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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潘主兰是当代印坛中一位谦谦长者，虽
讷于辞令，但为学为艺，昼乾夕惕，孜孜不
倦，在其淡泊宁静的表象下，跳动着一颗探
索创新、勇于奋进的雄心。

潘主兰（!"#"—$##!）%原名鼎，字劳人，
号老瓜。祖籍福建长乐，生于福州。十余岁入
榕城名宿郑星驷门下，参加诗社，间涉绘画。
!"$&年就读于福建经学会国文专修科。后
研习甲骨文、《说文解字》、泉币及历代玺印
文字、印人、寿山石等，均有著述。!"'(年与
同道创立福州市金石书画学会。建国后执教
于福州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当潘主兰晚年将
已在艺坛冷寂多年的甲骨文书法，以古奥清
劲的新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刻引发轰
动效应。与此同时，具有篆刻艺术全面复兴
标志性意义的全国首届、二届篆刻艺术展先
后亮相，作为最年长的评委，潘主兰展示了
自己的精品力作，引人瞩目。在上海，《潘主
兰印选》的出版，古雅且时出新意的印风，更

使广大篆刻作者对这位深居简出的八闽老
印人慕而仰止。为了表彰其数十年来在书法
篆刻领域不断探索、实践中所取得的突出成
绩，$##!年 &月，仙逝未久的潘主兰被中国
文联与中国书协授予“中国书法兰亭奖成就
奖”，可谓名至实归。
潘主兰深受传统文化的熏染，视诗书画

印诸艺为自持自立的基本素养。绘画擅长梅
兰竹松及山水。潘主兰潜心书法，四体皆善，
尤精甲骨文。殷墟甲骨文自清末被王懿荣发
现以来，经过近代古文字学家、书法篆刻家
罗振玉、董作宾、叶玉森、丁佛言、孙儆、丁
仁、简经纶、杨仲子等筚路蓝缕的考释研究
与创作实践，最终将释读有限的甲骨文（目
前可释读约 $)##字）引入了书法篆刻艺术
的殿堂。建国后甲骨文的学术研究更为深
入，但书法创作渐趋冷清。此时具有书画家
素养及文字学功底的潘主兰，在借鉴前人的
笔墨技巧与学术成果上，进行了大量的、多

形式的甲骨文书法实践。潘主兰使笔如刀，
深得甲骨文原始、劲健与奇峭之美。即使是
两百余字的长篇巨作，骨力开张，疏密错落，
毫无懈笔，对“文革”后大陆书坛甲骨文书法
创作的兴盛，起到了推动作用。

潘主兰篆刻初宗秦汉，后上溯商周金
文、下追黄士陵，甚至取法新出土的长沙马
王堆帛书，以简约易识、印风清逸的两汉金
文印与隶书印最具个人特色。潘主兰在“百
花齐放”朱文印款中称：“主兰亦花也，刻此
记之”，斯言虽简，却自信满满。在“自己文
章”边款又称：“主兰文字，亦勿妄自菲薄意
也”，含蓄中寓自负的攻艺精神。!"(!年，其
撰写了一万余字的《谈刻印艺术》一文，利用
大量历代经典印章实例，对篆刻三法（篆法、
章法、刀法）及边栏、印式、旁款、鉴赏等进行
多个角度的阐述，不乏创作之箴言。如他在
谈到刻印经验时，借用了“手、眼、胆”三个
字，提出了手练熟之后要防止千篇一律地表

现技法。而“看印要看它的艺术形象实质，有
表现刀法、书法以及章法之外，还有内在的
如金石气、文学气……”对篆刻创作提出了
技法之外的更高目标。

潘主兰博通渊雅，却淡于荣利，治印一
道，抟心揖志，长达七十载，也从未有过出版
印谱的个人愿望。当寿登大耋时，在诸弟子
与友人的鼓动下，才推出了第一部篆刻专
辑。潘主兰反对泥古不化，佩服邓石如、吴熙
载，称他们“引导着若干印
人从复古主义思想下解放
出来”。反观其新创的汉金
文等印，数量虽不丰，但勇
开生面，只可惜传人颇乏，
未能扩散产生应有的涟
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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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近年来吴湖帆再次成
为艺坛关注的焦点，梅景书屋
门下弟子们的艺术成就也得到
了各界更多的关注，任书博先
生即是一位在书画与金石方面
都别有擅长的代表人物。过了
春节即将迎来他诞辰百年之纪
念期，明年元旦，上海文史研究馆与上海笔
墨博物馆将联合举办《纪念任书博百年诞
辰———松竹草堂书画篆刻展》。

任书博（!"!*+$#!$），祖籍镇江，早年
随父迁居沪上，原名世朴，后由吴湖帆改为
书博，斋名朴庐、松竹草堂。自幼性喜翰墨，
十二岁所书擘窠大字，即得到当时上海民
立中学校长苏颖杰的赞赏。十四岁自学篆
刻，十八岁立雪梅景书屋，追随吴湖帆左
右，受其耳提面命，艺遂大进。
任先生书法早年瘦劲秀立，颇得乃师

之风，后致力于碑学，凡先秦两汉、魏晋隋
唐之佳品无不心摹手追，形成了质朴浑厚，
气象高古的个人面目。任先生性格恬淡温
和，萧散儒雅，喜文人士夫之画品，力追倪
黄及思翁，可惜因时代关系，如今已存世不
多，然吉光片羽，已能见其真意，此次所见
之展品，笔墨醇和，法度森严，弥足珍贵。
潜心书画之余，任书博的金石才艺亦

蔚为可观，早年在吴湖帆指点下临刻《十六
金符斋藏印》原印千方，打下了极为深厚的
基础，后得其师所赐存世《汪关印谱》原拓
孤本，更是心摹手追，焚膏继晷。约于 )#年
代初始，便陆续为乃师刻印多方，吴湖帆多
钤于自得之作。其篆刻造诣亦得到当时诸
多印人青眼，金石巨擘皆与其交谊深厚，多
有作品交流，朱复戡赞其印艺“朴庐才艺著
浑穆，传统推陈径自开，最是非同凡响处，
不求闻达独崔嵬。”

! ! ! !很偶然的机会认识了画家田学森，了
解他的经历后在感到钦佩的同时也很好
奇。有三个关于他和他的画的问题：为什
么画华山？为什么用油画这种表达方式？
为什么画这么久？

画家沿国境线采风一年，途经华山之
时，为华山的雄奇险峻所折服。华山与黄
河一起孕育了中华民族。考古表明，古代
华夏文明主要聚集在以华山为中心方圆
五百公里左右的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
解释了“中华民族”称号与华山的关系，表
明了华山之于中华文明的价值和地位。因
此，以华山为创作的主要对象，是一位艺
术创作者对于中华文明潜意识的责任。山
上的一石一草一木一亭一屋，都是生命状
态的体现，山间的春夏秋冬，都似人生的
起伏和历史的更替，而画家本身跌宕的经
历，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性格，又赋予山、
水、草、木、时间、空间以及生命以独特的
气质。

传统水墨山水重在意境的营造和内
心的体现，借画体现艺术家的人格特征、
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有人会说，华山不
同于水墨山水般的黄山，它具有险峻的外
形，强烈的线条感和简单纯粹的展现方
式，这种特质可能用油画的方式来表达更
为合适。田学森的作品从图面的构造，线
条的选择，虚实的布局，明暗的体现都是
油画的方式，但一定程度上又有国画的痕
迹，这可能会被解读为中西文化的融合。
而我个人更倾向于认为艺术创作的方式
不是艺术作品最重要的内容，最为重要的
是艺术家内心对于人、对于自然、对于生

命、时间和空间的解读，这也是文明本身
最为重要的内容。同时，这也体现了一种
文明的生命力，即兼容并蓄的能力，重内
容而不拘泥于形式。
画家说，他画一辈子华山也画不完。

当一位艺术家完全投入到创作的过程，进
入物我两忘的状态时，时间之于他们是停
止的或者是感受不到的。面对华山的春夏
秋冬，画家自身也在不断螺旋式地经历创
作的春夏秋冬。因此，每一次的构图，每一
笔的涂色，都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次，都
是一次全新的创造。这个过程是个人、自
然、生命和文化的交互。“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一种只有创作
者个人才能体味的安静和震撼，尽管煎熬
但充满诱惑力。也唯有如此，这位画家才
形成了独特的视角，赋予自然以独特的解
释，为生命赋予意义，为文化赋予新的内
涵，最终达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状态。
一位孤寂的画家，以险峻的华山为创

作对象，用内心阅读自然，用画笔勾勒生
命，用画面创造华山的阳刚、雄奇、险峻和
包容。一切体现于画面但却超越画面，这
种力量，正是中华文化的魂。

!华山长卷!!!田学森七年油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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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第二届中国珐琅艺术大展暨宫廷
景泰蓝（上海）荟展”，在南京东路步行街的新
世界珍宝馆拉开帷幕。

此次展览新世界珍宝馆将宫廷景泰蓝引
进申城，汇集了五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米振
雄、张同禄、戴嘉林、霍铁辉、钟连盛及众多中
国最优秀的珐琅名家，如马福良、张雪莉、施森
彬、施君、周项麦等人。观众可以欣赏到多件精
美华贵的景泰蓝艺术珍品。
景泰蓝又名“铜胎掐丝珐琅”，俗名“珐

蓝”，又称“嵌珐琅”，是一种在铜质的胎型上，
用柔软的扁铜丝，掐成各种花纹焊上，然后把
珐琅质的色釉填充在花纹内烧制而成的瓷器
器物 。因其在明朝景泰年间盛行，制作技艺比
较成熟，产品又多以孔雀蓝为主，故而得名“景
泰蓝”。
景泰蓝诞生于皇宫，是皇家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皇宫大殿的主要陈设，亦是镇殿之宝。其

以极尽复杂的工艺、典雅优美的造型、鲜艳夺
目的色彩、华丽多姿的图案、繁多的品种造型
闻名中外，更以其用料的昂贵名满天下。“一件
景泰蓝，十件官窑器”。
景泰蓝距今已有 &##多年的历史，是最具

民族特色工艺品之一，它采用金银铜及多种天
然矿物质为原材料，集美术、工艺、雕刻、镶嵌、
玻璃熔炼、冶金等专业技术为一体。古朴典雅，
精美华贵，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深刻文化内
涵，被称为国宝“京”粹，是北京最具代表性的
“文化名片”，并作为国礼多次由国家领导人赠
送给外国元首%$##&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

此次展览由中国手工艺术工作委员会主
办，新世界现代珍藏品中心与荣会文化中心共
同承办，北京工美国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
办，旨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全面展示中国珐
琅艺术的发展成就、传承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