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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葵落花君莫扫
民间称农历七月的月花为蜀葵花，乃多年生

草本植物，其茎直立可达 3米，故又称“一丈红”、
“熟季花”、“戎葵”等。花期六至八月，有粉、红、紫、
白等色，花大叶大，花叶繁茂，丛生于深山崖隙间，
今则广栽于院落、路侧，组成花团锦簇的绿篱、花
墙。同时，民间更重在将其用作珍贵的食用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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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花鸟画家朱白云先生
的瓷画即将在 ! 月 "! 日
金山博物馆举办“"#$%上
海石化、金山艺术节暨美
术工艺品特展。”$&件瓷
瓶画和 "& 件瓷板画显示
了画家在这一领域的成
就。
朱白云先生现在是上

海美协会员、上海书协会
员。他从事瓷画创作已有
多年。作为江寒汀小写意
花鸟画派的第三代传人，
他的作品传神写照、气韵
生动，在沪上已有相当知
名度。现在，他运用国画手法来创作瓷
画，无论立意、造型、用笔、用色都显得
得心应手，自有一种独到的透明感和
厚重感。
朱白云的瓷画作品以青花和釉下

五彩花鸟为主，也有山水作品。作品以
传统中国书画骨法用笔写出花鸟的形
神，体现他很好的笔墨功力和书画修
养。其陶瓷作品则根据不同类型特点，
采用散点、连续、重叠、通景等构成组
合画面，使器形与画面和谐统一。他善
于将传统和现代，书画和工艺相互交
融，创作出富有时代特色的艺术作品。
用釉料如用水墨，讲究墨分五色，从浓
淡、深浅、疏密的不同变化来丰富层
次，显示韵律，因此看上去釉色鲜丽，
釉面清爽透亮，纹饰流畅灵动。
经过多年摸索，现在朱白云在瓷

画创作方面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规
律，创作了不少精品。如全景式《香溢
满塘》笔筒、装饰性极强的《万事如意》
瓷板等，产生出一种令人愉悦的形式
美感，受到专家和观众好评。

华振鹤

! 上海博物馆藏有南宋时期的《蜀葵图》，为
一团扇，纵 "'() 厘米，横 "'(* 厘米，绢本，设
色，无名款。构图依循南宋绘画的特点，选择蜀
葵植株顶端的花和叶，极其简明扼要，仅画了
一朵盛开而无遮掩的单瓣花朵，另两朵则半掩
和几乎全掩，而穿插其上的花茎顶端只画了一
花苞和一朵初放的重瓣小花。虽然花和叶都先
用墨笔勾线，然后上色，但大花由花芯的粉红

色，向花瓣边的粉白层层
分染之后，墨色的勾线已
隐去，只有顶上小花的勾
线隐约可见。大而椭圆型
的叶片在用土绿色反复
罩染后，勾线已淡化，与
土褐色的绢底融浑一体，
更映衬出粉色花朵的明
艳。宋画的重写生，重写
实的绘画观念，尤其是南
宋小品画构图的简练、空

灵，以少概全，笔精意足，在此图上得到了充
分的体现。

而唐代诗人岑参的《蜀葵花歌》更表现了
古人的体物之深：“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
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始知人老不如花，可
惜落花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
酒钱。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原来
蜀葵花虽然整体花期不短，花朵也茂密，但是

单独的一朵花却生命很短促，“今日花正好，昨
日花已老。”由此感慨“人生不得长少年”，“人
老不如花”，“请君有钱向酒家”。但不要因此简
单地以为岑参会酗酒沉沦。人生苦短，要珍惜
生命。岑参出身名门，幼年家境渐入困顿。*岁
从兄学文，遍读经史。"*岁中进士，授右内率
府兵曹参军。天宝八年，天宝十三年，两次奉命
出塞，满怀壮志，报国情切。留下了无数优美无
比、撼动人心的边塞诗。后安史作乱，他东归勤
王。好友杜甫等荐其为右补阙。但由于他“频上
封章，指述权佞”，屡遭贬谪。罢官后，东归不
成，客死成都，年仅 '+岁。他的一生，留下诗文
无数，虽非轰轰烈烈，但也不是碌碌无为。

然而实在地讲，蜀葵花并不在意落花被
扫。它盛开时，美化了环境，给人类带来新鲜和
愉悦，“能共牡丹争几许”。而其衰落后，它的
根、茎、叶、花、子全体皆可入药，有清热止血、
消肿解毒的功效。所以后人还是奉它为七月的
月花。 张德宁

王福庵是近代著名书法篆刻家。清末以
来，浙派篆刻渐现程式化倾向，王福庵师法西
泠诸贤能得其神韵，又远宗秦汉，广收博取，并
得力于其深厚的篆隶书法功底，成为振兴浙派
篆刻的重要人物。$*$%年，王福庵与丁辅之、
叶为铭、吴石潜创立了西泠印社，为弘扬我国
印学立下了不朽之功。

王福庵（$!!&!$*+&）现代书法篆刻家，西
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原名禔、寿祺，字维季，号
福庵，以号行，别号印奴、印佣，别署屈瓠，七十
岁后称持默老人，斋名麋研斋。浙江杭州人，年
五十居上海。精篆隶书和篆刻。得吴昌硕鼓励，
另辟蹊径，专工小篆与金文。所书小篆工整规
范，秀美遒劲。所篆《说文部首》字帖、《说文作
篆通假》，向为行家肯定，成为学篆范本。

王福庵的篆书风格多样，有师法《石鼓》、
两周金文的大篆，有追踪李斯、李阳冰的玉箸、
铁线篆，还有融合金文的小篆和参用汉金文的
缪篆等。此幅《篆书对联》是王福庵在 $*)"年
所作，释文：浑如弱水烟波眇，共醉蓬莱日月
长。款识：书亶素词人集宋人曹勋菩萨、管鉴、
木兰花词句于春住楼，壬午嘉平之月，福厂王
禔。印鉴：王禔私印、福厂六十后所书。王福庵
早年的小篆风格受到邓石如、杨沂孙的影响，
他曾刻“伯仲邓杨”一印以自况。此幅小篆风格
即在邓、杨之间，似乎还可见吴昌硕的影响，结
构严谨，用笔精到，线条流畅之中还有些细微

的颤动，显露出行笔中的涩感；笔致婉转，结体
秀美，给人以安详静穆、恬淡高古之感。在此幅
书法的题跋中，他用楷书体写，方整匀落，纵横
峻健。他还尝试将摹印的缪篆引入书法，字形
平方正直，运笔屈曲盘回，结体绵密，饶有隶
意。

除了篆书，王福庵的隶书也是非常精到
的，早期受何绍基、金农、黄易、陈鸿寿等影响，
中后期浸淫汉碑，对众多的汉隶名碑都下过苦
功，融汇各家，形成浑厚古朴、端庄秀雅的独特
风格。由于他精研《说文》，深谙“非究于篆无由
得隶”的道理，在隶书作品中常常融入篆法，间
参方折，行笔提按结合，决无平拖之病，极富金
石气。王福庵是浙派篆刻大家，将他的隶书线
条的微颤与其切刀线条的曲折相互观照，会令
人感到异“曲”同工之妙，也增强了隶书独特的
金石味。
作为浙派篆刻艺术的领军人物，王福庵在

民国印坛和吴昌硕、赵时棡成鼎足之势，对后
世影响深远，是民国印坛具有代表性的篆刻
家。王福庵篆刻给人的印象是“静”，我以为有
三层含义：从技法上来说，书法功底深厚，用刀
稳，控刀能力强，不作怒张异态；从心态上来

说，心闲、气定和情真，从容不迫；从本质上来说，
其学识渊博，胸罗万象，从而使作品古朴浑穆。
不管是书法作品还是篆刻作品，王福庵总

给人一种典雅蕴藉，隽永清刚的感觉，他编写
的《说文部首》用笔纯净单一，提按、起止、转折
都达到了圆润浑厚的立体效果，结体均衡准确
又饶有韵致，篆法规矩又不失灵动，反映了他
在小篆把握上的成熟和表现上的极致，习篆者
多作为临摹范本，并受到广泛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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