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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典藏

! ! ! !今年是中国画坛巨匠傅抱石先
生诞生 !!"周年，南京博物院在以
先生命名的傅抱石艺术馆举办了隆
重的《大匠踪迹———傅抱石先生绘
画发展历程》纪念大展。傅抱石一生
创作了中国画 #"""多幅，其中最能
体现这位国画大师非凡才华与不朽
功力的巅峰之作便是与岭南画派著
名画家关山月先生合作的《江山如
此多娇》。这幅由毛泽东题款并悬挂
在人民大会堂接待大厅的巨作大气
磅礴，为亿万中国人所熟知。
其实，傅抱石也是一个人物画的巨匠，就单

个人物画而言，傅抱石先生最偏爱的是杜甫。据
他的爱女、著名画家傅益瑶介绍说：“父亲各个
时期以杜甫为题材的画作，不下于 !"幅。在这
一次的《大匠踪迹》画展中，展出的杜甫画就有
$幅。”
杜甫的一生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他的目光

从来没有离开过苍生大地，因而是那些“白头虽
老赤心存”（杜甫《承闻河北诸节度入朝》）的大
画家借画言志最心爱的题材。这一次我在南京，
在一个与傅抱石非常亲近的朋友家里见到一幅
杜甫画，可以说是傅先生毕生创作的以杜甫为
题材的作品中最有意义的一幅。这幅画是傅抱
石在逝世前不久创作的，也可以说是傅抱石先
生的绝笔了。画中的杜甫孑身而立，清癯消瘦，
但神态却是那么的沉静安详，只是那双明亮的
大眼睛里，落寂而又哀婉。“丈夫誓许国，愤惋复
何有。”（杜甫《再经昭陵》）“想来忧国泪，寂寞洒
衣中”（杜甫《谒先主庙》）。傅抱石的这幅画，将
杜甫饱经磨砺、忧国忧民的神态，表现得淋漓尽
致。这幅画似乎没有画完，但背后高耸的青松，
脚旁盘绕的恶竹已用淡淡的墨迹勾勒出来，仿
佛给人以更多的想象。这幅画也没有落款，其实
在傅抱石的画作中没有落款是一种常态。在《大
匠踪迹》这么重要的画展里展出的《三峡图卷》、
《二老观瀑图》、《竹林七贤》、《殿亭对话》、《唐人
诗意图》%幅中的 #幅、包括杜甫的《秋兴》等 !"

余幅作品，都没有落款。
!&'(年初，傅抱石从北京开完会回宁，冥冥

之中似有预感，清点画作竟有 %""来幅。他提笔
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准备将毕生的作品奉献
给国家，希望在南京办一个傅抱石纪念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夏末秋初，他在南京汉口路
的寓所画就了这幅杜甫。&月 $&日，他从上海归
来终因脑溢血病逝在家中。谁料想一个月后，老
人家竟作指示：同意在南京傅先生的旧居建傅
抱石纪念馆。但尚未动工，“文革”就爆发了……

!&)&年，傅抱石先生夫人罗时慧代表家人
将傅先生 #'(幅画作捐赠给国家。这些作品几
乎囊括了他一生的精品力作。为此南京博物院
特建“傅抱石艺术馆”，陈列展示傅先生的画作。
!&*)年“傅抱石纪念馆”也在南京汉口街傅先
生旧居落成，傅先生的心愿得以实现。傅抱石先
生的爱女著名画家傅益瑶终于在父亲这幅未完
成的杜甫画上题下长款：此乃先父所写杜甫像
未完之作。杜甫像为先父平素爱作画稿，少时侍
画，吾曾屡见，人物周遭松林苍郁，题曰：“青松

恨不高千丈，恶竹应须
斩万根。”此幅画中人物
虽立，松却未植。展卷之
处，痛楚难禁，每每观之
良久，即恍见先父执笔
蘸墨，正与落笔之状，遂
信父灵时在左右也。壬
申正月二十日。”吴基民

福建省莆田市是中国著名的木雕之
乡，那里的民间木雕技艺始于唐朝，盛于明
清。“莆田木雕”在明代形成了造型简洁、明
快清新的艺术风格，清代进入结构考究、装
饰华美、繁复厚重的辉煌时期。业内人士认
为，莆田木雕是历代艺匠文化理念和审美
情趣的积淀，其传统工艺有圆雕、透雕、浮
雕、根雕，品类有佛像、仕女及花鸟山水摆
件等，造型千姿百态，做工精细，极具实用、
观赏和收藏价值。近年来莆田木雕技艺以
精细的传统绝技和大胆的现代创意赢得评
委的高度评价和收藏者的赞叹，一件件金、
银奖作品使莆田木雕名声大噪，莆田已成
为全国最大的木雕礼品、工艺品的主要生
产地。近日，“黄文寿雕刻艺术展”在南京东
路步行街上海旅游品商厦 *楼新世界珍宝

馆举行。“黄氏雕刻”第四代传人，中国木雕
艺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黄文寿携
高徒林飞鹤、黄淑钦、黄淑容、黄智清来沪，
为沪上艺术爱好者带来六十余件难得一见
的精美木雕作品。
在莆田木雕一千多年的历史中，最富

传奇色彩的就是绵延五代仍坚持木雕技艺
并且繁荣昌盛的黄氏家族。清末，黄荣泉率
先开启了“黄氏木雕”的先河，经过黄
文廉，到第四代黄文寿，将木雕发扬光
大，名扬海外。黄文寿 !&(!年出生黄
氏雕刻世家，四十几年如一日，为继承
传统雕塑工艺，发扬创新精神，身先士
卒，投入所有的生命和激情；创作大型
武将、传世雕像，可称世界之冠。

! !鹏飞

! ! ! ! !$月 !*日，成化斗彩鸡缸杯特
展将在龙美术馆（西岸馆）举行。自从
刘益谦花 $+*亿港元在香港苏富比拍
下明成化斗彩鸡缸杯之后，市场便掀
起了一股对于斗彩瓷器的热潮。究竟
什么是斗彩？它为什么能够在众多瓷
器中成为最受关注的品种之一呢？

斗彩又称逗彩，创烧于明朝成化
年间，是釉下彩（青花）与釉上彩相结
合的工艺，其以绚丽多彩的色调，沉稳
老辣的色彩，形成了一种符合明人审
美情趣的装饰风格。传世成化斗彩瓷
器图案绘画简练，内容主要是花鸟、人
物。据史料记载，明代成化斗彩是先用
青花在白色瓷胎上勾勒出所绘图案的
轮廓线，罩釉高温烧成后，再在釉上按
图案的不同部位，根据所需填人不同
的彩色，一般是 #至 (种，最后入彩炉
低温烧成。

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斗
彩官窑也有不少精品堪与明代成化媲
美，而且出现了较大的器型。总的来看，
清朝斗彩瓷器大多数绘画精工，图案性
更强，但也失去了明代清秀飘逸的风
采。特别是雍正时期斗彩瓷器，是明代
成化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巅峰，许多这个
时期的仿品中有少数寄托成化款。

在传世的斗彩瓷器中，除了鸡缸
杯之外，还有许多“神品”，像西藏日喀
则萨迦寺收藏的明宣德斗彩鸳鸯莲荷纹碗、明成
化斗彩三秋杯等等。像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
只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古陶瓷收藏家、鉴定家孙
瀛洲在上世纪 ("年代中期捐献的，这件明成化斗
彩三秋杯被视为故宫瓷器的镇院之宝之一，是孙
瀛洲在解放前花了 %"根金条收来的。一只轻灵秀
巧的斗彩瓷杯，在洁白细腻、薄如蝉翼的胎体上绘
了两只蝴蝶在山石花草中飞舞蹁跹。值得注意的
是，其中一只蝴蝶的翅膀上所施的紫色彩釉色浓
而无光，然而这恰恰是明代成化斗彩所固有的特
征，这也是后世仿品无法仿效之处，这种紫彩就是
所谓的“姹紫”或“差紫”。
成化瓷器的精美，与朱见深皇帝有关。因而此

次成化斗彩鸡缸杯特展的名称也取了“朱见深的
世界，一位中国皇帝的一生及其时代”。或许正是
由于成化皇帝性格懦弱，导致那个时代的官窑瓷
器有一种独特的淡雅之感，这种特殊的美学品位
已经逐步被后世所认同。 ! ! ! !肖舫

! !#"多位沪上印坛高手，历时两年，
同刻“古玩宝斋”四个字，世上有这样长
时间跨度的印家雅集吗？没有。如今，这
些印花集中在一张四尺宣纸上，读者诸
君，您说它珍贵不珍贵？珍贵！这帧“名家
印迹”立轴，由上海“市民收藏家”杨育新
策划完成，最近，捐赠给了新民晚报，为
新民晚报创刊 *(周年庆生。
缓缓展开“名家印迹”立轴，一股古雅

静穆之书卷气扑面而来，白底朱迹，熠熠
生辉。细数 !"'位治印高手的名字，真让
笔者大开眼界。瞧，钱君匋、高式熊、曹简
楼、顾振乐、沈觉初、韩天衡、颜梅华、王宏
喜、江成之、刘一闻、童衍方、陆康、蔡国
声、应小庵、孙慰祖、吴承斌……都是当
时响当当的印坛高人。而当把目光聚焦
到一方一方印花时，笔者犹如进入了一
个五色长廊，竟有目不暇接之感。这里，
集中了海内外印坛耆宿以及中壮俊彦的
作品，他们以“古玩宝斋”为镌刻内容，在
方寸之间，刀驱石骨，笔走蛟龙，各种风
格，争奇斗艳。这些作品，有的挺劲生辣，
有的雄健淳厚，有的凝重端庄，有的闲适
拙朴，有的方圆兼之，有的工整秀美，有
的不拘一格，别开生面……不变的是，众
印家宗秦汉，追明清，将刀法、章法、书法
融于方寸之间，呈现出万千气象。可以毫
不夸张地说，百家印迹体现了上世纪 &"

年代海上篆刻队伍的整体风貌，有很高
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正如邵洛羊先生所言，新民晚报
“古玩宝斋”开辟印章专栏，广泛征求百
印佳作，有助于印学之创导发展，是为
善事。*!岁的邵老亲自撰文以为“前
言”。尤使我钦佩的是，热爱新民晚报的
忠实读者杨育新，为办好“古玩宝斋”贡
献了这个金点子，并自己筹资备齐印章
石材，遍邀沪上众多印家踊跃投稿。作
品经高式熊、刘一闻、蔡国声评审把关
后，高质量的作品每期一方刊登在“古
玩宝斋”版面上。经过专版主编王金海、
编辑杨一心等共同努力，“古玩宝斋”成
为新民晚报的一个品牌专版（出版了
("" 多期），汇编出版了《古玩宝斋 #""

期选》。“名家印迹”印证了这段印坛佳
话，也成为不可多得的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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