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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 ! ! !在 !"世纪的上海文化界，“马
公愚”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名字。他幼
承家学，擅诗书画印，一生治学严
谨，勤勉过人，有“书法宗匠”“艺苑
全才”之誉。今正值马公愚诞辰 #!"

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联、华东师范大
学、上海市文史馆、上海市书法家协
会、温州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举
办马公愚书法展及学术研讨会。

马公愚 $%!&年从温州来到上
海，工作生活四十多年，直到
$%&%年去世，享年 '&岁。由于特殊
的时代原因，如今知道马公愚的人
并不多。在上世纪 &"年代和马公愚
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我深感马先生
在海派书法中的历史地位之重要！

!!初识马公愚先生

我至今还保存着马老师 $%&!

年 (月 $"日在医院给我写的回信。
看到这封信就像看到了马公愚先
生，就想起了我跟他交往的过程。

$%&!年，我 $'岁，在上海出版学
校美术专科班已经读了两年多，还没
有毕业，在朵云轩编辑出版部实习。我
很想拜访马公愚先生。当时在上海滩
写招牌字最多的就是马公愚先生，很
多店招都是他写的，我看了很喜欢，
里面既有颜字、欧字的味道，又有他
自己的风格，他真草隶篆都写。我打
听到马公愚先生的地址，就写了封
信给他，想拜他为师。这封信他是在
医院看到的，于是他给我回音，告诉
我，等他出院之后欢迎到家里来，每
个星期天的上午作为我的学习时
间。后来他出院了，我上门拜访。
马公愚先生就住在襄阳公园斜

对面离淮海路不远的一栋房子。他
开始对我非常客气，每次借给我一
张十六开大的作品，有楷书有行书，
我拿回家临摹。我一般两个星期左
右去马老师家一次，下次来的时候，
把自己临摹的和原作一并带来。慢
慢熟悉了之后，他就让我星期天帮
忙去南京路朵云轩门市部买笔墨纸
砚。他那时六十九岁，我十七岁，叫
我跑腿说明他很信任我这个学生。
买了之后他说某某型号的笔、某某
宣纸你买的对，我就很高兴。有时候

去，他还请我喝茶，弄些点心给
我吃。

我当时听说，他的招牌是一个
字一根“小黄鱼”，“小黄鱼”是金条
不是鱼（当时一条一两，一斤为十
六两），八个字的招牌就要半斤黄
金了，所以一般人家不敢求马公愚
先生写招牌。在上世纪 )"年代上
海书法家当中，他的润格是很高
的。其实招牌字也不是每个人都能
写，马公愚先生的颜字写得厚实、
稳重又灵动，所以很受市场欢迎。
毫无疑问，在上海的海派书家中，
马公愚先生是一位杰出代表。

"!第一次入室看先生写字

在和马老师交往了三个月到
半年中，他逐步对我这个小青年有
所了解，觉得我很诚实很用功也比
较牢靠，于是有了信任感。因此，有
一次他说今天你看我写字（不到一
定程度不是特别相信的人，他是不
让看的），于是我就到他二楼的书
房。书房里全是挤挤挨挨的书柜，
线装书很多。我只能看不能动手。

在靠近南面的大窗子下面有
一个很大的写字台。他写 *尺的、&
尺的甚至 +尺的纸都是在这个台子
上。他在宣纸上放两个滑轮，滑轮
通过夹子夹着宣纸，然后他开始
写，写完了一部分纸面，他一拉绳
子，宣纸就像窗帘一样被拉回去
了，然后继续写。两个滑轮是他自
己做的，我在旁边想给他帮忙，他

说不用。我就清清楚楚看他从头到
尾写首诗。此时此刻，我才体会到入
室弟子这个“室”字的含义，是指先生
写字的工作室, 在此之前关系虽好，
但对于怎么用笔怎么写，还是隔了一
层，他不会让你亲自看到。看马老师
写字真的让我大饱眼福，他的点划、
用笔，特别是写草书时，他以真作草，
像写楷书那样规矩且笔笔到位。
后来他又多次在书房给我指点、

修改作品。从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以前
的入室弟子，不是我们现在在办公室
见了面，给你上了课就能称入室弟
子。我还想到潘天寿老先生，据说他
画画从不示人，一般的学生看不到，
一般的朋友也看不到，他非常相信的
人才让看。总而言之，当时大部分老
师对收学生还是比较认真、谨慎的，
走到入室这一步，他就真心教你，没
有保留，所以不是简单地见了几次
面就可以成为入室弟子，他还要考
察你的为人，你的学习态度和学习
进度等等，然后才能决定。

#!不以贫富挑弟子

我拜马公愚先生为师时，还在
读书，没有经济收入，去老师家没有
贵重的礼品，也没有红包，最多就是
买些水果。这也体现了马公愚先生
的为人，他觉得这孩子穷但勤奋，没
有学费照样收。$%&*年我毕业后，
单位事情多，去的就少了。我跟马公
愚老师学了两年左右。当时在我印
象中，沈尹默、马公愚、白蕉、潘伯
鹰、胡问遂几位影响最大。我想能拜
他们为师,先是 $%&$年沈老委派胡
问遂老师每周为我们上书法课半
天, 后来胡老师又推荐我去拜见沈
尹默,第三位老师是马公愚,第四位
是白蕉。
马公愚先生在上海也有很著名

的学生，比如后来影响很大的上海
书法大家任政先生。马公愚先生不
但字写得好，而且德高望重，特别难

得的是，这样一位著名的书法家，
能够收穷学生为弟子，这在当今社
会更有启示意义。

$!海派大家有待深入研究

海派书法有几位大家如沈尹
默、马公愚、白蕉、潘伯鹰。由于马
公愚在“文革”浩劫中去世，他写的
招牌字都被毁，许多史料散失，再
加上后来的书法热潮中一味追求
新奇变异，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等
原因，对于像马公愚这样传统帖学
功底深厚的书家的挖掘和弘扬是
很不够的。今天，温州方面，特别是
马公愚先生侄孙马亦钊和他的学
生陈胜武多年来致力收集马公愚
不同时期的书法、篆刻和国画代表
作以及丰富的史料，使他得以全面
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马公愚先生和他的胞兄马孟
容同时考进温州府中学堂，两个人
后来又同时考入浙江高等学堂（现
浙江大学前身），当时他的老师就
是张宗祥。两兄弟毕业之后都回温
州教书，马公愚教英语，所以说马
公愚是学贯中西的人。我们知道马
公愚是书法家，实际上他诗书画印
皆精，书法尤擅。在海派篆刻中他
也是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成就颇
丰，只是由于书法的名声盖掉了篆
刻。自从他二十年代步入上海滩
后，几乎所有的篆刻活动都有他的
影子。这其中包括 $%))年成立的
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会，开始大
概有八十多人，到 $%)'年时发展到
一百多人，当时马公愚就是副会
长。马公愚的篆刻，特别是民国早
期的一些作品非常精彩，他出过一
本篆刻集子，是由吴昌硕先生题签
的。马公愚写过大量的名家印谱、
出版物前言和题跋，如解放前出的
钱君匋《豫堂印谱》，郑午昌《山水
画册》、江寒汀《灵禽百态图》，还有
解放后的《鲁迅笔名印谱》，还有很

多碑文。当时只要写大篇幅的楷书，
人们就会找马公愚，这也从侧面反
映了马公愚的楷书，特别有影响。大
夏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前身）在民国
时期的四个碑刻都出自马先生之
手，有《思群堂记》《大夏大学十周年
纪念颂》《群贤堂记》《大夏大学校舍
第一座奠基记》等，这些碑刻有的是
首次披露。从中可以看出马公愚先
生扎实的楷书功底，同时他的社会
影响也可见一斑。
这次展览应该讲是比较全面地

体现了马公愚先生的书法人生、艺
术人生。书法人生中各种书体，各阶
段作品都有；艺术人生就不限于书
法，诗书画印都有，此外还有从教历
程，非常难得。我从 $%''年创办上
海《书法》杂志之后，对上海历代的
书法大家，其中包括马公愚先生进
行过专题宣传，现在看来当时只是
从书法角度讲，诗书画印全面的宣
传是不足的。根据现在的资料，特别
是看了温州的马公愚先生艺术馆，
的确说明他诗书画印都有杰出成
就。我们对于马公愚先生从不了解
到逐步了解，从片面了解到全面了
解，从书法的创作到理论一直到他
的教育等等，这是一个全面的、系统
的深化认识过程。

马公愚先生的书法学习经历，
以及他对书法的态度和精神，他注
重传统，花很多功夫临摹，大量地临
古代碑帖，这对于当下的书法学习，
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在今天，我们
重新来审视马公愚先生，学习先生
心系传统的治学精神，无疑具有宝
贵的现实意义。

!此文由华师大艺术研究所硕

士研究生王晓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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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你知道么，我们城市里有家上
海国际京剧票房（以下简称“国
票”）。

算来“国票”已经存在 !)个年
头了。!)年前，上海举办“海内外梅
兰芳艺术大汇演”期间，上海各界的
一些京昆艺术爱好者，以及香港地
区、台湾地区和美国的票友一起倡
议：上海应当组建一家票房，有个票
友之家。$%%"年元宵节，“国票”诞
生了，首任正、副理事长是汪道涵和
李储文，这两位京剧爱好者，一个学
唱梅派青衣，一个喜欢余、杨派老生，
虽然公务繁忙，还是会忙中抽空到
“国票”坐坐，以戏会友，切磋唱腔，没
有一点官架子。后来，增补了舒适、程
十发、秦绿枝、程之为副理事长。
几十年来，每逢周六下午，上海

文艺界、新闻界、企业界的京剧爱好
者和“国票”的票友们，清茶一杯，三
五结伴，围桌坐定，练习唱腔，交流
技艺，弘扬“国粹”。

旅居海外的票友们到上海公
干、探亲、访友、旅游，都会到“国票”
做客。$%%*年 )月 $日举办《海内
外名票名家联谊清唱会》，京剧名家
张君秋、谢虹雯、袁世海、杜近芳、马
长礼、王正屏、夏慧华，香港名票金
如新、李和声、张雨文、张宇以及“国
票”的舒适、秦绿枝等出席演唱会。
十多年来，来访交流联谊的海内外
票房、票友来自香港、台湾、澳门等
地区和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
亚、荷兰、新加坡、泰国等国家。
“国票”还经常接待来自全国各

地的票房、票友，其中有北京国际京
剧票房、贵州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京

剧联谊会、南京金陵汉宝国剧社、杭
州长青京剧票房的专程来访，共同
交流工作经验，切磋唱腔艺术，密切
情意联系。

我和“国票”接触，是由“国票”
负责人之一许世德相邀参加活动开
始的。许世德是个热心人，通过他的
联络，我认识了“国票”的许多文艺
界的京剧爱好者。舒适身体健朗，每
周活动从不迟到早退，他曾由名师
产保福亲授，习余杨派老生，有时参
加乐队学打大锣，还会操琴伴奏，曾
为电影演员董霖清唱操琴。电影界
还有蒋天流、岑范、凌云都是名票，
蒋天流还是最早倡议组建票房的发
起人之一。新闻界的秦绿枝是著名
记者，“国票”的热心人，他爱唱杨
派，一曲《洪羊洞》，苍劲柔美，委婉
动听，有板有眼，稳健自然。翁思再
是国内知名京剧学者、剧作家，在央
视“百家讲坛”栏目演讲过《梅兰
芳》、《伶界大王谭鑫培》，对余派唱

腔颇有研究成就。梅兰芳的入室弟
子舒昌玉，他的梅派青衣戏，极富神
韵。他温文尔雅，潜心研究，老当益
壮，乐于和票友们交流并共同提高。
画家颜梅华，我只知道他擅长花卉
山水，还是戏曲画家，谁知他还能唱
京戏，而且唱得地道入耳，他在“国
票”由许世德操琴，演唱高派《逍遥
津》，高亢清亮，深受赞许。戏曲界的
杨华生、陈卫伯都是京剧的爱好者和
“国票”的常客，他们都爱唱“麒派”
戏，每次唱毕，欢声四起，其乐融融。
有一次，“国票”活动日，朱镕基

同志也来了，他是以普通会员的身
份来参加活动，他说：“我可作为一
般会员参加，不担任任何职务，不要
把我当作特殊会员。”那天，他兴致
勃勃地为京剧名家夏慧华演唱《贵
妃醉酒》二胡伴奏，他琴艺娴熟，配
合默契，掌声满堂，传为佳话。他到
北京工作后，仍对票房十分关心，他
在给舒适的回信中写道：“对你们振
兴京剧和积极开展国际票房工作的努
力表示敬意，如我有机会去上海，
仍愿去票房捧场。”他还认真托人代缴
会费，表示自己对票房的一点心意。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次“国票”
的活动日特别热闹，那天众多京剧
名家尚长荣、关正明、张学津、王熙
春等到来，他们来了就唱，唱的都是
各自的拿手戏，这可让票友们大大
地过了把瘾。就在这一天，京剧名家

唱完后，电影导演岑范毫不犹豫地
上台唱了言派戏《让徐州》，一曲咏
叹，荡气回肠，苍凉柔情，“言味”十
足，不仅博得了满堂彩声，还获得了
众多京剧名家的热情赞赏。
事后，岑导告诉我，他念中学时

结交了一位朋友叫言小朋，是京剧
名家言菊朋的儿子，他常到小朋友
家去玩，也就熟悉了言菊朋，他常听
言菊朋吊嗓、说戏，听得最多的是
《让徐州》，耳濡目染，他爱上了京
剧，爱上了“言派”，他被言菊朋无时
非戏、无处不戏的精神感动，他领悟
到言派唱腔在刻画人物的苍凉坚韧
的性格方面，独具特色，他刻苦钻
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认为言菊
朋演唱《让徐州》中的陶谦，身染重
病，心诚情切地向刘备倾吐心声，其
心可敬，其声可亲，心声感人，才能
唱得声情齐美，娓娓动听。

出生于艺术之家的京剧老票友
杨柏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父
亲杨亦农是著名书法家，又是京剧票
友。他自幼喜爱京剧，受艺术熏陶，
七岁登台演戏，长期以来对麒派和
司鼓用心钻研，是票房里不可多得

的人才。他曾将
自己演出过的
《打严嵩》本子，
再根据 $%&!年
周信芳、裘盛戎
演出的实况录
音，重新整理
出版，这是对
弘扬麒派艺术
做出的极有价
值的贡献。

“国票”的票友中，有不少对京
剧艺术造诣较深，勤于探索研究的
人士，凭借这个优势，“国票”组织举
办一系列重要纪念演出，与海内外
票界联谊以及参加各类社会文化活
动。比如，为纪念京剧须生泰斗余叔
岩 $""周年诞辰，举办“海内外余派
汇演”；为纪念京剧艺术大师梅兰
芳、周信芳百年诞辰、为著名京剧大
师程砚秋逝世 ((周年等举办的专
场演唱会，都在海内外反响强烈。
“国票”还通过组织比赛，艺术

研讨、培训教唱、举办讲座、录制影
像、著书立说等，做了大量普及京剧
知识，传播民族文化的工作，比如
“少年儿童京剧清唱大奖赛”，“麒派
艺术系列座谈会”，录制京剧练唱伴
奏带等等。

我深感快慰的是，“国票”的
各界票友们，他们因为对京剧艺术和
民族文化的无比热爱而走到了一起，
即使是名人和官员也只是其中的普
通一员。他们辛勤耕耘、切磋交流，
流派纷呈，情意融融；他们不求名利，
只问学艺上进，乐于奉献；他们不求
闻达，只望心意淡定，艺术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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