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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提起沈嘉禄的大名，有点如雷贯耳。在作家圈
里，以多产著称，且下笔直如风雨快，顷刻间一篇
声情并茂的美文便跃然纸上；他又是个美食学者，
借着文字的造诣，将各派菜肴的来龙去脉、风味特
色娓娓道来，粉丝何止千万。然而知道沈嘉禄会画
画写字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典型的画名被文名所
掩的例证。
享有画名的是沈嘉禄的三哥沈嘉荣。沈嘉荣

毕业于上海轻专美术专业，那是当年上海不多的
专业美术学校，在那里得到系统的美术训练，这就
有了童子功。毕业后分配到青岛工作，在那里开花
结果，尤以儿童画创作成绩斐然，在全国美展和联
合国有关机构的展览上多次得奖，入了中国美术
家协会，当了教授、研究生导师，一副艺术家架势。

!月 "日至 #$日，《我们小时候———沈嘉荣沈
嘉禄兄弟水墨小品展》在南京东路 !$$号朵云轩五
楼举办。我估计沈嘉禄是跟着乃兄玩的，但年龄上

相差 "岁，好比李白与杜甫也相差 "岁，而人生境遇及回望童年
的感觉就会大不一样。有差异就一定会有多样性、丰富性，以及
由历史背景投射所产生的复杂性、特殊性。嘉荣眼里的童年是人
的童年———儿童的游戏与家务劳作，彼时没有电脑，没有游戏
机，连玩具也十分难得。游戏是自己设计的，如斗鸡、撑骆驼等；
玩具是自己做的，如毽子、风筝等，劳作也是生活观察，比如采
莲、钓鱼、剥豆等。多彩多姿的儿戏图，是人物画的一个亚种。
据嘉禄说，是哥哥给了他美术启蒙，但从嘉禄不画人物来

看，哥哥因过早地离开上海而未及传授过他更多的绘画技艺。
不过，是种子总要萌芽，嘉禄的美术爱好终于没有被文学创作
所覆盖，他另辟蹊径，画山水、花鸟、鱼虫，倘若要凑上童年印
象，那么山水直接是城市风景，花鸟鱼虫则打开了儿时的记
忆，用儿时的眼光进行审视，同样充满童趣。

儿戏图，或者说是表达儿童生活场景的画面，古自有之。
宋代宫廷画家的婴戏图，以细腻的写实笔法，将儿童以及戏耍
的环境画得惟妙惟肖。一样惟妙惟肖地表现着儿童的沈嘉荣，
却一改宋画森严的描述，而是轻松自如，这和儿童的秉性、儿
童的情趣似出一辙。中国画的发展，从工整写实到放逸的写
意，无疑是要装载性情，抒展心境。这不能说是中国画的最高
境界，但至少是画家的最高境界。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沈嘉荣儿时生活的表述，是难得
一见的婴戏图式的写意画，需要强调的是：写意婴戏。
一位历经沧桑的画家，还能鲜活地还原儿童的形象与情

景，便让人看到了纯真的童心与艺术契合的魅力。
沈嘉禄的画，是从新闻界退休后、也是文字劳作之余的消

遣，优哉游哉，不受世事干扰，自己是主宰，因此，松弛和随性
时时可见，这与眼下画家的刻意求成形成极大反差。因为自我
为主，所以有充分的自我；因为是消遣，所以能揽得无穷的生
趣；因为无烦无扰，所以无往不胜。他展出的作品除城市建筑
之外，儿时熟识、钟爱的花花草草、小鱼小虫以及自制的玩具，
也都鲜明地记录了童年的观察心得。
兄弟联展在上海不多见，兄弟俩传达儿时的况味也是首

例。时光如梭，人生苦短，历经沧桑后的书生文人，把半个世纪
前的城乡和谐生态及儿童嬉戏场景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
眼前，怎么不让人思绪联翩、心潮澎湃！

沈
氏
兄
弟
的
童
年
画
像
"

江

宏

! ! ! !在原材料日趋稀少的今天，用大块
玉品雕刻山子的工艺品已非常少了，更
何况用大块的和田籽料雕刻山子，则是
少之又少。工艺美术大师曹平近日刚刚
完成用三十二公斤重的整块和田籽料
雕刻的山子———阿房宫。山子的四面面
布满了亭台楼阁、小桥流水、飞檐斗角、
花草树木、人鸟禽兽。整个山子洋溢着
人间烟火、盛世太平的华丽美景。这件
和田籽料雕刻的《阿房宫》，从构思到全
部完工，前后共用了十余年的时间，真
可谓是好事多磨。
说起十余年前的事，曹平还是记忆

犹新。那是 $%%%年曹平在朋友处看到
了这块重达三十二公斤的和田籽料，仔
细观察此块籽料，油性十足、玉路清晰、
质地也算上乘。他便决意买下了。
买下这块籽料后，有几位好友从商

业角度考虑，认为应该将大料分解，做
镯头、吊牌、挂件等小作品，这样出手
快，卖价也高。而曹平的父亲认为这么

一块料，切成小块很方便，但要找到这
样一块大料，却是很困难的，在自然界
里生存了几千年甚至上万年而形成的
一块玉料在你手上支离破碎，这是暴殄
天物，是一种心理犯罪。父亲的一席话
坚定了曹平的决心———做一件大作品。
就这样，这块料放置了几年后，曹平酝
酿成熟了自己的作品方向———山子。说
到山子，首先想到的是举世闻名的现收
藏于北京北海团城承光殿前的“渎山大
玉海”和收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禹
治水》《会昌九老图》。这几件山子作品，
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再创作
雷同作品已没有必要，曹平想到了飞禽
走兽、亭台楼阁。
曹平年幼时学工笔画，后拜师专攻

线刻，尤其擅长界画风格的线刻，多年
的线刻学习和实践时光，曹平特别喜欢
界画名家袁江、袁耀叔侄两人的作品。
袁江是我国绘画史上有影响的宫廷画
家，专工山水、楼阁界画。在清康熙、雍
正、乾隆时期，楼阁工整山水当以袁江
最有名。他的侄子袁耀也是专工画山
水、楼阁界画。叔侄俩为世人留下许多
精美作品，尤其是大幅精美作品《阿房
宫图》及《骊山避暑十二景图》，无论布
局，渲染，以至点景人物，都精致到了极
点，让喜欢界画的朋友啧啧称道。想到
袁江、袁雕叔侄两人的作品，曹平满脑
是绿水青山、楼台亭阁的画面，在翻阅
大量资料和工具书之后，曹平决定创作
一件以阿房宫为题材的玉雕山子。

这块三十二公斤重的和田籽料论
油性、成色都算上乘，但难免也有隔缝
和瑕疵。曹平按照石纹的走向画上线
条，排列好人物、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寸草花木和动物等等，着手开工，粗坯
伊始，就发现了意想不到的瑕疵，这也
应验了一句老话“无瑕不成玉”，曹平边
雕刻边不停地调整方案，先后不下几十
次修改，真是一波三折。

作为一位大师，曹平的社会应酬较
多，并不是所有的应酬都能推辞的，再
加上朋友造访、自己手上还有其他作品
要做，曹平也只能利用休息的时间，特
别是放长假的日子，把自己开心地关在
工作室，排除所有的干扰，一干就是几
天。对于这种尺寸大小的山子，本也不
易一鼓作气完成，曹平是边雕刻边琢磨
边改进方案，做做停停，停停做做，历时
十年，一件气势磅礴的阿房宫山子终于
全部完成。

和田籽料玉雕山子———阿房宫，展
现了秦朝鼎盛时期达官贵人们莺歌燕
舞的侈靡生活。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
宫赋》写到：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
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
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
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複道行
空，不霁何虹？……曹平也是动足了脑
筋，在《阿房宫》山子作品中，巧妙布局
的亭台楼阁隐临山中，飞檐斗角气势非
凡，小桥流水春意盎然，花草树木比比
皆是，人鸟禽兽生动活泼。满工圆雕的
山子，深挖浅雕恰到好处，整个《阿房
宫》山子共有多少亭台楼阁？多少人鸟
禽兽？就如许浑的《咸阳城西楼晚眺》诗
中写到的一样：一上高城万里愁，蒹葭
杨柳似汀洲。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
来风满楼。鸟下绿芜秦苑夕，蝉鸣黄叶
汉宫秋。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
水流。

玉雕山子阿房宫 " 张 东

! ! ! !一个人想自在，说来容易，做起来
却很难。生活好像总是不能如想象般的
如意。一个人要自在，必须首先学会舍
得。许多人想得多的是得，少想的却是
舍。道理人人知，做起来却人人不知，很
是矛盾，艺术也是这样的。
一日和老友杨在兴先生叙谈。杨在

兴先生说，他崇拜的大画家中要数现代
的来楚生和古代的八大山人，看他们的
画能懂得艺术中的舍字，他们的绘画，
没有废笔，笔笔精到，多余的东
西在画面上都舍去了，给人们
留下的却是无限的想象。其做
人也是如此，实在是我们后人
学习的榜样。我笑着对杨在兴
说，我俩相识也有二十多年了，
在这这些年里，你的画从本质
上看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
还留有你二十年前送我的画
作。没有想到杨在兴却说出了
他的一番心里话。五十年前，他
随当时名画家陈莲涛先生学习
绘画，非常认真，一丝不苟的画
着先生的画。后去当兵，在军营
里，他的画作也非常受欢迎，久

而久之就在先生的绘画样式里走不出
来了。记得很清楚，那是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后，新的绘画思潮兴起，旧的画册，
画论的书刊，又有重刊，杨在兴的思想
也起了变化，他向老师陈莲涛先生请

教，陈莲涛先生就和他说，你的画太像
老师，肯定不好，如要成为一个真正的
画家，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齐白石老
先生对学生说过这一句话“学我者生，
似我者死”。要放开自己的思想去画自
己喜好的东西，我教你的是笔墨，要师
法自然，外师造化，从大自然中吸收绘
画营养。他遵循老师的教诲，由此自己
在绘画这方面不断进取，画出了些自己
的风格，看到他的画，就会认出，这是杨

在兴的画。
杨在兴已到古稀之年，

却十分好酒，酒量很大，我总
是说他见到酒两眼发光，他
十分好白酒，七八两酒下肚，
很是精神，不见醉态，我总喜
欢问他酒后干什么，他说回
家画画，有时能画出非常好
的画。我说你自鸣得意去
吧，他说真的，酒后胆大，
作画也是如此，他深深知道
自己绘画艺术上，很是拘
谨，不够大胆、放松。而在
生活上却十分放松，自在，
这就是人的两面性。

自在 " 王人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