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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群特立的浙派始祖丁敬
! 韩天衡 张炜羽

! ! ! !比我们学美术早一辈的美术家大多有令后
生感到丰富的经历。沈培鑫搞美术的时候，是在
上世纪 !"年代，那时他已经从上师大美术班毕
业踏进社会搞创作。第一届“江南之春”上沈培鑫
的作品就获得优秀奖，这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
当时能获奖的作品太多的是人物画，基本功要扎
实，人物画要有精神。一问才知，沈培鑫与华三川
先生常来常往，在人物创作上学得先生的中国画
笔墨的功力。我看过沈培鑫画的工笔画，线条工
写结合，带着几份飘逸，画的是早期的工笔画人
物的线条神采能传顾恺之的铁线描之功。好几年
前，有一部门见沈培鑫有此功力，就邀其画一组
伟人像，沈培鑫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将这组伟人
像画得有几分气度，好多人认为以形传神，沈培
鑫自己也很高兴。沈培鑫认为，作为画家，要把基

本功夯实，到发挥时，感觉要好，共性与个性比翼
双飞。提起这段打基本功的往事，沈培鑫喜滋滋
地说，“当初跑到那儿带着速写簿，遇上人就画，
培养了默写的功力。”这为沈培鑫的日后创作奠
定了平台。
为沈培鑫的绘画写评价，其实也映照那个时

代培养的画家的修养。沈培鑫好学，其实那一辈
的画家都好学，有好老师总去登门拜学，心诚则
灵，又与刘小晴是好友，同时请教应野平先生学
山水，应先生的山水在当时是小写意水墨，沈培
鑫将此与西画结合，为日后创作有现代感的山

水、人物打下了基础。而且这种结合，使作品往巨
作中去。他当时又在上师大拜好多名画家为师，
#$!%年参加了上海美协举办的第一届山水进修
班，又去了少儿出版社四年，为《十万个为什么》
插人物图。所以，在当时刘海粟先生创办的教育
美协成立会上沈培鑫前坐着一排时下称为大师
的画家，这张泛黄的合影，很为沈培鑫增添了几
份光采。沈培鑫为此也去异国多年，在那里学得
把中国画往大格局中去，各种技法不拘。所以，看
沈培鑫画的大作品往往画得十分松，就是这个道
理。

! ! ! !应 &"'(年上海艺博会之邀，著名学院派
山水画家王健尔将首次在艺博会亮相。陆俨少
先生在世时有三次亲自题款，称赞王健尔的山
水画。陆老打算要王健尔留校任教，可当时王
健尔因对海外的艺术天地抱有向往，去了澳门
定居，自此淡出内地主流美术圈几近二十年。
在澳门的那段时间，王健尔的艺术探求其实并
未中止，他痴迷于泼墨的神奇变幻，潜心于探
究水墨留痕的奇幻幽微。'$$!年和 '$$$年，他
连续两届获澳门美术双年展一等奖，&"")年，
澳门特区文化局专为他举办现代水墨个展并
出版画集。我曾为《元气淋漓———王健尔现代
水墨集》作序，发现他的抽象作品所构成的水
墨意象吞吐阴阳，驱遣开合，浓郁淋漓与缥缈
空灵，时而互为映发，恍然演绎着天地宇宙大
象，呈现出造化浑然之灵奇。

明代董其昌曾以青原惟信禅师的一段话，
来说山水画家修炼的禅机：

“三十年前未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
水。后来亲见知识有个人处，见山不是山，见
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体歇处，依然见山是山见

水是水。”
王健尔对泼墨山水的探索，正经历了“见山

是山，见水是水”，到“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
再到“依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三个阶段。

在王健尔的笔下，奇幻的古意泼墨山水诞
生了。令人称奇的是，王健尔笔下的树石构成
虽仍还是传统的抽象程序，但在其整个画面组
合中却真气弥溢，其间恍然有影的朦胧、光的
空明在隐约闪烁，似乎山林的苍翠岚气触手可
及。笔者忽而聊想起石涛有幅名作《访戴鹰阿
图》，该图亦是在抽象程序的树石中见造化真
气之弥溢，令人入目难忘。当初我曾诧异———
好个石涛，竟能采集造化真气贯注于传统图式
之中！未想在近三百年之后的王健尔，其造境
竟亦臻此等境界。其异曲同工之妙，真乃令人
叹为观止也！
汲取和消化着传统山水以文脉和程序造境

的精华，又抉取和探究着元明清以来传统长时
期缺失的泼墨风韵，以泼墨铸奇幻，以山水抒胸
臆，王健尔的水墨意蕴之深厚自不待言。他画的
不少古意泼墨山水手卷，那么微妙自如地把握
着墨韵的聚散沉浮流变，竟能让自己随手挥写
的山水树石处在墨韵的明灭变幻之中，让人引
发渺茫之思，感受到其中有一种莫可名状的韵
致幽情，这确是王健尔的不同凡辈之处。
当然王健尔并不以此为满足。往昔长期对

于现代水墨之探索研究，使他更偏嗜于咀嚼“大
块文章”，尤关注于大块构成的画面张力；以往
长时间迷恋于造化探秘，已使他擅将阴阳虚实
驱遣于笔下，而他还希冀挟阴晴雨雪之幽微玄
机以入画中，他仍在悉心探求着磅礴大气和幽
微空濛的微妙融合，并在孜孜尝试着色墨交融
的新境界。近日，已喜见他有这方面的新奇之作
问世。

当代新作

佳作背后

泼墨铸奇幻，山水抒胸臆
! 舒士俊

工笔飘逸 人物传神
! 卢金德

! ! ! !被袁枚誉为“世外隐君子，人间
大布衣”的浙派篆刻始祖丁敬* 字敬
身，号砚林、钝丁，别署玩茶叟、丁居
士、龙泓山人、孤云石叟。钱塘+今浙江
杭州,人，曾寓扬州，终身不仕，以酿酒
为生。丁敬嗜好金石铭刻，常在西湖
两峰三竺的穷岩绝壁中寻觅，欣赏、
摹拓前人妙迹，终日不忍去。又擅诗，
每每与文士厉鹗、杭世骏、金农等相
唱和。晚年邻家突遭火灾，殃及丁宅，
所珍藏的古籍与书画、篆刻作品皆荡
然无存。精通印学。

流派篆刻发展到乾隆时期，印家

辈出，作品纷呈。像同期著名印章鉴藏
家汪启淑所辑《飞鸿堂印谱》达四十
卷，存印人四百六十余位，刻印三千四
百余钮，可谓缤纷炫目，印坛呈现一派
繁盛的景象。数量虽多，而彼时印人多
效法明末遗风，相沿成习，模拟守旧，
渐趋板滞的末流气象。曾风靡于江南
的林皋精妍光洁一路印风，也被诸多
印人刻意模仿，粉饰过甚，坠于矫揉轻
媚。丁敬清醒认识到这一时弊，曾谓：
“近来作印，工细如林鹤田，秀媚如顾
少臣，皆不免明人习气，余不为也。”他
在前面一首《论印绝句》中也特别注

释：“吾竹房（丘衍）议论不足守”，有意
冲破元人赵孟頫、吾丘衍所提出的“印
宗秦汉”的篆刻传统理念，把目光拓展
到长期以来遭受冷落的六朝至唐宋印
章，从中汲取有益的养分。丁敬高瞻远
瞩，基于其雄厚的诗文、金石等学识修
养和对印章发展史的深入研究，以及
长期实践摸索后所掌握的娴熟技法，
加上其耿介孤傲、不随人后的品格，使
他在篆刻的篆法、章法和刀法上都作
了全方位的突破。时代赋予了丁敬机
遇，丁敬也不负苍天，作为浙江人的丁
敬，勇敢地担当起开创浙派的重任。

丁敬篆刻进行多元的审美探索，
上至周秦两汉，下至唐宋元明，广征博
采，取精用闳，大大拓宽了篆刻的取法
范畴，印内求印，堪称前无古人。晚清
著名印学家魏稼孙曾称赞：“钝丁之

作，熔铸秦、汉、元、明，古今一人”，确
为不刊之论。丁敬篆法以方折寓圆婉，
删繁就简，增减适度，笔画含蓄，字态
雍容。用刀既得益于入土汉印产生的
斑驳锈蚀的线条，又借鉴发展了明代
朱简的碎刀直切，清新中得古拗峭折、
生涩苍浑之趣，一洗当时印坛之颓风。
丁氏切刀也从此成为衡量浙派篆刻的
标准用刀技法。丁敬创作不仅面目繁
多，并为浙派篆刻创立了多种经典印
式。后世学人将他与同籍后继者蒋仁、
黄易、奚冈、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
钱松并称为“西泠八家”，他们大多取
丁敬一翼而发展成自家面目，成为清
代中叶最著名的两大篆刻流派之一。
浙派篆刻从诞生至今已两个多世纪，
从者如云，影响至巨，丁敬的开创之功
不可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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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学人格精神中辟奇径

! ! ! !上海煌杰画廊将于 ''月 ')日起在世贸
商城举行的上海艺博会上，推出苏小松美术
作品展，苏小松虽然出身美术学院的国画系，
但他的国画却有别于大多数美院出身的“美
术”中的国画，而是属于“国学”中的国画。“国
学”中的国画，更讲求画家的传统文化修养，

不仅仅包括文、
史、诗、书等传统
文化知识的修养，
更包括“信而好
古，述而不作”、
“温良恭俭让”等
传统文化素质的
修养。而“美术”

中的国画，更讲求笔墨形象的视觉效果。在
“国学”的概念中，“国画”与漆画、壁画、版画
的工具材质虽不同，但无论汉代的石刻画像，
北魏的木板漆画，唐代的敦煌壁画，宋元的卷
轴画和明清的木刻版画，文化精神的意境是
完全一致的。“国学”中的国画更浓于“古意”，

而“美术”中的国画更浓于时代性。
苏小松的画正是以浓于“古意”很早就吸

引了我的注意。这个“古意”不只是一个“美
术”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国学”所
要面对的文化修养问题，尤其是文化素质修
养的问题。例如敦煌的画工、张择端等等，不
见得如苏轼那样有多少高深的传统文化知识
的修养，但肯定具有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都
有的传统文化素质的修养，所以他们的画就
有“古意”。而到了今天，对于绝大多数美术学
院出身的国画家，传统文化知识的修养几已
无从谈起，传统文化素质的修养也早被视作
不合时宜了。而小松却坚守着这样的素质，所
以，他的画也有“古意”。

他的画腊，从虚谷起手入门，起点虽高，
却是国学传统中狭窄的奇径。继而是美术学
院的科班训练，严格的造型，颠倒淋漓的现
代水墨，则完全偏离了国学而进入了美术的
领域。但他的性格是国学的，所以毕业后又
回到国学。其时恰逢二玄社“下真迹一等”的
复制品面世，遂由虚谷上溯到晋唐宋元的
“真工实能”（李日华语）、“正宗大道”（张大
千语），在“而立”之年，便看到并认识到了我
们这一代直到五十岁前后才看到、认识到的
传统精华。小松于人物、山水、花鸟皆所擅长。
人物的“骨法用笔”，劲健如铁线，白描肖像，
尤称一绝，以形写神，直逼晋唐。山水、花鸟
则力追两宋院体，以刻画精微、周密不苟见
长，严重恪勤，法度森严。从明清以来的画论，
他的画格应该属于北宗，属于画家画。小松取
难弃易，所表现的正是“克己”、“行健”的“国
学”人格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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