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天就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 周年纪念!

这个几乎人人知道的历史事件在达利的笔下却

又添上了一种不可捉摸的独特氛围! 那就是他

#$!%年到 #$!$年间创作的油画"哥伦布之梦#$

《哥伦布之梦》表现了哥伦布发现美洲
一事，达利选择了船队登岸时的情景画面
来展现了这一事件，包含了达利独特而神
奇的构思。画面中茫茫的大海，有如白皑皑
的冰雪之地；木帆船画得很小，像一条小驳
船；提拽木船的古代青年与浸入水中的侧
面青年像刻画得很真实；带有十字架、耶稣
像和圣母画像等的旗幡罗列得像古代仪仗
队伍，无尽无休；远处的船也正在源源不断
地随来，由于风雪交加，一切似乎是模糊
的，处在雾蒙蒙的混沌之中。整个画面看似
将不同寓意的元素拼贴在一起，但整体上

却不会给人杂乱的感觉，反而让观众有种
看图说话的感觉，通过自己发掘这些意象
之间的联系，来猜测达利想说的故事，感受
他想表现的情感。

这一切看起来像超乎现实的真实，它
只是一幅梦的意象，因为这里没有时间与
空间的制约，场景中出现了许多非现实的
物象，似是而非，主观上的虚拟性加强了情
景的反理性因素，无不展现了达利对这一
史实充满现代性的思考。达利认为，这个世
界本来就是充满着重重矛盾，《哥伦布之
梦》表达了画家对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
机的逃避，或许此画正是他希望让逝去的
哥伦布再一次发现人类的精神新大陆。而
对于观众而言，你也可以认为这是未来的
光明，看着拉船而来的少年，也许他正将美
好的希望带了过来呢？

! 朱玉萍

走近哥伦布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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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钩沉 海派巨擘
! 黄海

! ! ! !旅日歌手翁倩玉是家喻户晓
的《爱的奉献》的首唱者，外形甜
美、多才多艺的翁倩玉性格倔强，
内心敏感。她说过：“人生如果没有
挑战就没有意思了，挑战跟好奇可
能是人生最重要的元素。”!"#$年，
%$岁的翁倩玉正式向井上胜江学
习创作木版画。!"&'年她的处女作
《山茶》诞生，至此翁倩玉每年都有
新作问世。从 (")*年《冬之阳》，再
到 %+!,年最新的《红楼迎宾》，她
的版画作品已先后 (,次入选日本
最大的美术展，期间 %++$年的《红楼依绿》以
红、绿、灰和黑四色完美再现了名古屋稻木餐
厅的美丽景致，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举
荣获第 *&届日展西画类特选大奖。
版画创作单调而艰辛，从采风写生到刻

版、拓印要经过多道繁复的工序，创作一幅稍
大的木版画费时往往要半年之久。对于身兼
歌手和演员的翁倩玉来说，作品都是凭借着
对版画艺术的挚爱和“聚沙成塔”的毅力“利
用工作之余的点滴时间创作出来的”。她创作
的山茶、菖蒲、兰花、牡丹和郁金香等花卉系
列作品构图饱满、设色鲜丽，充满生气盎然的
意趣，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日式民居是翁倩
玉创作最多也最擅长的题材。翁倩玉对建筑

的兴趣无疑是受到兄长建筑设计师翁祖模的
影响。当然也和她一度长时间在京都等地拍
摄古装戏，接触大量日本民居有关。中国著名
画家陈家泠认为“她的花卉题材作品清新优
雅，日式民居题材作品则淡雅大气，形成了既
富有装饰性、又雅俗共赏的独特艺术风格。在
绘画中凸现人的精神和生命状态。”
翁倩玉始终拒绝起日本名字，这对一直

活跃于日本主流艺坛的她而言难能可贵。对
故乡山川河流、一草一木，翁倩玉一直有着难
以割舍的情怀。如今“倩玉的世界”版画展即
将在上海花园饭店开幕，她的 ,$幅版画作品
将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衷心预祝她的版画
展取得圆满成功。

杨花点点是春心
! 费滨海

! ! ! !在二十多年深入思考的背景下，以四个多月
的时间，王宏喜先生一气呵气地绘成了鸿篇巨作
《百年钩沉》（该画长 '-$$米，高 !-,.米），以一位
海派绘画传人的历史责任感，以“图像证史”的自
觉，创作了一幅海派艺术家群像（画面上有海派
代表性的艺术家 ,(人）为主题的人物画长卷，时
间跨度为 (),.（上海开埠）至 (","年。
这幅画的中心有五个人物，四个坐像和一位

立像。他们分别是坐着任伯年、吴昌硕、张大千和

程十发，以及站立着的刘海粟，而以刘海粟为中
心。刘海粟同时也是整个构图的焦点。

这五个人物是画家浓墨重彩描绘的，造成
了作品鲜活、与大化相吞吐的五窍，值得在此提
一笔。

吴昌硕大师眼睛半开半闭，嘴角微微上扬，
即有士的傲骨又有佛的慈悲，谦冲淡泊的背后睥
睨众生，透着一股仙气；昂首的任伯年正在专注
地给吴昌硕画像；白发长髯的大千拄杖而坐，形

影不享年猿猴也和主人同样坐
姿；灵魂潇洒的程十发挥动着
画笔；最为出彩的还是倜傥不
羁的刘公子海粟，飞扬的领带
简直是神来之笔，活脱脱地画
出了他的神魂，堪称画眼。海杰
身边的画驾和裸女讲述了他创
办上海美专、首创人体写生，敢
于为天下先、叛逆传统的勇气，
以及中体西用的方法和艺术教
育的重要性，而这正是海派化
最卓越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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缶翁姑苏籍弟子
徐新周与赵云壑

印坛
点将录

&%

! 吴昌硕自同治末离家去苏沪杭一带
寻师求艺，至六十九岁正式定居上海，其
间流寓姑苏坊巷长达三十多个寒暑。在
苏州，吴昌硕广结翰墨之缘，他的书画印
创作也从初具面目步入了成熟阶段，自
中年后名声鹊起。姑苏一些求学心切的
青年才俊慕名而来，投师问艺。吴昌硕慧
眼识英才，悉心指授，能得其薪传，登堂
入室的有徐新周和赵云壑。

徐新周（()$.—("%$），字星州，一
作星舟、星周，别署蕅花盦。江苏吴县
（今苏州）人。性耽金石，精通六书之旨。
尝见吴昌硕之印，慕其为人，钦其精邃，
愿拜门墙。缶翁见其好古劬学，欣然应
允，遂为缶门早期弟子。徐新周“一志印
学，无所旁涉”，惜天赋稍逊。刻印恪守
师法，偶参古陶文与金文。所作虽不似
缶翁钝刀入石，浑朴沉雄，而苍劲秀古，
也不同俗常，颇获潘飞声、蒲华、王一
亭、葛昌楹、易忠箓、高剑父等书画家、
收藏家的推许，求索不绝，徐新周也视
诸友为知音，乐为奏技。

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的前身为上海
书画研究会，以“讨论书画，保存国粹”
为宗旨，聚集着海上数十位颇有影响的
书画篆刻家与鉴赏家，吴昌硕与徐新周
皆为会员。辛亥年（("((）之后，研究会
易名为题襟馆，会员扩充至一百余人，
成为近代海上规模最大的民间书画创
作、鉴赏社团。晚清至抗战前，中日两国
美术交流频繁。徐新周篆刻驰誉印坛，
又逼肖缶翁，而润格远较乃师为低。东
瀛人士爱屋及乌，旅沪时无不挟其数印
以归。吴昌硕对这位门弟也颇为赏识，
他在徐新周所辑《耦花盦印存》序中称

赞其印：“精粹如秦玺，古拙如汉碣，兼
以彝器封泥，靡不采精撷华，运智抱拙，
星周之心力俱瘁矣，星周之造诣亦深
矣。”甚至在缶翁的默许下，徐新周成为
其花甲之后篆刻的主要代刀人。

吴昌硕晚年因病臂，加上书画创作
等应酬不暇，面对纷至沓来的求印者，
往往无奈地请徐新周及哲嗣吴涵、夫人
施酒等代庖，这也是学界确认的实情。
如他在“楚锾秦量之室”边款中毫不避
讳地称/“（龚）景张得楚锾金、秦鞅量，希
世珍也，嘱俊卿刻印。时病臂未瘥，为篆
石，乞星州为之。”徐新周能为业师代
刀，是幸运的，但长期泥于师迹，必定会
限制自身对艺术的探索与发展。与其相
类似的还有被誉为“缶庐第二”的师弟
赵云壑。

赵云壑（()&,—("$$），名起，字子
云，号半秃樵人，别署云起楼。江苏苏州
人。少家贫寒，喜好丹青，先后师从许子
振、任预。因癖嗜缶翁的写意花卉，而立
之年经画家顾潞介绍，入门习艺。清末
移居海上鬻艺，名扬艺苑，亦为题襟馆
金石书画会会员。

赵云壑于缶翁之书画印章，咸加采
摹，广事研求。所作梅兰竹菊及各式花
卉蔬果，古艳明丽，“置之缶叟固不能
辨”。山水取法黄公望、吴镇、曹知白，继
学石涛、石溪，落墨清朗精诣，用笔遒劲
峭拔。石鼓书法及行草、隶书各体，皆得
缶翁真髓。篆刻辑有《壑山樵人印存》，
不脱缶门藩篱，但对于传统秦汉玺印，
颇具见解，称：“以一意追秦而终不是
秦，一意摹汉而终不是汉……而所谓苍
莽、浑古、爽直、洒脱，无一毫做作气者，
仍与之息息相通，罔或敢背道而驰焉。
则谓之非秦非汉也可，谓之亦秦亦汉也
无不可，余固无容心也。”可见赵云壑是
深知治艺贵在取神不在貌的。然化认知
为自我，由口号成实践，生面别开，岂是
易事？

徐新周与赵云壑均为缶翁嫡传弟
子，运诸铁笔，功力深邃。中晚年虽有意
脱出师门，印风各自向方折清刚和敦厚
凝练方向发展。但长期的浸淫，缶翁一
招一式已深入骨髓。通
过徐、赵的艺事得失可
告诫世人，拾人唾余终
难跻身于一流大家，唯
有推陈出新方能彰显自
身的永久生命力。

——— 翁倩玉的版画世界

海上
印社

典故
新语

"

桂
林
水
游
%版
画
&

翁
倩
玉
作

"

赵
云
壑
'拜
石
亭
(

"

徐
新
周
'芙
蓉
盦
(

" 百年钩沉)国画*王宏喜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