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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豫堂钱老师的“无倦苦斋”，珍
护赵撝叔、黄牧甫、吴昌硕的刻印均
逾百，称雄当世。

钱老师收藏黄牧甫印章，始于
六十年代初期。一下子从广州收到一
百四十九方。一位黄文宽先生从那里
送出，分二批寄到上海。钱老师也始
终没有弄清，这些印章是黄先生的自
藏，还是专门为之收得的。全部洗得
干干净净，而且还上了蜡。这倒有点
弄巧成拙了，边款都嵌满了蜡，还影
响了印面。钱老师命我清洗，费了好
多时间，小心翼翼地用软刷、汽油去
蜡。可见那位黄先生不太内行。
清洗以后，老师命我钤拓一份

欣赏。有趣的是，二批印章中，都有
印面和边款相同的“人生识字忧患
始”。见图一和图二。老师当时莫衷
一是，和潞渊叶丈反复研究之。后来
把二印钤盖在透明薄纸上，覆盖在
黄少牧编辑的《黟山人黄牧甫先生
印存》下集第百三页上刊载的印影
上，认定图一为真迹。现在此印藏桐

乡“君匋艺术院”。
当时，我二十不到，加上资质愚

钝，完全没有能力去辨别真伪。现在
年齿稍长，佩服老师和潞丈的法眼。
的确，图一神采奕奕，别人是做不到
的。但是，我也佩服伪印的制作者，其
对黟山的研究，远远在吾侪之上。曾
听去疾方老师说过，旧时广州有一位
汪姓者，专做黄牧甫印章，几可乱真，
民国广州市长吃进过二百余方。
“人生识字忧患始”，未署创作年

月，拙见，大约是黄氏四十五岁以后
的作品。
黄氏初涉刻印时，取法较乱，基

本上是学浙派的。一九八三年我初
访其家乡黄村和南屏村时，在其外
孙叶玉宽先生处，见到了黄氏早期
的习作。黄氏早年，还创作过《心经
印谱》，风格颇为庞杂。后来，他又学
过邓完白、吴让之。且对让翁深有研
究。渐趋成熟的阶段，师法吴让之的
作品极具魅力。图三的“许镛印信”是
其三十四岁时所作。方去疾老师在
《明清篆刻流派印谱》的初版本中，日
本人小林斗庵在《中国篆刻丛刊》吴
让之卷中，都错误地认定它是吴让之
作品。是徵黄氏在吴让之研究上的深
度。黄氏四十以后，就白文而言，其对
赵撝叔和汉印的研究渐入佳境。
图四的“稷山金石文字”和图五
的“苏若瑚印”是其四十三岁时
所作，已经极为成熟，创立了自
己独特的面目。

就印面风格而言，“人生识
字忧患始”和图四图五的二印很
接近。不过，其在四十以后，边款
“牧”字的刻法发生了变化。原
先，反文的最后一捺，是翻转印

石运刀，造成一捺的光面在上，毛面
朝下。后来，运刀的方向发生变化，不
翻转印石，一捺自右下向左上走刀，
光面在下，毛面朝上。

图六分别是其四十一岁时“祗
雅楼印”，四十二岁时“若瑚”的边
拓。“牧”的反文的左后一捺，光面在
上，毛面朝下。
图七分别是其四十五岁时“简

园客”，四十六岁时“性腴言事”和四
十七岁时“不自嫌斋”的边拓。“牧”
的一捺，光面在下，毛面朝上。
当然，也不是绝对的。其四十一

岁时也有光面在下的，如“曾作歇浦
寓公”的边款。但是罕见。而黄氏中、
晚年的边款中，就几乎没有光面在
上的一捺了。
“人生识字忧患始”七文字，写

法极普通，除了“识”从金文衍来，略
有些特别，边款说明从《缪篆分韵》
中查得。那时的工具书，大概也就
《说文解字》《汉印分韵》《缪篆分韵》
等有限的几种而已。尤其是金文，缺
少权威的工具书。时代的局限，没有
办法。但是，黄牧甫用字，往往极平
常普通，极朴素，效果却是惊心动魄
的。这就是大师风范。“始”的女旁的
脚作三角状，源于汉印，黄氏喜欢这

样的写法。这七个字的经营，即有赵
撝叔留红的妙处，又直追汉印，含蓄
中透着犀利，从容中呈现高古。

曾有人问我，赵撝叔和黄牧甫，
孰高孰低。我以为，他们都是大师，都
是超一流的，都是各自时代的杰出代
表。硬要瞎比，那就是“关公战秦琼”
了。不过，赵撝叔自刻闲章有“汉后隋
前有此人”，大有自知之明。黄牧甫则
志在先秦，好像没有一瞥两汉以后的
兴趣。而且由于晚清出土铜器的涌
现，其对金文款识深有研究，赵氏则
由于资料的局限，不及黄氏有利。仅
就运刀而言，黄氏以轻行取势而具扛
鼎之力，同光以来一人而已。以“人生
识字忧患始”证之，也许会有朋友拊
掌击节，同意愚者之一得吧！

（限于版面! 本文例图略有缩

小!读者可参阅原谱。）

! ! ! !紫砂花货的美，美在它出人意料
的风格，美在它自由自在的艺品。和
其他类型的紫砂壶不同，紫砂花货的
形象，它可以是大自然中任何打动人
心的场面，是日出东方、旭日东升时
的汹涌澎湃，是春华秋实、一花一叶
的生命历程；紫砂花货的造型，它可
以是各种器皿的借形改装，是高僧头
上的僧帽，带着沉静的禅意，是渔人
的斗笠，散发着亲切的生活气息。

在黄丽萍的眼中，紫
砂花货的种种艺术特色都
浓缩为对生活的提炼升
华，是感性的情感表达。黄
丽萍是中国宜兴陶瓷博物
馆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师，

出生于陶艺家庭，她的父亲是紫砂
工厂的元老之一，不仅老人自己善
于调配紫砂泥，而且和众多的老艺
人交情颇深。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之
下，黄丽萍早早地就对紫砂泥有了
深层次的了解，而且在父亲和老艺
人的交往过程中，还早早地锻炼了
黄丽萍的眼界，眼界对艺术的创作
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对她后来紫砂
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丽萍的紫砂艺术不仅得益于
良好的家庭教育，而且从她进入紫
砂行业时，就投入了名师的门下。她
先后跟随多位紫砂名人高手的门
下，集合众名家之所长，最终凝聚成
她独特的艺术理念。
从供春壶的树瘿开始，紫砂壶

就与自然结缘，黄丽萍也延续了这
天人合一的缘分，把自然与紫砂艺
术相结合，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
紫砂花器来。在《萍水相逢壶》!见
图"中，黄丽萍一手策划了葫芦与葡
萄在紫砂壶上巧遇。此壶的壶身仿
佛是一粒被艺术夸张了的葡萄，硕
大圆润，展示出了饱满与力度，具有
生命的活力。壶流和壶把则是粗藤

弯曲而成，舒展自然有力。壶钮是一
个横卧的葫芦，不知从什么地方就
长了出来，柔软而弯曲的细细的茎
叶铺盖在壶盖上，甚至一直延伸到
了壶身。从壶把这跟粗长的藤上伸
出的葡萄，也开始在壶身蔓延，渐渐
地和葫芦相遇了。这两个爬藤类的
植物在此处偶遇，却又给人以完全
自然的姿态，似乎是大自然的妙手
偶成，葫芦与葡萄的萍水相逢，之后
又是各自生长，即使是擦肩而过，也
是难得的缘分。

薄胎壶，是紫砂艺术花园中，最
为娇嫩的一朵。它是紫砂艺术中令人
惊艳的神乎其技，原本薄胎的是瓷器
的制作方法，后来被才能出众的紫砂

人运用到了紫砂壶的创作中，人们常
常会用“薄如蝉翼，轻似浮云”来形
容，让紫砂壶的艺术世界更加的妙曼
动人。虽然从外表上看去，它和一般
的紫砂壶几乎没有差别，也是一副沉
静端重的样子，但是拿到手上，却轻
得叫人惊奇，让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
对待，仿佛一用力就怕它会受伤一
样，是名符其实的掌中明珠。薄胎壶
比一般的紫砂壶要轻了许多，胎体极
薄，成型困难，这是对纯手工制壶技
艺的一大考验。由于薄胎紫砂壶的技
艺要求之高，其传世的作品并不多。
但是今天却有幸能看见黄丽萍新作
的薄胎壶。
在黄丽萍的心中，紫砂艺术是

神圣的精神追求，是人们对美的享
受和感念。她在创作每一把紫砂壶
时都特别注重艺术的审美，和内在
文化的底蕴。

! ! ! !前个周末，正逢上海书展，又
有了淘书的好去处，一早上我便乘
车前往，到了上海展览中心，场馆
外已是人山人海，随着人流拥入上
海书展现场，场馆内也是人满为
患，先到服务台领了一份参展指
南，便按图示所往，首先从西一馆
进入了品牌实体书店展区。
从去年开始，上海书展开始引

进季风书园、藏书阁、鹿鸣书店、杭
州晓风书屋等品牌实体书店，其中
有几家书店是买旧书的，小朱书店
今年没来，鹿鸣书店还是有二手书
销售，在此挑选了《王子与贫儿》（人
民文学 #$%&年版）、《善女人行品》
（上海书店出版社 #$&'年影印），书
不错，价也不便宜，鹿鸣书店学术书
经营有口皆碑，留存了许多我淘书
的美好记忆。今年上海书展又增加
了“藏书报旧书店”，是沪上和外地

几个旧书摊主合伙开的，只
是地方太小，旧书的价位也
有些高。在河北卖家处见有
本《少年科学杂志》（#$()
年），封面漂亮，价钱也不
高，但仔细一翻，不仅缺封
底，内页也不全。闲聊中直
言他的旧书开价有些高，河
北卖家则说：这是国家级书展，价不
高不行。不由一笑了之。
在“藏书报旧书店”见一沪上熟

悉的卖家，带来一批民国版图书，便
从中挑选了几本，有《艺术的起原》
（商务印书馆 #$(%年 *月版），德国
格罗塞著，蔡慕晖译，精装本，收入
“汉译世界名著”，品相一般；《希腊

神话 +,-》（世界书局 #$*&年 &月
初版），是“+,-丛书”之一，汪倜然
著，布面精装本，只是品相稍劣，
“+,-丛书”多平装本，布面精装本
少见；《处女地》（文化生活出版社
#$'.年 &月沪初一版），屠格涅夫
著，巴金译，收入“屠格涅夫选集”，
二十四开厚册，此书原为重庆版，抗

战胜利后出沪一版。稍还价，卖家坦
言书展要抽扣率的，三本民国版图
书均价百元，尚能接受。

对于新书的购买一直比较挑
剔，可能也因为网上书店购书的便
利，所以对上海书展现场的新书并
无十分热情，如见《梁漱溟日记》，翻
了翻又放下了，还是等网上书店有
活动再买吧。不过也有想买的书，在
报上见介绍葛兆光著《且借纸循》，
广西师大出版的，是作者的读书笔
记，很想看看，但遍寻而不得，是还
没有上架？书展的各种活动很多，
路过中央大厅，见梁晓声在签售
《国人辨论的表情》，长长的队伍还
转了个弯。到中午时分，人渐渐多
了起来，很多展区挤进去都有些困
难，从休闲区域飘来阵阵的盒饭味
道，才觉肚子也有点饿了，稍稍填
补了一下，继续逛书展……

! ! ! !有关麻姑，晋代葛
洪的《神仙传》、唐代颜
真郷所书《麻姑仙坛记》
中均有载述。麻姑，古建
昌人（今江西抚州南城
县麻姑山人氏）。东汉桓
帝时应王方平之召，降
于蔡经家。其自小长得
聪慧靓丽，且勤劳孝贤。
后修道牟州东南姑余
山，年十八九时，得道升
天。又传，她常掷米成
珠，分送给穷苦百姓，自
言三见东海变桑田，后
世遂以“沧海桑田”比喻
世事巨变。她在降珠河
畔，以仙草结庐，用采撷
的山崖灵芝酿成仙酒，
于每年三月三为西王母
献寿。由于麻姑的传说
深得华夏民间喜爱，古
民就将麻姑献寿的形
象，或绘、或绣、或塑、或
雕琢成艺术品，用作向
人间女姓祝寿的贺礼，借以表达
对仁厚女长者诚挚美好的祝福。

这件高 *.厘米、品相完整、
包浆润纯的麻姑献寿摆件，为清代
竹雕精品。常见麻姑献寿，以亭亭
玉立一仙女手挽花篮或托酒盘为
多。而以麻姑骑鹿的艺术形象出现
却难得一见。细品此尊竹雕，但见
婀娜清丽的女仙麻姑，丝巾束发，
螺髻高绾，耳垂玉坠，鬓花滴露，盈
盈眉眼透出慈善，低首回眸中带着
妩媚的笑靥；她身系披风，侧展身
姿，轻舒楚腰，双手小心翼翼捧护
着一尊酒坛；轻盈燕躯下，骑一头
口衔灵芝，披着锦制叶纹垫鞯（又
称障泥，是垫在鞍子下，垂于坐骑
背两侧，既挡泥土，又作装饰），正
举蹄款步向瑶台的仙鹿。那回转
的鹿首，脉脉含情地依偎在仙女
的肩胛，渲染了人兽间的通灵、呼
应和情感。而仙鹿胸脖前那道凸
起的筋脉，点明了该雕品是典型
的乾隆年及清中期的雕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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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心紫壶艺无限 ! 闵学平

书展淘书记 ! 姚一鸣

黄牧甫的“人生识字忧患始”! 陈茗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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