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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典藏 /

! ! ! !上一世纪享誉全国的沪上
篆刻大家陈巨来先生旧作数十
枚印蜕，海外漂泊几十春秋荣
归故里。当我从名印家陈茗屋
老师处喜获一册他和友朋赞助
出版，张方晦作序的《陈巨来作
张氏澹静堂印存》，拜读巨来先
生这些珍贵的印蜕，听完茗屋
先生讲述这本印谱背后的岁月
沧桑，我闪过一个思绪，这，不
就是一场文化苦旅么？

!"#$年秋由张鲁盦发起，
筹组成立的中国金石篆刻研究
社筹备会成立大会照片里，站
立在老一辈篆刻名家中间的张
方晦，他是巨来先生的学生，也
是这册印谱的主人。
曾住在永嘉路洋房里“书

香门第”的作家张方晦，他的父

亲是曾任大学国文教授的张澹
秋，喜欢国学文史、收藏文玩印
章，曾请沪上名印家王福庵、邓
散木、方去疾刻印，认识陈巨来
后买到上佳寿山芙蓉、封门青
后便拿去请巨翁刻印。%"$$

年，!&岁的张方晦由他父亲引
见，拜陈巨来为师。

茗屋说：“这册陈巨来早年
印谱发现很偶然。”他的堂兄陈
明刚定居美国，与张方晦是上海
南模中学的同学。张方晦说，他
是陈巨来的学生，有册陈巨来为
他父亲刻印的印谱想出版。陈
明刚说：让我问问在上海的堂
弟，篆刻家陈茗屋有否办法？之
后，陈茗屋收到从纽约寄来的一
册外页和背面悉遭蛀蚀，几十枚
巨来先生自己钤的和几方王福

庵刻的印蜕粘贴北平荣宝斋现
成印谱上，斑斑驳驳岁月留下的
霉痕告诉我们，这本陈巨来原钤
印谱曾经经历的雨雪风霜！
张方晦先生说，这册印谱

和全部印章曾跟随他的全家到
甘肃省“西出阳关”。后来，他父
亲去世，印谱、印章在风尘中一
路颠沛回到张父的原籍江苏海
门农村，原以为这些石头可以
永恒！随即“文革”开始，“宝物”
难逃厄运，前来“抄家”的人从
来也没有见识过这些美丽得令
人心醉的石章，砸的砸，偷的
偷，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陈巨
来刻印，张方晦的弟弟妹妹把
锦盒烧掉，用塑料薄膜把每个
印石厚厚包紧，塞入一个加盖
的铁罐子中，用蜡绳绑住罐子，

沉入张家老屋宅沟，另一端绑
在一棵大树根上。岂料，不久之
后，公社决定砍树填沟，当年张
家弟妹们还没有来得及寻回宝
藏，一眨眼，那条围张宅一圈，
有百余年历史的几十米宽的张
家宅沟，就“沧海桑田”了！
茗屋先生在这本印谱题跋

中写道：方晦兄将原谱寄来春
申，委我董理编辑。诚惶诚恐
矣。是谱诸印，均为安持宗丈手
抑，神韵毕现，极为珍贵。且十
九为从来各谱所失载。内中“张
忘庵氏”等元朱文，允为宗丈的
代表作。足徵忘庵仁丈与安持
宗丈之交谊深且厚矣。前辈风
流，长在人间……
是册印谱留给我们的悬念

是：那些沉落在河道里几十年
的那罐陈巨来精品杰作有否
“藏宝图”？或者在某年某月当
地退田还河的时候会“重见天
日”，那些“文革”中在张家被顺
手牵羊的巨来印章，是否会在
某个艺术品拍卖会图录中亮
相？我祈愿将来这些陈巨来先
生手刻印章宝物能够奇迹般的
出现！ 杨忠明

! ! ! !这是件精美的石雕作品：用封门青雕
成一座耸翠的山峰，山上有两座楼阁，一轮
满月从山间升起，映照着楼阁。这件作品的
作者———浙江省玉石雕刻大师、上海青上
阁石雕艺术馆馆长吴松标说：就叫它《月满
青上阁》吧，正好扣合了我们青上阁工作室
的名号。

作为青田石雕的后起之秀，吴松标以
雕刻花鸟虫草、飞禽走兽、山水民居见长，
他的作品在第六、第七、第十届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精品展中获得过金奖。今年 &

月，他和其兄弟 '人花了 %(余年时间创
作的“青上阁石雕艺术珍品民居系列”荣
获大世界基尼斯“古民居石雕艺术造型数

量之最”称号。
由吴松标创作的《月满青上阁》就是古

民居系列艺术造型中的一件。他用料是一
块高 )(厘米、宽 **厘米的青田封门青石，
这块粉青的石头像上过釉般的光滑透亮，
右边还有棕色纹路。吴松标将月亮、树木、
楼阁、河流等景物有序地组合在山峦之中。
只见一轮圆月从后山的树丛中升起，银色
的月光映照在阁楼上，双坡屋顶飞檐翘角；
木格窗户古朴典雅；阁楼中的栏杆排列整
齐；阁楼周围山道弯弯、树木繁茂，山脚下
还有小河回绕、小船缓缓划过。这景有江南
的韵味，这阁楼也是江南民居建筑，半山有
一幢，近山顶也有一幢，正像宋代杨万里诗

云“绝岭山崦两三家”。这山中的民居虽不
多，但其耸顶曲脊、错落有致，雕梁画栋、气
势不凡，在一轮明月的映照下，确有“月满
青上阁”的意境了。

吴松标用五彩冻石雕成的《大山深
处》也是一处古民居的造型，不过不在江南
而是在贵州的大山深处。依山而筑的瓦房、
竹楼有的铺着瓦片、有的盖着树皮，屋基座
是用一块块石头垒起来的。屋内上楼有竹
扶梯，窗口有围栏，屋旁是崎岖的小道和淙
淙的溪流，一位老人挑着担子回来了，一个
小孩赶着牛从溪流旁经过……吴松标将贵
州大山深处的民居描绘得形象生动，充满
了浓郁的边塞山村风情。
在这二件古民居作品创作中，吴松标

都到当地采风，进行仔细观察，并对所用的
石材进行了巧妙的构思，运用巧雕、浮雕、
圆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方成。

王立华

! 紫砂泥不仅可以用来制壶，也是创
作艺术花盆的极佳材料。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绍培
为艺术花盆钻研了半个多世纪。创作出了许多精美
绝伦的作品，近期他特为“第二届国际兰花展”创作
了二款式样各异的紫砂壶艺盆，中外参观者在顾绍
培的展品前伫立凝视，赞叹声不绝于耳。足见人们对
他创作艺盆的喜好程度了。
今年初，“桃林文化”艺术总监谈桃林为在国际兰

展上让更多人能透过兰之千姿百态，识兰之清雅，赏
兰之高洁，特邀陈家泠、车鹏飞、王劼音、杨正新、周退
密、徐秀棠、汪寅仙、毛国强等百余位著名书画家、诗
人及陶艺名家，或作画，或赋诗，或陶艺，同亮兰展。此
时，谈桃林想到了在陶都制作艺术花盆首屈一指的高
手顾绍培，如把顾大师创作的艺盆与兰花一起展出，
那不也是件相映成趣的好事么。于是，他三下宜兴力
邀顾大师，精诚所至，顾大师给说动了，他用不到一个
月时间就完成了高 *+厘米的艺术花盆，盆料分别选
用古龙山段泥和清水泥，样式上吸收了古青铜器元
素，其中一款“六方盆”上宽中部束腰，底足采用洒金
泥工艺，柔和的曲线使艺盆立时变得婀娜多姿起来，
好似一位亭亭玉立的美少女，由于盆沿弧度大，再配
以浅浮雕纹式，看似柔美，但又不失古朴庄重。六方盆
由著名书法家丁申阳亲书宋代诗人苏轼的颂兰诗
“春兰如美人，不采羞自献。时闻风露香，蓬艾深不
见。丹青写真色，欲补离骚传。对之如灵均，冠佩不敢
燕”。吟诗赏盆，幽幽兰香仿佛拂面而至!上图"。

年近七旬的顾绍培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进宜兴
紫砂工艺厂时师从潘春芳、陈福渊、顾景舟等名家，
主攻方向是做壶，%"'$年后改做艺术花盆和花瓶，
一年后，“文革”爆发了，艺盆和花瓶都被视为“封、
资、修”的东西遭摒弃，但顾绍培相信黑暗终将过去，
花盆和花瓶这样的艺术品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
爱。他独来独往，在艺盆和花瓶的创作上长年摸索，
精品力作层出不穷，有的被作为永久性藏品收藏于
中南海紫光阁，也有的在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上
荣获金奖……
顾绍培为了弘扬陶艺事业的发展，他始终抱着

一颗无私奉献的心，没想过用精湛的陶艺为自己谋
利赚大钱，而是忙于把心血和汗水换来的技艺无保
留地传授给青年人，他忙于把创作多年的佳作整理
后陈列于“顾绍培艺术馆”中，希望让更多的来者在
艺术上超越自己，为表彰他对陶艺事业的贡献荣获
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顾大师高尚的艺德与他的
代表作“高风亮节壶”的文化内涵是一脉相承的。

陆正伟

《澹静堂印存》海归记

青田石雕出古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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