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龙泉窑刻划花十棱执壶

篆刻家李文骏近期在上海朵云轩举行
篆刻书法展，引起艺术圈和收藏界关注。

身为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就已参加
《新印谱》创作的老资格印人，李文骏先生
成熟的印风、 丰富的习艺经历和有效的教
学模式， 确实已步入了可以回顾与总结的
时段。

明清文人篆刻体系中， 最具地域流派
特征的当属浙派篆刻艺术， 自西泠八家后
涌现出了王福庵、 韩登安等为代表的新浙
派印人。 经过数十年的不断发展，如今新浙
派印风在海上印坛已根深本固，从者如云，
这也是李文骏的尊师江成之先生数十年来
矢志不渝的坚守与推广， 以及江门众弟子
严循师训，秉承这一优良传统后的结果。

李文骏属于早慧的印人， 在上世纪六
十年代末即师从江成之先生， 后来有幸参
与了《新印谱》第三集的创作。 时值廿五岁，
风华正茂的李文骏用心创作了四枚不同形
式的印章，简约之中不失古典韵味，并展露
出其扎实的线条基本功底。

李文骏在乃师的循循诱导下， 长期浸
淫于传统的浙派篆刻艺术中， 摹刻西泠诸
子印章无数。 李文骏勤奋且悟性高，早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已脱颖而出。1978 年，在
篆刻资料、刊物尚处匮乏，发表个人印作难
乎其难的年代，《书法》 杂志刊登了江成之
先生与文骏兄等师生四人合刻的 《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歌歌词》系列组印，引起广大篆
刻爱好者的极大关注。 至八十年代，李文骏
的作品获得了西泠印社首届全国篆刻作品
评展优秀奖， 并入展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
首届篆刻艺术展等重要展览， 这些展览是
现代篆刻艺术开始走向繁荣的标志， 在现
代印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文骏兄能
及时敏锐的抓住机遇， 频频展现自己的印
艺，以致成为江成之先生门下成名最早、最
引人注目的优秀弟子之一。

光阴荏苒，不知不觉中李文骏已在自己
这片篆刻田地里辛勤耕耘了近半个世纪。其
间李文骏自己不仅进行海量的创作，留下了
许多精品力作，他还继承了前辈遗风，将不
少精力花在授业布道之上。 他除广招弟子，

细心指导外，又在上海各区文化馆、老年大
学等开设篆刻、书法等课目，运用自己丰富
的艺术创作与教学经验，大力普及篆刻艺术
知识，常常手把手的辅导学员，带领他们参
观篆刻展览、 举办学员作品展览会等等，把
一门如此专业的艺术创作交流活动搞的红
红火火，吸引篆刻爱好者人数之多，学员热
情之高涨，在同道中实属难得。

笔者长期以来对李文骏的篆刻创作与
研究成果颇为留意，他曾出版了《李文骏印
存》、《篆刻 10 讲》、《隶书百日通》、《齐白石
印举》、《钱瘦铁印举》等印谱与专著，可谓
成绩斐然。

西泠八家中蒋仁、陈豫钟、赵之琛等相
以善刻精细的长款而著称， 字数甚至多达
近千字，令人叹为观止。 李文骏继承了这一
优秀传统， 在篆刻上海老城厢中 “龙门书
院”、“敬业书院”时，单刀楷书长跋边款有四
五百字，密行细字，洋洋洒洒，无一懈笔。 之
前李文骏展示有“皆大欢喜”印作，四面款中
节录《金刚经》达一千一百余字，字画小如虿
尾，笔笔到位，观者无不击节叹赏。

综观文骏兄历年印作， 可以清晰见到
其多头探索与学习的轨迹。 李文骏在江成
之前辈长时间的严格指导下， 以传统浙派
为根底， 上溯周秦两汉， 并力求 “印外求
印”。 除篆刻创作之外，文骏兄还善四体书
法，挥洒自如，体现出其全面、深厚的艺术
修养。

“印外求印”
———谈李文骏的篆刻艺术

张炜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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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雄辩
———细品张弛的《云水谣》系列作品

洛 夫

张弛的画一向在对大自然的拥抱中体
现了生命的丰富而坚韧的质感。 其实自然
就是她的内心世界， 表现一种人与自然的
和谐关系， 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
想：天人合一。

她的《云水谣》系列水墨山水可说是她
最重要的代表作， 道出一种 “虚实相涵”，
“动静共生”的艺术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
不需诠释，不必言说，正应了诗人简政珍的
一句话：“沉默不是哑巴式的无言， 而是语
言趋于饱满的状态”。 一位画评家评论张弛
的作品时指出：“她有充满灵性才气的一
面， 也有追求诗意性灵以及天人合一的宇
宙精神”。 这话不错，但我更发现张弛最大
的特色乃在于：有时笔势汪洋恣肆，大开大
阖，有时意境又那么令人宁静致远，表现出
一种无言的雄辩， 以及雄辩背后形而上的
真意。

当然这种境界绝非偶然的得之。 她的
画绝不是凭空臆想，闭门造车，显然是长期

受到传统艺术的浸润， 长期对大自然的体
悟与神会，然后才得破茧而出，像彩蝶般舞
出一道眩目的风景。

水墨画是画家与自然的对话， 这似乎
是中国绘画一项极为重要， 万古常新的传
统，王维、孟浩然、柳宗元的诗和画都具有
这样的特色。 证诸《云水谣》的连作，张弛已
传承了它，且发挥了更大的艺术效果。 她笔
下的意象并不是我们眼中的物理世界，而
是她创造的空间，一个心灵的意象世界。 柳
宗元在一篇文章中说：“美不自美， 因人而
彰，其意乃在”，平日我所见到的自然景物，
它本身无所谓美不美， 如要使它成为美的
东西，就必须通过人的审美活动，让人的意
识去发现它、唤醒它、点亮它。 张弛就是这
位从现实中去发现美、唤醒美、点亮美的画
家， 她运用笔墨把普普通通的事物变成意
象，化为一个渗有她个性，情感和思想的心
灵世界，这就是张弛的世界。

（作者系华人新诗泰斗、艺术家）

自古文化人之间惺惺相惜是最为珍贵的。 前年，上海著名山水画家乐震文、张弛在加拿大与年近九旬的华人新诗
泰斗、艺术家洛夫先生相遇相识，谈诗论画，同声相应，同心相知，结下了不解之缘。洛夫先生颇为欣赏乐震文和张弛的
画作，特别为张弛的山水画代表作《云水谣》写了赏析文章。 彼此间写就了一段艺坛佳话。

11 月中旬， 《问水听山》———纪念张大昕先生诞辰 100 周年山水作品展》、 《时光镜影———张大昕、张弛父女作
品展》将分别在上海文史研究馆 和“八号桥艺术空间—1908 粮仓”推出。 张大昕先生是上海老一代的艺术名家，今年
正逢其一百周年诞辰。张大昕先生生前创作的不少耳熟能详的年画名作中的少女形象，大多来自他的女儿张弛。如今，
张弛也已经成为驰名海上画坛的具有代表性的女画家之一。张弛特别表示，她把洛夫先生为其所作的《无言的雄辩》一
文，在文汇报“中国书画”专刊独家刊发，以期借助洛夫先生这位大诗人的独特视角，帮助读者对她作品的理解。

诗人笔下的画家

画家笔下的诗人

认识洛夫是一种福气
也是一种激励

乐震文

由上海君悦文化、 杭州博物馆等主办的 《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展》 最近在杭
州博物馆推出后， 引起了浙江文化界和收藏圈的关注。 将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并
置展出， 这还是头一回。 海派书画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 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
名窑， 龙泉青瓷是浙江文化艺术的 “四宝” 之一。 虽然彼此分跨不同地域， 属于
不同的艺术类别， 但是并置在同一个博物馆以一个独立的题目展出， 确实起到了
别样的艺术观赏效果， 是海派文化和浙派文化一次很好的交流和弘扬。

当浙江青瓷与海派书画相遇
杜正贤 沃明东

青瓷的发明是华夏文明创造
及文人抒情诗意的延伸

浙江是人类古瓷器的发源地，东汉末
年青瓷的发明是华夏文明创造及文人抒
情诗意的延伸，特别是它形式的调子和胎
釉的深幽绚烂， 既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习
惯，又登堂入室为雅艺术，开创了新纪元。
龙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开创于三国西
晋， 结束于清代， 烧造瓷器的历史长达
1600 多年， 是全世界烧造瓷器时间最长
的名窑。 特别在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迁都
浙江临安（今杭州），在皇室的支持下，以
龙泉大窑为中心的龙泉窑瓷业，学习吸收
了南宋官窑的先进制瓷工艺，有了重大的
改变和提高，达到了鼎盛时期。 南宋外销
产品都以龙泉青瓷为主，由荷兰商人来泉
州运至欧洲，价与黄金同值，欧洲皇室、名
流、 名门望族都以收藏龙泉青瓷为荣耀，
法国人士更是为之倾倒， 以 “雪拉同”称
呼，并一直沿用至今。 13 世纪末，元朝建
立了横跨亚洲、东欧的大帝国，元政府先
后在上海、庆元（今宁波）、杭州、温州、广
州等设立市舶司，以“官本船”的形式对外
贸易，那时期的龙泉青瓷花式品种更十分
丰富多姿，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大量
销售到亚洲、非洲等国家。据明朝《大明会
典》记载，“当时规定外销瓷盘每个售价为
150 贯”，价格是很高的。 至今全世界各大
博物馆、文博机构、著名院校都有收藏、展

览展出古代龙泉青瓷，经常发表学术论文
及出版专著刊物。 特别是佳士得、苏富比
经常有古代龙泉青瓷拍卖专场，各地古玩
市场也汇集了许多精美的古代龙泉青瓷。
如今，观摩、学习的机会有很多，收藏的渠
道也很畅通， 向专家请教比以前容易了，
去龙泉窑实地考察的交通也很便捷。这些
因素，让我们更能学习、掌握龙泉窑青瓷
的相关知识， 更能理解龙泉窑青瓷之美。
郭沫若先生说：“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
化生，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 ”
古代龙泉青瓷之美， 不仅仅在于器型、釉
色，而在于“为人所化生”，即古代劳动人
民超高的智慧与创造； 古代龙泉青瓷之
美， 不仅仅在于这些器物是谁拥有的、档
次有多少高，更在于它的爱护性传承并弘
扬光大。

海派书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曾
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19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美术史上逐渐
崛起一个被称为海派或海上画派的画家
集群。 它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吸纳并且引
领着苏、浙、皖乃至更大地区的艺术力量，
其画家阵容之浩大， 绘画风格之纷繁，以
及得时代变革风气之先的显赫声势和深
远影响， 均超过了此前的所有地方画派。
海派书画在中国美术史上曾经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力。

总体上海派书画家划分为三代， 第一

代以赵之谦、任伯年为领袖，主要成员有张
熊、任熊、任薰、胡公寿、虚谷、蒲华、钱慧安
等，均是清末中国画坛的一流名家。第二代
“海派书画”的领袖是诗书画印四绝的吴昌
硕， 主要成员除高邕、 陆恢、 王一亭、 黄
宾虹等人外， 还有一批相当重要的 “大师
中的大师” 即发展和打造大师的人物， 如
沈曾植、 李瑞清、 曾熙等先后培养了于右
任、 张大千、 吕凤子、 王蘧常、 李仲乾
等； 康有为栽培及扶植了刘海粟、 徐悲鸿
等。 第三代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
“三吴一冯” 即吴湖帆、 吴待秋、 吴子琛、
冯超然为代表的 “海派书画” 则处于全盛
时期， 这个时期及之后时期的主要成员有
赵叔儒、 刘海粟、 徐悲鸿、 张大千、 潘天
寿、 陆俨少、 谢稚柳、 程十发、 唐云、 贺
天健、 来楚生、 江寒汀、 张大壮等。 海派
书画一方面个性鲜明， 重视书画诗印全面
的修养， 另一方面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
养， 雅俗共赏， 形成兼容并存的格局， 使
绘画更加符合社会审美需要， 真正走向市
场， 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

海派书画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符号。 龙
泉窑是地处浙江的名窑，龙泉青瓷是浙江
文化艺术的“四宝”之一。 尽管两者表现的
形式和侧重点不同， 但在本质上是相同
的，都属于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 此次别
开生面的跨地区、跨类别，内容丰富的艺
术展览，也是海派文化和浙派文化一次很
好的交流和弘扬。 （作者分别为青瓷研究
和书画研究专家）

▲桃实图（中国画） 吴昌硕作

前年夏天， 加拿大温哥华的国际画廊
举办大陆三位女画家展， 我随夫人张弛到
达了久别的温哥华。 国际画廊陈先生是我
的老朋友， 他是借着这个画展让我去加拿
大会会华人画家朋友圈， 开幕那天各界华
人加上加拿大政界学界来的人特别多。 这
次去我又见到了移居加拿大的李行简、 程
树人、 姚继良、 周先生等一大批书画家和
爱好者， 说话十分畅快， 谈艺术， 谈华人
书画家。 画廊陈先生还有意组织我们以文
会友， 笔墨传承友谊， 留下了许多合作的
印记。 在我们将要回国时， 陈先生说要找
几个朋友陪我吃顿饭， 他边开车边自语朋
友的名字， 当说到 “洛夫” 二字时， 我快
速反应说“能否与洛夫一起用餐”，我不熟
悉华人文学，但是听说过洛夫的诗文，我喜
欢洛夫的诗歌， 也知道他在国际华文圈中
有着很高的声望。

“你知道洛夫？ ”陈很吃惊，他说“能知
道洛夫的人也不一般呀”，我们两人边说边
商量，于是陈夫人给洛夫去了电话，洛夫邀
请我们餐前先去他家。在去的路上，陈先生
和夫人你一句我一句介绍了很多关于洛夫
和他夫人的故事，并说他夫人因手受伤，本
来想在家中请我们吃饭的； 还说他夫人烧
得一手好菜，还说我们这一去，肯定会有好
吃的让我们品尝。 果不其然，到了洛夫先生
的雪楼，他夫人就端上刚煮好的宁波汤团，
完完全全江南味道，甚是好吃。这一口汤团
下肚，立即拉近了主客之间的距离，于是我
们从吃到书画， 再从书画到诗文， 谈兴大
发。 言谈之间才得悉洛夫先生不仅诗写得
好，而且还有一手好书法。 他不无得意地告
诉我们他的很多书，里面的诗是他写的，书

法也是他自己写的。 他还签了名送给我们
他的诗文集，并请我们点评他的书法，很是
谦虚，虚怀若谷，一派长者风范。 一旁的陈
先生和洛夫夫人看我们谈兴正浓， 提议让
我们动动手， 让我画好请洛夫先生题上诗
文，洛夫先生说这个桌子是吃饭用的，书房
在二楼，多有不便，他夫人听罢，立即动员
大家动手清理搬空桌面，很快铺上毛毡，置
备好文房用具，于是我即兴画了两幅，洛夫
要我画得简单些，我就尽量从简。 画好后，
他高兴地在画上题上自己的诗句。 我们完
全成了诗与画的“忘年交”。

此时，天色已晚，肚子里几个汤团也不
知去向， 我们驱车前往洛夫先生预订的餐
厅，这家餐厅我们之前已来过几次，而这次
由洛夫先生负责点菜， 那是别有一番风味：
牛肉粒、手撕鸡、清蒸鱼、鲜菇汤以及蔬菜，
这一餐不仅菜好吃， 更因为与陈先生夫妻、
洛夫夫妇一起享用，真是美在不言中。

回家路上，我们先将洛夫夫妇送回家，
他又与我们联上了“微信”，从此我们可以
在微信中相会。 回国后我从微信中得知，洛
夫又去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了友人孩子的婚
礼，接着又到大陆，去内蒙古领取了华人诗
人大奖。 我也希望我和洛夫先生的友谊，能
够如同他的步履，且行且健，不断融入新的
内容。

都说一个人的文格即是人格。 从此，我
读洛夫的诗歌，感受怎么会和他人一样？ 我
为能够结识这样的作家朋友而感到骄傲自
豪！ 也深深感激国际画廊陈先生做了牵线
人。 认识洛夫是一种福气也是一种激励。

（作者系教授、上海海事大学徐悲鸿艺
术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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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铸就辉煌（篆刻） 李文骏作

▲

空纳万境（中国画） 张弛作

▲山色空濛 （中国画）
张弛作

▲云水谣 （中国画）
张弛作

� ▲ 图为乐震
文、 张弛夫妇
正在观摩洛夫
进行书法创作

艺术交流 篆刻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