说过，他的理想是“卧游千载，畋
渔百氏”；比何胤小十几岁的藏书
家任昉，有一次得到朋友馈赠的
竹杖，他写诗答谢说：“坐适虽有
器，卧游苦无津。何由乘此竹，直
见平生亲。”意思是说，他已年老，
想躺着旅行，但是寻不到水路，有
了这竹杖，就可以像哈利·波特一
样，飞越千里，去见自己的平生好
友了。

宋明以来，社会经济长足发
展，旅游的方式更加多样，壮游、
宦游、近郊游，都比以前普遍，“卧
游”也更加流行起来。

明代著名画家、“明四家”之
一的沈周，就非常推崇宗炳的卧
游。他的《卧游图》画册收录了不
少山水、花鸟小景。沈周说：“宗少
文四壁揭山水图，自谓卧游其间。
此册方可尺许，可以仰眠匡床，一
手执之，一手徐徐翻阅，殊得少文
之趣。倦则掩之，不亦便乎？”他觉
得自己的画册更轻便，躺在床上
时，可以轻松翻阅，比挂在墙上的
卷轴方便多了。这真是把卧游之

“懒”发挥到了极致。
古人为什么中意卧游？原因

有很多。一是体力不能支持远游。
南宋诗人陆游在《观画山水》一诗
中说：“老来无复当年快，聊对丹
青作卧游。”意思是：我已年老体
弱，不能承受旅途颠簸之苦，只能
泡上一杯茶，静静地坐在珍藏的
画作面前，细细品鉴，享受“入山
探胜”之乐。明代的俞弁在《逸老
堂诗话》中总结了老年人的“三
乐”：一是“读经史百家，忽然有
悟”，二是“展玩法书名帖，追想古
人笔法”，三是“卧游山水，而无跋
涉双足之劳”。简单地说，就是读
书、品字、卧游，既有眼前的琴棋
书画，也有远方的田园山水。

再个原因是时间有限，无法
遍游。中国山川壮阔，东西南北都
有引人入胜的风景。在高铁飞机
都很便利的今天，尚且不能一一
打卡，何况是主要依靠足力和舟
楫的古代呢。明代的胡维霖在阅
读《名山记》后曾说：“仁智者岂能
足迹遍天下，得此可以卧游。”好
的游记，在让人得到艺术享受的
同时，还能让读者生出想象的翅
膀，如同身临其境。

还有天气等原因，暂时无法

成行。南宋陈振孙到会稽赴任，途
经“网红”景点天台山，非常想追
随前人的脚步，前去游览一番。可
惜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雪，山路不
通，他只能返回驿道，遗憾不已。
后来，陈振孙偶然间得到了唐人
的《天台山记》，反复展阅，不忍释
手，犹如“卧游”了一番，也算弥补
了前憾。

躺在家里，拿什么卧游？现代
人有手机，指尖一点就能通达四
海，古人也不遑多让，而且花样更
多，质感更足。

第一样利器是绘画。笔墨丹
青，取于景而胜于景。明末清初画
家程正揆“少从董其昌游，故颇工
於画”，他从39岁起，决心创作《江
山卧游图》系列图卷，共绘制了五
百多卷，将无数自然美景呈现在
笔端。据当时的名士王士祯记录，
这些图卷都流传在民间，王本人
也收藏有两本。可见，当时社会上
对“卧游”画册的需求很大，一些
专业画家也针对这种新消费形
态，有意识地进行了创作。

第二是游记。在汉字构筑的
空间里，游目骋怀。东晋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暮春之初，会于会
稽山阴之兰亭……此地有崇山峻
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
带左右。”唐代柳宗元的《小石潭
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
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
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
与游者相乐。”宋代欧阳修的《醉
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
山水之间也。”这些都是我们读书
时的背诵篇目，古人又怎么会没
有凭此“卧游”过呢？

如果觉得单一景点的游记过
于零散，古人还有城市旅游指南。
比如宋代《东京记》描绘了开封宫
城、旧城、新城的景观，“宫殿、官
府、坊巷、第宅、寺观、营房均次第
记之。”明代有一本《帝京景物
略》，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脚步，
遍览北京的风景名胜、风俗民情。

更有汇集全国名山大川于一
书的垂直类旅行导览，如明代的

《游名山记》四卷，囊括了华山、嵩
山、终南山、江南等地名山的纪
游。有意思的是，为这本书作序
的，也是一位卧游爱好者。他在序
言中说：我少年时就立志，要和司
马迁一样纵游天下。但成年后外
出任职忙于公务，告老还乡后又
精力不济。有体力时没时间、有时
间时又没有体力，蹉跎一生，游览
的地方并不多。幸亏有了这本书，
即使不能实地游览，卧游一番也
可以弥补他的部分缺憾。

第三是奇石假山。山远路阻，
为什么不把景色移入庭院，与它
日夜相伴？古人真有这么做的。

《西京杂记》载：西汉富翁袁广汉
曾经在山下修筑园林，“激流水注
其内，构石为山”，又在园中放养
了“白鹦鹉、紫鸳鸯、牦牛、青尼”
等珍禽异兽，极尽奢华，据说这是
假山之始。明代《五杂俎》说：“假
山之戏，当在江北无山之所，装点
一二，以当卧游”，将“卧游”和假
山串联了起来。不过它说的也有
片面之处，北方平原地区固然需
要假山作为卧游之资，但江南的
苏州，也有沧浪亭、狮子林、拙政
园和留园等名园，假山既多且精，
不输北方。

不过，卧游虽然受推崇，终归
是实地游的补充。大自然有不可
言说的美，趁着年轻，趁着有时
间，到美丽的山河中去吧。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小型张

魏晋时期画像砖《驿使图》

2023年10月13日 星期五A10 青未了·人文

投稿邮箱：qlwbxujing@sina.com


	A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