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苦禅是我国著名的国
画大师和美术教育家，出
身贫寒，自幼受到家乡传
统文化之熏陶，走上了艺
术征途。1923 年拜齐白石
为 师 。 曾 任 杭 州 艺 专 教
授，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
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擅
画花鸟和鹰，晚年常作巨
幅通屏，代表作品：《盛
荷》《群鹰图》《松鹰图》

《兰竹》《晴雪图》《水禽
图》。1978 年出版 《李苦禅
画辑》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
沦陷后，社会上有组织妄
图 拉 拢 社 会 名 流 装 点 门
面，就威逼利诱李苦禅加
入，但李苦禅不为所动，
凛然拒绝，并且在无奈之
下断然辞去了教学职务，在
家靠卖画为生。

他的爱子李燕从小受到
父亲的艺术熏陶，也深爱着
绘画艺术，到了读中学的时
候，已经在学校有了些名
气，老师和同学们都夸他是

“小画家”。李燕听多了好
话，尾巴就翘起来了，平时
非常骄傲，只不过人家都看
着李苦禅的面子，不去说
他罢了。李苦禅发现了这
些之后，就把李燕叫到身
边说：“我们今天每人画一
幅 画 ， 一 起 拿 到 街 上 去
卖，看谁的价格能卖得更
高。”李燕不知道父亲葫芦
里卖的是什么药，连连摆
手说：“那怎么成？我哪能
跟父亲相提并论。”李苦禅
说：“我虽然被人称为画
家，但我与真正伟大的画家
比起来，还需要不断努力，
既然你连我都不敢比，那你
在 学 校 里 又 凭 什 么 傲 慢
呢？”李燕听了，羞红了
脸，头也低了下去。李苦禅
接着告诉他：“要想成为了
不起的艺术家，就一定要谦
虚，一定要吃苦。”

后来，李苦禅每次出去

画画，都带上李燕，捎上几
个凉馍馍，到吃饭时再向老
农要一根大葱啃几口，就算
是一顿饭了。李燕在这种艰
苦的训练中，画技也一天天
提高了。

“文革”中，李苦禅许
多珍贵的画作散失了。后
来，相关部门派人来到李苦
禅家，让他们去领回失散的
画作等物品。李燕拿回来以
后，发现那些画作里面有两
幅署着“李可染”的名字。
李可染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
画家，以画牛见长。李燕兴
奋地对父亲说：“真没有想
到我们还得到了一份意外收
获。”

李 苦 禅 当 即 正 色 道 ：
“虽然你没有去偷去抢，但
这毕竟是人家的东西，你私
藏不还，就是占取不义之
财。”随后，他命李燕把画
拿去还给李可染。李燕尽
管心有不舍，但也只能听
话，离家前他又转头对父
亲说：“我把画送回去，李
可染一定会特别开心，我
们可不可以叫他画一幅牛画
相赠？”

李 苦 禅 说 ：“ 赠 不 赠
画，要看人家的意思，若是
人家有心赠，你当然也就要
有心收，但收下后必定要给
予回赠，万万不可的是主
动要求他赠画。”李苦禅抬
头看着挂满一屋的画作，
语重心长地说：“人，必先
有人格，尔后才有画格，
人无品格而下笔无方，大
奸臣秦桧、和珅，他们并
非无才，他们的书画都相
当了得，然而他们人格如
此恶劣，让世人百代切齿痛
恨，手迹也无不被后人撕碎
如厕或焚烧。”

父亲的品格教育对李燕
的影响极深，李燕也逐渐塑
造起了“勤”和“诚”的人
格魅力，最终成为一代名
师。

据《西安晚报》

李苦禅训子

主要以收贮宝钞及各类铜
钱为主。依据置建顺序，南京
内府先后设有宝钞库、广源
库、广惠库和司钥库。内府宝
钞库设于洪武八年三月，由原
内府钞库更置，职掌宝钞出纳事
宜，设立时间上与明初钞法的推
行近乎同步。洪武十六年五月
乙卯，按照收支职权的差异，又
将内府宝钞库分立为宝钞广源
库和宝钞广惠库，“入则广源库
掌之，出则广惠库掌之”。

但从后续记载来看，广源

库的存在时间较短，其废革应
不晚于洪武二十六年。洪武十
七年又增设内府司钥库，该库
亦名天财库，设立之初仅掌宫
中锁钥之事，故名“司钥”，洪
武后期兼理钱钞收支事宜。凡
赏赐、折俸、买办等所支钱钞
多取自该库。

明初宝钞流通，内府钞库
作为国家楮币的收贮和发行总
库，地位至关重要。正统以后
随着国家钞法崩坏，钞库的财
政地位开始有所下降。

【钱钞类库藏】

明代内库分几类，都藏些什么

根据历史实录的记载，明
代 内 库 始 建 于 洪 武 二 年
（1369） 的南京内府库。作为隶
属于内廷的内侍机构，该内库
大使、副使均由内官担任。

至于该库职掌如何，史料
未予说明。“内府库”在洪武六
年以后虽仍有出现，但与洪武
二年至六年间具体库藏不同，
而是作为一种宫廷库藏的统
称。为承运库，仍设大使、副

使，皆以内官为之。
《祖训录》记载：承运库“大

使掌出纳宝货金银、珠玉、缎匹、
纱罗、布帛等项，副使佐之。掌
事掌文案簿籍、收支数目”。

此后，应宫廷需要以及国
家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南京
内库在名目和职掌上不断扩
充。依据各库收贮形态的差
异，大致可归为钱钞类、物料
类与综合类库藏三种。

南京内府的物料库主要由
甲、乙、丙、丁、戊字库和广
积、赃罚、供用等八库构成，
从库目数额来看，物料库是内
库的主体。明代为满足宫廷实
物消费以及国家财政层面的
赏赐、军备、折俸、营建等
实物支出，通常以上供、改
折、造办、召买等形式将全国
各地物料汇集于京师。明代物
料品种当在400种左右，且总额
庞大。

以 洪 武 二 十 四 年 （1391）
官方统计为例，全国岁征绢、
布总计 646870 匹，另丝绵、棉
花、漆、矾、铁、朱砂、水银
诸物共计3665390斤。因此，为

满足内府庞大的物料储备，洪
武十年十二月至十二年四月
间 ， 以 天 干 记 名 ， 分 置 甲 、
乙、丙、丁、戊五字库。

另外，内府广积库在洪武
十四年以前已经存在，该库以
收贮硝黄等军需物资为主。赃
罚库设于洪武后期，以收贮罚
没财物为主，建文朝曾一度废
革，洪武三十五年 （建文四
年） 七月成祖以恢复洪武祖制
为由再次重置。内府供用库作
为内府的重要食料库，掌御用
香米及内用香烛、油米并内官
主人饮食果实之类，该库设置
时 间 不 晚 于 洪 武 二 十 八 年
（1395）。

【物料类库藏】

根据史料记述，洪武六年出
现的南京承运库，除收贮缎匹、
纱罗、布帛等物料之外，还掌收
相当数量的金银宝货。

洪武十七年 （1384） 四月
原内府承运库已划分为内承运
和外承运两库，前者掌御用金
银、缎匹等物，隶内府，仍由
内官统领。后者隶户部，掌国

用金银、缎匹等物，大使、副
使皆用外臣。根据李义琼的考
证，南京外承运库在名称上又
简称或习称为承运库，二者实
为一库。洪武后期外承运库的
收贮形态有所变更，即由设立
之初的综合类库藏调整为专贮
绢布的物料库藏。

据《厦门晚报》

【综合类库藏】

← 记 录
明代内库著
作 《万历会
计 录 》 及
《酌中志余》。

B

中国古代由皇室直接掌控
的财库，的确叫内库。

自秦汉以迄明清的中国封
建王朝的财政，长期存在或隐
或显的二元财政格局，一是以
计司为代表的国家公财政，二
是为满足宫廷、政治等多重需
要，由君主 （或内廷） 直接掌
控的帝室财政，后者的直接体
现是以内库为核心的财政运作
体制的长期存在。

内库作为天子别藏，一方
面，与计司外库之间存在财赋
分配上的博弈关系，因此内库
的规模与调整势必关涉国家财
政的运作；另一方面，在家国
一体的制度环境下，内库作为
君主集权的财政杠杆，其职能
上的亦公亦私往往超出御用范
畴，成为国家财政的一端。

《魏书·高祖纪下》：其御
府衣服、金银、珠玉、绫罗、
锦绣，太官杂器，太仆乘具，
内库弓矢，出其太半，班赉百
官及京师士庶。

《旧唐书·经籍志序》：内
库皆是太宗高宗先代旧书，常
令宫人主掌。

在中国财政发展史上，明
代是一个重要变革时期。天启
元年户部专理新饷郎中杨嗣昌
在《恭承召问疏》中说道：“盖
在官者，莫多于内库，则议减
者，莫先于内库。”黄宗羲《明
夷待访录》 亦云:“天下之财
赋，先内库而后太仓。”

这 些 有 关 明 代 内 库 的 言
论，还不足以厘清明代财政的
全貌。内库作为传统财政的存
储、调度机构，具有浓厚的宫
廷与集权色彩。明初成立的内
库在性质上亦公亦私，是以负
责国家公共事务为主、皇室收
支为辅的机构。

内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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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余年庆余年》》里的里的““内库内库””历史上确实存在历史上确实存在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艺家艺事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电视剧《庆余年》播出
以来，受到很多关注。很
多人表示，以为看的是个
严肃权谋剧，但其实是个
喜剧。因为剧中很多词
语，都带着谐音梗，什么
“范思辙”“滕梓荆”“内
库”……

尤其“内库”（谐音“内
裤”），是剧中各方阴谋暗
算、斗争倾轧的核心线
索。但是，如果你以为“内
库”是单纯用来搞笑的，
那就不对了。历史上，内
库是真实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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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学飞翔》 李苦禅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