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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黄仲达兄近日
新书《黄仲达行书作
品集———毛泽东诗
词六十七首》一册，
将由上海中西书局
付梓。仲达兄不以我
为不敏，索写弁言。
我与仲达兄相识三
十余年，虽未能尽识
其书学奥旨，然深悉
其品纯学粹，行深养
厚，思索再三，遂略拈
一二感悟以试言之。

夫中国书法，上
下几千年，汇为长
河。经由三代、秦汉、
魏晋、隋唐，至宋、
元、明、清，迄乎近世，
流被万端，变化无穷。
然翻检其间每一阶
段，无不奔流激越，人才辐辏，而列于史
册者，灿若星辰。究其所以，虽取舍万
殊，修为不一，而推其用心，则因历代书
人无不以传承为体而以出新为用者也。

所谓体者，指书法之体，秉承天地
自然之道，经由无数贤士达人砥砺功
用，已由技法、形式至精神理念自成一
统，卓然独立。设或不深入研习，固实难
尽窥其博大精深之堂奥。

所谓用者，盖以
世间万物，得自然之
道，顺势化育，一而
二，二而三，可至万
千。书法之用亦复如
是，得意忘象，师心忘
迹。如龙生九子，血脉
俱在而神态各异；又
唐宋诸家，尽学二王，
而体势纷呈，皆为运
用之功也。

仲达兄龆龀学
书，楷学颜、欧、虞，建
正骨培元之功；行书
初师王羲之《圣教》
《兰亭》，继临颜真卿
《祭侄》《争座位》，知
体势流变之法；乃复
旁参宋明以来诸家之
长，渐成自家风范。观

其自习书以迄今日，前后凡四十余年，
正值书坛由沉寂而至喧嚣，文质更迭，
思潮变幻之际，非有定力者不能持其
守，非有见地者不能衡其权。而仲达兄
不为所动，我行我素。既不囿于旧学，固
步自封；又不盲从时流，轻言创变。沉潜
于正脉之中，遨游于古今之间，置易就
难，坚持自创，随机生发，故其书非古非
今，似古似新，以有今日之功。

! ! ! !方洪耕先生，我是先认识他的字
而后才认识他的人。他篆、隶、行、草皆
娴熟。篆的高古、隶的雅致，行的飘逸，
草的潇洒，各书各味，让人赏心悦目。
然而我还是最喜欢他的楷书，那端庄
秀美、笔力遒劲的楷书，不仅反映出深
厚的书法功力，更是体现了他的品格。

见面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印证。神
态和蔼慈祥，衣着洁净朴素，谦逊，正
直，文质彬彬，活脱一个典型的中国传
统文人。这位年近古稀，从艺五十余载
的老艺术家，竟是如此的平易近人。由
是让我更加相信“字如其人”的道理，
同时也更加明白，真正强大的人，根本
无需虚张声势，吆五喝六。

方先生自幼习书，取
法初唐，后上追晋人、北
魏，下涉宋、元、明、清各
代，临遍古帖，师法先贤。
数十年来，心摹手追，笔
耕不辍，打下了扎实的功
底。他一辈子独此爱好，
视其为毕生之追求，孜孜
不倦，嗜之若痴。学习书
法是一种极为枯燥、近似
苦行僧式的漫长修炼，青
灯黄卷，心无旁骛，淡定

入座，甘受寂寞，需始终保持自己一颗
平静之心。同时，书法不仅是一种艺
术，更是一门学问，即渗入思想、人品、
修养、境界等元素。当有了鲜活的生命
力，方才可以称之为书法艺术。如果仅
仅为了一些名利而作书的人，断不能
创造出“有生命意味”的书法作品来。
方老师不图名，不为利，只知耕耘，不
问收获。如今已然有此深厚的造诣，却
仍是谦卑有加，淡淡然一派君子风范。
“艺术之高下，终在境界，境界之

上，一步一重天”。世上任何伟大的艺
术，都是由人创造的。什么样的人便有
什么样的艺术。满脑子装着金钱的人，
绝无可能创造出崇高的艺术。

! ! ! !我喜欢钢笔画，看了侯传芳先生的
许多作品，它们让我联想到的是波斯细
密画，因侯先生的作品十分精细缜密，其
精细程度不弱于波斯的古典细密作品。
而传芳先生的画面上所表现的又是如此
纯粹的中国古典传统的山水画境，画上
的山、石、树木、溪流，甚至出现的人物，
尽是一派宋元古画的风貌，对此，我不由
觉得传芳先生作为一位现代人，又是一
位有作为的实业家，能静心描绘出如此
古典奇效的画面，真让我为之一惊。当时
对其中某些问题也一时不得其解，经与
他言谈及介绍了解之后，方知侯先生的
成长是有种种原因的。他从小接触工艺
美术，后又多年于风雨中闯荡大江南北，
领略过神州的山山水水，也研读临摹过
许多传统古典名作，从源与流诸方面汲
取有益的元素。特别是他将实业做到俄
罗斯的几年中，对于发扬本民族艺术的
审美性有强烈的认知。仿古钢笔绘画是
属于侯传芳先生自己独辟蹊径的描绘方
式，又如此精细，当能赢得大家的青睐。
据知钢笔作为写书工具是由西方传

入，现已成为今人普遍运用的笔，在绘画
界因其携带方便，记写自如，在应用中能

产生多种表现效果而被广泛采用，不泛
中外名家名师留各具特色的精美钢笔画
佳作。一种工具有其长处，也必然受到某
些表现语言上的局限和制约，作为中国
画家如何应用钢笔的点、线、面来描绘本
民族的山山水水，此中有个传统审美意
识和艺术表现的问题。对此侯传芳先生
从不同的层面努力实践着，他对画面艺
术效果的追求，采用类似宋元绘画的基
本格局，借其基本形韵，描绘出纯粹的传
统山水，赞!

! ! ! !清代浙派篆刻我们一般将其分为
前后两段，其代表人物在印学史上被称
为“西泠前四家”和“西泠后四家”。前
四家中除了丁敬、蒋仁和黄易之外，还
有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奚冈。

奚冈（"#$%&"'()），字铁生，号蒙
泉外史、冬花庵主。祖籍安徽歙县，世
居浙江杭州。奚冈少时天资聪慧，喜丹
青，因家贫，缺少可参考的古人真迹，
便留连于裱画铺中，细心观摩名迹中
的山川林壑，骨法用笔，默记于心，归
而摹写，如此往返多次，直至形态逼肖
后乃止。奚冈在书画篆刻上有极高的
天赋，而对科举应试漠然置之，弱冠时
方应童子试（录取秀才的初级考试），
恰逢乾隆皇帝南巡至浙江，杭州行宫
中的白粉墙急需绘图装饰。因奚冈画
名显赫，性情耿介，知府王瑞竟遣公差
将他拘系至墙前，勒令其速速画壁。奚
冈傲骨嶙峋，不畏权贵，在粉墙下居三
日，不动一笔，并正色道：“头可断，画
不可得。”差役无奈，说：“你哪里是童
生，你是铁生！”成为艺林奇闻。奚冈山
水笔墨苍秀，深得董其昌、李流芳之
法，也擅花卉、兰竹，颇具恽寿平之韵，
为乾嘉浙中画坛之大名家。彼时杭州
富商豪族装点庐舍，“雕窗粉壁间必得
铁生一画张之，而四方士大夫既览湖
山之胜，更求画卷以纪游迹，亦谓非铁
生不可。”奚冈的声名甚至远播至琉
球、日本，“夷人皆悬金以购之”。他的
绘画与梁同书书法为时人并重，出色
的篆刻技艺也让他坐上了“西泠前四
家”中殿军的交椅。

奚冈习印不像黄易等能幸运地得
到丁敬的传授，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浙派
篆刻艺术的领悟与传承。奚冈对丁敬
极其崇拜，称：“印刻一道，近代惟称丁
丈钝丁独绝，其古劲茂美处，虽文、何不
能及也，盖先生精于篆隶，益以书卷，故
其所作，辄与古人有合焉。”他汲取了
丁敬朴茂古秀的印风，白文印上溯两
汉，又受到黄易的影响，并以画家独特
的构图审美眼光，在个别柔婉的朱文印
中加入了抽象的造型与意趣，最终形成
了一种散逸冲和、清隽朴拙的浙派风
格。奚冈对秦汉印等古代经典有深刻、

独到的认识和理解，他在印款中曾称：
“仿汉印当以严整中出其谲宕，以纯朴
处追其茂古，方称合作。”并将篆法参考
面拓展到汉隶书体，称：“作汉印宜笔
往而圆，神存而方，当以《李翕》、《张
迁》等碑参之。”“西泠前四家”中奚冈
与黄易年龄相仿，意气相投，常常切磋
技艺。奚冈曾坦诚地说：“友人黄易诗
翰固妙，而画不如吾。石刻一道，吾实
不如易。”黄易也称：“余为奚九作印，
亦不敢率应，赏音难得，固当如是。”都
将对方视为艺术上难得的益友知己。

奚冈篆刻创作主要集中在三四十
岁之间，随着画名渐隆，他的创作重心
开始转移，晚期甚至偃刀专事绘画，加
上他迭遭失子丧母之痛，五十八岁即
病逝。与蒋仁的性格孤僻，黄易长期宦
游齐鲁不同，奚冈久居杭州，对浙派后
辈俊英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在艺
术上都有提携，在创作实践与印学思
想上又相互感染、交流，他对浙派印风
的完善、定型和印
人队伍的发展、壮
大起到了推波助
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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