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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世纪二十年代出生且取得一定成就
的印人，其创作大多可划分为民国间崭露头
角的新人期，“文革”前脱颖而出的成长期，
“文革”十年的沉寂期，和七八十年代的再生
飞跃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中，始终
活跃于海上印苑的，无过于方去疾、单晓天、
吴朴堂三家。其中像单晓天少而岐嶷，年未
弱冠即拜大名家邓散木为师。五六十年代又
与方、吴合作了多部反映主流意识形态，具
有显著时代特征的印谱。即使在一片萧杀的
“文革”中，单晓天还参加了海上印人用简化
字集体创作的《新印谱》，艺术生涯未曾间
断，是一位幸运的印人。然而正当单晓天力
变印风，渐入佳境之际，驾鹤西去，年六十七
岁，令印人们深感惋惜。

单晓天（!"#!—!"$%），原名孝天，字琴
宰，别署春满楼、渴庐、遂在楼。浙江绍兴人。
自幼随父母定居海上，因家贫在绸布店当学
徒。初学小楷，及长喜篆刻，尤嗜邓散木雄阔

劲健一路，经书法家李肖白介绍，入粪翁门
墙，专研“新虞山派”印艺。又师从沈禹钟及
名画家唐云、张石园，间习绘事。&"'(年 )

月与画家江载曦在上海宁波同乡会办联展。
单晓天长期从事广告业，曾供职于著名的荣
昌祥广告公司，新中国成立后为上海市广告
公司工艺师。余暇耽志书印，创作颇丰。

&")$年至 &"('年间，正值创作黄金期
的单晓天与同龄契友方去疾、吴朴堂合刻出
版了《瞿秋白笔名印谱》、《养猪印谱》、《古巴
谚语印谱》等，之前三人还参加了中国金石
篆刻研究社集体创作的《鲁迅笔名印谱》。诸
印谱是海上印人在当时传统篆刻艺术遭受
冷遇的形势下，审时度势，以响应“双百”方
针，喜迎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或纪念革命进
步人士为契机，竭力争取篆刻艺术生存与发
展空间所做的努力。如 &")"年 &*月，党中
央和毛泽东主席对养猪问题作重要指示后，
全国群众性的养猪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单晓

天与方去疾、吴朴堂从报纸中收集关于宣传
养猪政策的社论、语录，另增加猪的良种、猪
体结构等内容，一人一句，精心镌刻，共得一
百二十余钮，巧妙地将心爱的篆刻艺术与时
政宣传相结合，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好
评，数部印谱也成为研究“文革”前海上印人
创作状况无法绕开的典范之作。

七十年代后中日建交，单晓天印作多次参
加上海大阪书法篆刻交流展，并随中国书法家
代表团出访日本。此外单晓天还勤于著述，八十
年代初与张用博合撰《汉印风格浅析》、《来楚生
篆刻艺术》、《散木印艺》等论文与专著。
单晓天小楷宗法“二王”，所摹《黄庭

经》、《乐毅论》、《宣示表》与《洛神赋》等舒和
隽永，气静神闲。亦善篆隶，笔法峻健，敦厚
中寓秀逸之韵，诚属艺如其人。单晓天篆刻
服膺邓散木，沿袭“新虞山派”数十年，虽腕
力、气魄不及乃师，所制章法、篆法一仍其
旧，但用刀、线条蕴藉含蓄，较邓氏外拓强

劲，纵横淋漓，属内擫
之法，更多了些书卷
气。单晓天晚年上溯
秦汉玺印，有意跳出
邓散木之窠臼，欲摒
弃一些装饰性、规律
性元素，利用篆法局
部变形及率意的刀法，追求自然率真之意
趣。然而天不假年，单晓天功亏一篑。

对于单晓天晚岁印艺，唐云在《单晓天
印选》序中总结道：“自谓改宗秦汉，稍稍讳言
本师，盖欲进踵前规，直求法髓，变法所至，多
所更作。然体格已成，终不能脱然无累，此则
九转之丹，火候未臻，固不可
以力气争也。”的是精当之论。
单晓天洗髓不能，宏愿未了，
但其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已
成为近现代海上篆刻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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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最近，纪念近代书画篆刻名家，书
法史学家、教育家李健的《李健书画作
品展》在上海笔墨博物馆举办。李健（李
仲乾）在我国清末、民国时期书画界享
有盛名，作为海派名家，是新中国上海
文史研究馆第一批馆员。

李健（&$$#+&"))）字仲乾，别署鹤然居士、鹤道
人，江西临川人，为李瑞清之犹子。“犹子”是古时侄子
的另一种书面称呼，而李瑞清本是李健的大叔，因无
有子嗣，即将兄长李瑞祖的三子李健过继为嗣，是真
的犹如儿子了。所以李健自幼就跟随李瑞清学习经史
典籍；在其亲自指导下从大篆开始习书，日练钟鼎文
三百字；更从小得以欣赏家藏书画、碑帖、图书等，有
得天独厚的家学条件。&"*(年，李瑞清在两江师范学
堂创立“图画手工科”，李健遵父嘱考入学堂，与胡小
石、吕凤子、姜丹书等为同期学员，&"*"年毕业，次年
到湖南长沙第一师范任教。&"&&年李瑞清赴京参加中
央教育会议时，李健亦赴京应学部试，同住临川会馆，
常陪身边。此间李瑞清与谭延闿、曾熙等人多有金石
书画鉴赏活动，并常就有关书法史展开学术讨论，李
健得以忝列其间，无异是一难得机遇。清室覆亡，李健
正值而立之年，即随李瑞清到上海定居，其间虽在杭
州、南京曾有短暂的授课活动，但大多时间伴随仲父
在沪。&"#(年，四十五岁的李健远赴南洋，开始了八年
教书育人、鬻书卖画的生涯。&",)年，回国定居于上
海，继续设帐授徒，从学者众多，并在上海美专兼任教
授，走的正是李瑞清晚年人生之路。

本次展品，大多是李健书画作品的珍贵原件，还
有部分复制件。因李健时随李瑞清左右，受其指导最
为具体、细微，故深得其书法真传。他对商周甲骨文、
金文乃至秦汉篆隶、章草，及六朝、隋唐正书皆有系统
的研究与梳理，辨别源流、区分正变，延续并丰富了李
瑞清的书学实践。所以展出的数十幅书法作品有条
幅、对联、镜片、扇面丰富多彩，不同书体、不同碑帖，
件件均为佳品，风格迥异、尽善尽美，令人观为叹止。

! ! ! !吕吉人画展“重彩江南”&$
日起将在上海画廊展出，展出的
)) 幅作品多为描画江南水乡的
作品，其中 &-幅枫泾和两幅湖州
双林水乡风景是近年来的新作。
吉人老师善画水，他说：“我

对水是敏感的。在我的绘画作品
中，最频繁也是最得心应手的题
材，就是水。无数次，我描摹着中
国的江南水乡，小河、河边的老
屋、石板桥和小船；无数次，我描
摹着威尼斯水城，水巷、岸旁的古
宅、石桥和贡多拉；水波在夕阳下
泛着如金的光泽，晨曦微露中迷
漫的紫色的水雾。我觉得水是柔
情的，充满着回忆、沉思和联想。
所以，我在国外画水的时候，是会
思乡的。那涟漪在我的笔下荡漾
开去的当口，我就想，世界上的
水，一定是相通的。”
吕吉人画水，糅合了国画、书

法，甚至西画的技法。他利用倒
影，显出水的深度和斑驳；利用水

波，表现水面的平度和开阔；利用
透视原理画水纹，近浓而粗长，后
淡而细短，使之产生一种变化和
动感。这样的水，当然成为这幅画
中最抒情的元素。
美术批评家刘传铭说：吕吉

人描绘的纽约街景、威尼斯风光、
江南水乡、浦江夜色，都是我们熟
悉的景物。要解决好真实呈现和
虚幻表现之间的关系，要将工笔
重彩画得工整而不拘谨，抒情而
不冷漠绝非易事。当我们深入吉
人的画中时，我们不难发现画家
对水的发现和表现，对水的钟情
与迷恋，以及描绘水的得心应手。
画家用粗的、细的、长的、短的、线
条来表现波长水阔的情状，用倒
影和灯光来映衬水之明丽与宁
静，用绚烂的色彩与起伏的波动
来呈现威尼斯的旖旎风流……画
家在为天下之水传神写照的同
时，也画出了水之精神与共性：上
善若水，至美是水。

! ! ! !宋代被誉为“中国绘画和陶瓷的
伟大时期”，“汝、官、哥、钧、定”五大名
窑技艺炉火纯青。目前，宋代的“五大
名窑”的名品，多数收藏在国内外著名
的博物馆内，民间少有留存。这使“五
大名窑”身价倍增。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本届五大
名窑珍藏品荟展”在南京东路步行街
的新世界珍宝馆内举行，它将近年烧
制的汝瓷、官瓷、哥瓷、钧瓷和定瓷，齐
聚珍宝馆内，以一种别样的姿态开启
了一段“探寻名窑”之旅。

本届五大名窑珍藏品荟展汇集了
&$*多件瓷质精良、色泽淡雅，纹饰秀
美的“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名
瓷，包括汝窑：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孟玉
松、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韩琴、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孙现锋、非物质文化遗产
（汝瓷烧制技艺）代表传承人胡忠成、

非物质文化
遗产（汝瓷烧
制技艺）代表
传承人花海
波、非物质文
化遗产（汝瓷
烧制技艺）代
表传承人王
振峰；官窑：
河南省工艺
美术大师何
浩庄、浙江省
工艺美术大
师郦越宁、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何世忠、河南省民
间工艺美术大师胡捷、高级工艺美术
师陈连义；哥窑：青瓷设计师、衢州衢
窑研究院创始人汤伟；钧窑：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孔相卿、河南省工艺美术大
师孔春生；定窑：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和

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
承人庞永辉、河北省工艺美术大师韩
庆芳，全面反映了汝、官、哥、钧、定五
大名窑艺术魅力及工艺水准的传统作
品，淋漓诠释了中国宋代古朴含蓄的
清雅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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