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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条件各
方面越来越优越，但我们对自然资源无尽
的损坏远远超越需求。我们的贪婪造成了
当今生存环境的极大改变，众多物种在渐
渐地消失，美丽的山川河流也发出“凄厉
的哭声”。早前，一场由美中艺术教育基金
会（筹）、当代国际流行艺术协会（筹）和张
江当代艺术馆共同主办的，名为“亚当的
苹果”的主题画展，借由一群年轻人的画
作，让我们重新再一次思辨，我们来自何
方，将往何处去。尤其是开幕式上将时装
秀、舞蹈、话剧等舞台艺术形式与平面架
上绘画相结合，以多元的文化，来唤醒全
社会的良知!共同维护我们赖以生存的地
球和人文环境。

一如我们从画面上所看到的，“梦回
里约”中有着美丽的大花园、阳光下海边
各种树和盛开的花朵、一位抱着宠物正悠
闲看着书的女孩……作者王蕗奕的创作
灵感来自里约热内卢的一次旅行，寄托了
自己对悠闲、惬意、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
以及与大自然相融合的美丽心愿；而在俞
沁的大幅抽象画中，则展现出人生的智
慧，那就是我们的一生会被许多外物所纷

扰，要如何尽量称心、快乐地度过一生，也
是一种艺术。她在描述自己的文章中说
道，自己在握画笔的时候可以很专注，绘
画的过程总能帮助整理内心的一些想法，
然后透过绘画让这
些想法不经意间
“输出”，于是此次
的画展中就有了这
幅好似以片断想法
输出为完美艺术的
精彩之作。

王雨馨从小热
爱画画，但总感觉
现在的中国绘画方
式未能与世界接
轨，于是走遍世界
各地学习各种绘画
技巧，以至于能深
刻地来表达自己内
心的东西。她创作
了一幅在灰底上涂
抹黑灰白红等色块
的抽象画，带出大
象无形、大道无痕

之空的本质，耐人寻味；孙学红的油画作
品“灿烂的生命”则展现出贫穷的生活有
着灿烂的人生，积极乐观、前进心态，给
人以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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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浙非浙的
大师钱松
" 韩天衡 张炜羽

文化要用内心去呵护
" 九峰

回归，感受与自然相融
" 肖 王

! ! !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江南印坛依然笼罩在浓
厚的浙派印风中，而此时丁敬、蒋仁等浙派初期质
朴渊雅的气息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赵之琛
精巧纯熟程式化的风格，赵氏已成为印人们顶礼
膜拜的偶像。浙派篆刻技法因循相袭，当一事物发
展到窘困极致之际，需要“穷则变”，不变则壅、则
衰、则亡，唯有变则通、变则新，方能贯通、发展和
兴旺。幸运的是浙派晚期出现了一位力挽狂澜、拯
时救弊的睿智印人———钱松。

钱松（"#"#$"#%&），字叔盖，号耐青。浙江杭州
人。为五代吴越国创始人钱镠的后裔，与篆刻家胡
震、文友范守和、范守知兄弟等相契，为诸友篆刻
最夥。咸丰十年（"#%&）二月末，李秀成率太平军攻
陷杭州，钱松与家人仰药，阖门殉难。一朵盛开绚
丽艺术之花的秀木也随之凋谢，令人扼腕。

钱松善书画，书工篆隶，山水近南宋江参。但
最为人称道的是篆刻艺术。钱松刻印虽由陈豫钟
入手，而胎息于两汉。早年杨岘趋钱寓，见其案头
有汪启淑《汉铜印丛》六册，铅黄凌乱，便问何以至
此。钱松称：“此我师也，我自幼初学篆刻即逐印模
仿，年复一年，不自觉模仿几周矣。”钱松手摹汉印
二千钮，使他深谙烂铜印凝重斑斓、浑朴醇郁的特
征。赵之琛见其作品惊叹道：“此丁、黄后一人，前
明文、何诸家不及也。”著名印学家魏稼孙也极力
推许钱松，称：“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
叔盖钱先生”。就连孤高的赵之谦也称赞说：“与予
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对于浙宗前辈的篆
刻艺术特征，钱松有清醒的认识，他曾高度概括
道：“国朝篆刻，如黄秋庵之浑厚，蒋山堂之沉着，
奚蒙泉之冲淡，陈秋堂之纤秾，陈曼生天真自然，
丁钝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
汉，精赏者以为何如'”对自己规避时俗、直承秦
汉，貌似浙而实非浙的风貌作了最坦率的表白。

综观钱松作品，最富创新的是其刀法。他常常
卧杆浅刻，轻浅取势，将碎切与披削相交融，刻一
根印文线条往往要以几十次碎切刀法来完成，宛
若春蚕食桑叶，富有积点成线的拙涩、凝结感，钤
于纸上能神奇地产生出浮雕般的立体效果，令识
者玩味无穷，在古今印人中堪称典范。因钱松镌刻
的线条过浅，不易钤拓，竟有印主嘱咐其加深之，
亦为印坛趣闻。与丁敬以下其他西泠六家相较，
蒋、黄、奚、陈皆多吸取、依附于鼻祖丁敬，虽有提
纯与局部的创新，但仍在丁敬开创的浙派大框架
中作取舍优游。技艺越来越精纯，而道路却愈加狭
窄。钱松的高明在于虽身处浙派氛围中而不被其
所囿，以浙派之师而师之，以博大精深的两汉印为
依托，并辅以独创的披削短切刀法，使线条的形
态、质感与印章的气韵得到全面升华，获得与其他
浙派印家迥异的艺术效果。而对于当时“浙宗后起
而先亡者”之论，钱松的独辟蹊径也正好作为有力
的回驳。他追求篆刻艺术自然、浑朴的真趣、丰富，
提升了切刀技巧与表现力，对咸丰以后篆刻艺术
的发展与繁荣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事实上倘不是因地缘之故而被时人屈尊地推
为西泠八家之席，若以艺术理念和创作技法作全
面的考察，钱松无愧是一位非浙非皖、去其依傍、
自辟新格的创新型大师。

! ! ! !何为传统文化？这个题目很大，作为
年轻的美术工作者，能否承接得住文化使
命？特别在艺术领域里，传统也好，当代也
罢，总得有自己的追求。幸运的是我们这
些 #&后，能够有自己的选择，宋元绘画也
好，晋唐书法也好，明清小品也好，至少在
我们身上传统还未断，一直在这条正脉上
从容前行。

有些先生觉得我们这群孩子连门道
都搞不清，还谈什么“追寻”。但对于我们
而言，这是在认清现状的情况下的一种觉
醒，警觉当下的传统被弱化？不少人口中
的好画似乎只是牡丹松树的代名词；仿佛
雕透繁复的家具才是好看；节日习俗成了
商业炒作。真正的好的文化传统已被割
裂。

而我们所能做的!追寻文化传统!从具
体做起(读书会也好，茶叙雅集也好，力求
回归对文化本身的尊重。学宋元绘画、赏
明式家具、品北宋茶法，不是用来秀的，
也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提高自身
修养。现在的我们还不可能像王世襄、启
功、唐云先生那样把生活和艺术融为一
体，但我们的目标，是多向老先生学习，
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是对的方向。文化
不是技术，而是精神修养。技术再好也只
是画匠。
文化的自我价值不是说给别人听的。

能坐在同一茶席共同欣赏一个铜花瓶，这
是价值；能与三两好友唱段折子戏，这是
价值。无需语言，可如今这成了奢侈。文化
要用内心去呵护，勉强不得。

文化是人生的自我完善，已经成名的
老先生们，并未将文化说得玄之又玄，他
们谈及诗词书画是那么大气度，大潇洒。
我们要追寻他们的足迹，就要读千家言，
唱千家诗，吃千家饭，品千家茶，同那些老
艺术家们一般，千人千面，确立个性。
我们要挤出时间去喝茶、赏器、游山，

有人会觉得我们年纪不大就做这些会产
生惰性。《遵生八笺》或者《长物志》，更多
的是推荐慢生活，只有慢，才能更清醒地
认识自己，洗去自身层层浮躁，在都市中
更是如此。如同爬山一般，凡是有亭子的
地方，必定是让人别走了，停一下，这里的
风景很美，要看一下，然后再继续前行。这
也是一个反思的过程，人生观也就是这样
慢慢地被不断完善的。

最近，我们这些 #&后，在浦东老宅，
展出三十余幅作品，雅集一下。通过这些
作品，使来看的人知晓有人在慢慢地摸索
着文化的某一方面，了解我们的文化追
寻。

海上印社

挥洒之中见率直新意
" 赵栋梁

! ! ! 夏日，郑庆谷不出门，在家里画写意
的花鸟画。好几年前我遇见他的父亲，著
名国画家郑家声，对他这位公子很是赞
赏，操一口宁波话“小鬼聪明、卖力”。在名
画家的后代中郑庆谷确实子承父业，把国
画艺术当回事做。我看了他画的花鸟画，
纯水墨，写意而潇洒。这年头用纯水墨画
花鸟的少见了，代而取之是慢功细活的工
笔画。这种现象是后辈没有受过严谨的文
人画的“童子功”，前辈画家写意挥洒，是
他们的功力。郑庆谷从小受其父严格训
练，长期的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笔姿与墨
韵结合，生动灵气。这类行话称为“小品
画”，如同文人的小品文都是练笔的去处，
很能见修养的。而郑庆谷力求画得洒脱一
些，挥洒之中，那种枝杈一笔画下，贯气穿
透有率直的新意，大气。
正由于这种文人画的笔意，郑庆谷画

仕女画也是驾轻就熟。仕女画到了南方气
息浓郁起来，郑庆谷画仕女，真如李渔所

讲，求一“情态”。南派仕女上海画的画家
多，各位画家都在求自己的面貌。郑庆谷
画过连环画，景致、人物都能上手，用老先
生的话讲“小道具”灵。仕女的坐骑、马的
墨色，郑庆谷画来线条轻盈有生机，是南
派的“游春图”，清新的气息中呈现出一派
诗情。虽然与高研班的画风截然不同，但
郑庆谷转换角色入状态，各种画风拿得
下。郑庆谷也画北方一路的文人画，变形
往质朴爽直去，这样画的方构图人物压得
住画面，笔墨形态不同，但是总体上还是
显出逸爽的神情。
至于现实主义一路的人物画，虽有难

度，郑庆谷投入学研的态度。进步快自然
在其中，这些作品入选了上海美术大展，
是他画风的又一面。我只说一句，当下艺
术的学科分类很细，但对国画家来讲，还
是要努力将面的画广一些，这样创作起
来，笔墨与形态就更丰富了，创新也在其
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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