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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将于 !"#!年 $%月试展的中华
艺术宫中，将开设任伯年《群仙祝寿
图》专厅。
《群仙祝寿图》是被英国《画家》

杂志称为艺术造诣可与梵高比肩的
“海上画派”杰出代表任伯年的经典
之作。$!条屏的每屏高 !"&'(厘米，
宽 )*')厘米，合起来总宽为 +#,厘
米。画作表现的是西王母庆寿蟠桃
会的隆重富丽场面，画中包括西王
母、小姐、宫女、群仙共 ,&个人物，
在形象塑造上画得平易近人，可亲
可爱，更是透露着任伯年作为民间
画家出身而自然而然融进了平民的
情感。

工笔重彩是中国民间年画、漆
画、壁画中的一个重要传统，任伯年
把这一传统在《群仙祝寿图》中作了
充分的发挥和运用，并适当处理画
面中的远近透视和光色明暗关系，

使得《群仙祝寿图》与一般的国画作
品相比亦有很多不同之处。从《群仙
祝寿图》中，我们可以看到任伯年早
期的人物画中的“钉头描”的特点：
由于钩线甚工，但出锋过猛，使线条
出现“钉头”的痕迹，影响了线条的
含蕴之美。
任伯年为创作这套金笺工笔重

彩《群仙祝寿图》，金笺所用的金粉
要达多两黄金，成本颇高。据说上世
纪 )%年代初，著名书画鉴定家、收
藏家钱镜塘外出用早餐。路过一家
古玩字画店时，看见店内有人正在
从一幅金笺画上刮着金粉。仔细一
看，他认出那是著名画家任伯年的
作品，赶忙上前问究竟。老板答道，
市场不景气，字画卖得不好，想刮下
金粉，熔金卖钱。钱镜塘不禁喜出望
外，同时又心痛不已，这正是任伯年
的代表作《群仙祝寿图》！他当即出

价 ,%%元，买下了全部 #!幅条屏。
后在唐云的再三恳谈下转让给了上
海美术家协会，并由后者保存至今。
由于《群仙祝寿图》在绘画史上的重
要地位，其被印制成为许多印刷品，
特别是其包含 #!条屏，因为此常常
被印刷成为挂历。朵云轩从 !%%#年
开始计划，!%%-年正式启动了木版
水印《群仙祝寿图》的工作。木版水
印分 -道工序：勾描、雕版和水印。
其中，雕版刻版前要上样，刻版后要
剔空、修版，雕版的优劣直接影响水
印的艺术效果。最后的水印，从固
纸、潮纸直到晾干，更是有 (道流
程。这些工序全部由手工完成，光成
品的刻板就在 !%%%块以上。经过 (

年的共同努力，《群仙祝寿图》终于
被以木板水印技艺，在金笺之上铺
陈出 #!条泥金画地的通景画。

方向

! ! ! !文彭 （#,*(.#)+-） 字三桥，
大名鼎鼎的明代文征明长子，诗
文、书法都极有名，而最大的成
就则是篆刻。他摆脱了以往文人
作印只篆不刻的局限，第一个使
用石质印材，按照自己的思想、
审美、技法进行创作，开创了中
国印学史上第一个流派———吴门
派。可惜他的作品，原石存世极
少，只有“琴罢倚松玩鹤”、
“七十二峰深处” （牙章） 等区
区几方而已。

然而不久前，我在女书法篆
刻家张正宜 （张继红） 处，居然
看到了据说是文彭的两方青田石
印章“玉堂中人”、“大司成印”。
印章刻得古朴深沉，各有风格，
但没有边款。我怀疑地问：“你
凭什么敢断定为文彭印章呢？”于
是张正宜详细地叙述了发现与鉴
定的来龙去脉。原来，她原籍常
熟，来到上海后，在市统战系统
工作。她钟情书法篆刻，作品入
展过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和
!%## 年邓石如奖全国书法作品
展，很获行家好评。两方印章的
发现，便与她的生活经历有关。
常熟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境内

文化遗址很多。其中虞山北麓有座
明代的陈寰墓，一百多年前已被捣
毁，还有两方印章流散在外。上世
纪五十年代末，常熟同全国一样，
掀起大炼钢铁运动，村民把陈寰墓
残存的墓碑敲掉，说是可作炼钢的
熔剂。大家旧事重提，想起了流散
的印章。不过由于“没用”，人们
并不当回事，最后几经转手，辗转
到了张正宜手中。

实在说，她早先得到印章时，

还是小孩，不过当玩具而已。即
使后来学习篆刻，也无非以为它
刻得好，可以用来临摹。直到不久
前，原常熟博物馆馆长、文博副研
究员、江苏省文物鉴定专家组成
员、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周公太先生
看到印章，终于发现其非同寻常。
这位专家告诉张正宜，#**,年曾
从墓中发现陈寰墓志铭。据此，他
在 《东南文化杂志》 !%%% 年第 *

期发表专文，论证陈寰为嘉靖时
人，做过翰林院检讨和国子监祭

酒。过世后，墓志铭由兄长陈察
撰，文彭父亲文征明书，吴鼒刻，
一起埋入墓中。

周先生解释，印文中的“玉
堂”，泛指朝廷，“玉堂中人”即
可以出入宫廷的人，包括国子监
祭酒。“大司成”则是祭酒的别
称。经考，陈寰任祭酒，文彭是
他的属官国子监博士，在同一官
署办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印章
都没有边款。因为按习惯，下属
为长官治印不刻款。

周先生讲述，清人周亮工的
《印人传》里曾记载，文彭任南京
国子监博士时，一天乘轿外出，
遇到卖青田石的老人。他买下四
筐，回家一剖开，只见灯光下显
得晶莹剔透，用刀试刻，硬度远
低于平时使用的象牙。他用象牙
刻印时，由于太硬，所以只篆不
刻，篆成印文后交雕刻高手李文
甫刻成。现在用了青田石，就可
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审美、技法，
刻成自己的风格。从此，青田石
便成了文彭篆刻的首选。一时间，
他成了唯一掌握这门技艺的艺术
家。从这个历史渊源，再加上从
印章的艺术风格和制作风格来判
断，它们应出于文彭之手。

不难理解，这种新颖的印章受
到当时文人的喜爱，有求索的，也
有赠与的。上面提到的“琴罢倚松
玩鹤”印，就是嘉靖丁末 （#),+
年）时，文彭用青田石为好友唐顺
之刻的朱文方印。其边款谓：“余
与荆川（即唐顺之）先生善……因
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
……”可见，当时文彭周围，得
到他的印章是不乏其人的。

! ! ! !在我国瓷器名窑中，德化窑
是遐迩闻名的。它产于福建德化，
是福建沿海地区古外销瓷重要产
地之一。发现由宋到清历次窑址
一百八十处，重点发掘了屈斗宫、
碗坪仑两处窑址。碗坪仑烧青白
瓷，有的接近白釉。屈斗宫元代
亦烧青白瓷，至明代盛烧白瓷观
音、达摩像。入窑高温烧制，釉色
白润光亮。由于配制釉料和烧窑
工艺上的差别，白釉有粉白、象牙
白、青白、黄白（牙黄）、雪白等多
种色调。德化瓷远销海外，颇受
珍爱，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坦
桑尼亚等国都有出土德化窑瓷
器。在现今艺术品市场，德化瓷器
极受藏家青睐，名家作品更是屡
创佳绩。
藏真画廊所藏明代何朝宗德

化窑象牙白（亦称奶白）达摩立
像，高 ,*厘米，达摩袖手而立，比
例匀称，身形壮健，衣纹线条流

畅，因风飘拂，富有动感。面部丰
满，双目圆睁，静穆而慈祥，庄严
多善良，似在谛听大海的涛声，浮
想联翩，不露声色；如在关照生灵
的康宁，博大胸襟，惠及四众。细
观法相，令人惊异其一苇渡江的
无边法力，感佩其面壁九年参禅
悟道的坚韧毅力。冥冥之中，得
到佛祖的启迪、佑护，整个心身变
得纯净无暇，向善愿望不可动摇。
这件佛像的作者何朝宗（#)%!..
#)(!年），明代著名瓷塑家。福建
古田人，曾供职于德化窑厂。所
塑作品均为寺院佛前供奉的偶
像，传世品有观音、达摩等形象，
观音有坐像、立像两种，或莲座布
法，笑意灿然；或手持净瓶、柳枝，
祈福尘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他一件达摩渡海塑像，足踏汹涌
波涛，双目凝视前方，形象极其生
动，为何氏传世塑像中的精绝之
作。 怀菊

! ! ! !当我欣赏到《文人雅士壶》系
列时，油然而想到了北宋诗人梅
尧臣赞咏紫砂的诗句：“小石冷泉
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紫砂始于宋而兴于明，上海
的文人参与紫砂壶的设计制作，
古已有之。据史料记载，在明嘉、
万年间，上海松江有位与董其昌
齐名的大文人陈继儒，此公工诗
善文，并擅长绘画。其曾邀时大
彬弟子蒋伯敷来家中制壶，并改
其名曰蒋伯荂，且为之撰写壶铭，
一时传为佳话。陈、蒋合作的传
器有六角中壶，式似宫灯，其上有
陈题四言诗四句，并书款，此壶被
誉为“双绝壶”，即名士名工双绝
之意也。

今问世的《文人雅士壶》系
列，实在令人拍案叫绝，它将文人
紫砂壶推向前无古人的境界，在
壶上留下墨迹与丹青的皆为当代
中国文坛上大家、翘楚，有铁凝、
贾平凹、陈忠实、白桦……，他
（她）们的文人独有的气韵，让烈
火铸就当代陶艺的神采。这套系
列壶的精彩还在于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汪寅仙的执掌监制，或秦权、
或井栏、或石瓢，无不留下汪氏的
呕心沥血的创意。在这名人与名
师之间，架起桥梁者则是名士谈
桃林先生，谈公为沪上紫砂设计
家，曾数度与蒋蓉、徐秀棠、谭泉
海、顾绍培等大师合作，被蒋蓉赞
誉为“陶艺之先河”。如此辉煌之

作的面世，当然要感谢沪上《文学
报》，这些原创的源泉来自于这份
报纸纪念创刊三十周年的《当代
文人书画大展》。而那把由谈桃林
创意，陈歆耕策划的文学报签名
巨壶，由刘剑中精心手制，汪寅仙
为该壶题写“同舟三十载，共饮一
壶水”。
紫泥新品泛春华，在我们承

接前人的文化遗存时，更要为我
们的后人留下艺术的财富，这就
是我解读《文人雅士壶》系列后的
心得。 吴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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