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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豫园举办著名画家舒
伯展逝世一周年的追思
会，很有意义，但我因为健
康原因，无法参加，非常遗
憾。
舒伯展先生是我最为

尊敬的艺术家之一，这种
尊敬不只是局限于他的艺
术，还在于他的人格魅力。
我和他之间，尽管有着年
龄上的差距，但却没有沟
通上的隔阂，他戏称我为
“小朋友”，而我则称他为
“大师”。这个“大师”并不
是现在社会上俗称的大
师，这个称呼其实是代表
了我对于他为人的赞美，
他是“人生的大师”！

早些年有一部纪录
片，叫《不平凡的画家》，讲
的是舒伯展先生怎样克服
身体的残疾而致力于绘画
并取得相当成就的励志故
事。这些天电视里在放一
个系列片，叫《与扎克同
行》，讲的是一个残疾人扎
克如何在别人的帮助下克服重重困
难，挑战人生的极限。影片传递出的人
性的光辉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观者。
和扎克相比，舒伯展先生面对的

挑战更大、更难、更实际。人生不是影
片，你所遭遇到的坎坷和艰难都不是
可以用剪辑和蒙太奇应付过去的。我
这两年一直被疾病反复纠缠，这不仅
仅是对肉体的侵蚀，更是精神上的折
磨。与疾病的抗争不仅需要医疗，更需
要自己坚韧的意志和耐心；而舒伯展
先生差不多一生都在和疾病抗争，但
你看不到他的忧愁和颓唐，看不到他
的哀怨和苦闷，你看到的，永远是妙语
连珠、自信开朗的舒伯展。也许正是这
样一种人生态度，影响到他的绘画艺
术，他的随意生发的写意作品，情感丰
沛、真切感人。

舒伯展先生是一个有情有义气、
有才有担当的艺术家，他支撑起了一
个家庭，也开辟出自己的一片艺术天
地。很多年以前，我有幸和他一起策划
张大壮先生的纪念画展，他对老师的
感情以及他为人处事的热心肠，都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有和他有过接触的朋友都可以

真切地感受到他乐观通达的人生态
度，而且他的乐观和幽默具有很强的
感染力，这使得和他相处成为一件非
常愉快的事。
画如其人，每每看到舒伯展先生

那笔墨酣畅、意趣横生的作品，总让我
有一种和他面对面的感觉，他的幽默、
他的豪气以及他特有的自信，这些形
成了他特定的艺术气场，这是非常有
感染力的气场。
感谢舒伯展先生的夫人，感谢豫

园的领导，感谢所有为今天追思会付
出辛勤努力的朋友们，让我们有机会
为生命中拥有过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
朋友而感到温暖。

（本文为作者在追思会上的书面
发言!标题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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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日从好友在朋友圈中发的
微信得知张用博先生过世的消息，
一时不敢相信，连忙去电询问，方
才确认张先生在前个月已驾鹤西
去，心中顿时怅然若失。
翻出老相册，与张先生合影的

照片已微微泛黄，模糊了记忆。那
是十年前？还是十五年前？只记得
那时候世博会的主会场还尽是脚
手架，而去张先生家拜访时经过的
南浦大桥引桥下的路，绕来绕去总
让我迷失方向……

张用博先生字尚犀，!"#$ 年
生，江苏沭阳人，出身中医世家，故
以医生为职，受乃父影响业余唯喜
金石书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因为
来楚生先生检查身体、治疗病患而
熟稔（后还为来翁主刀开去病灶），
进而随来翁习书学画，一直未曾间
断。虽用博以师事之，但来翁从不
以门生对待。

张用博先生对来楚生先生篆
刻和肖形印的研习颇为深刻，他将
传统的以四灵、生肖为主的动物肖
形印，发展到了刻花鸟、人物、山水
等各类题材，并独创性地在印章上
“四艺合璧”，即一方印章除印文
外，尚有诗词、书法、绘画，在印章
的不同边款面上凿刻书与画，自作
古体诗，根据诗意作画，将诗与画
分别刻在边款上墨拓，最终由印文
点题，这样使观者得到看画、观书、

读诗、赏印等多层次的艺术享受。
我因喜欢来楚生先生的书画

而有缘与张用博先生相识。用博先
生对晚辈后生如我关照有加，当初
先生见我喜好其治印，相谈甚得，
于是慷慨取出收入在其早年出版
的《张用博书法篆刻作品集》中的
二三十枚自治印章，和我共同挑选
出了十枚精品相赠———算来是属
于精品中的精品了。我喜不自胜，
将印章带回家后即请人制盒精装
成一组，并一一制印蜕成一小册，
可以不时把玩。此后我拟请用博先
生为印盒题签条，先生却鼓励我自
己题写———虽然写了若干后挑了
条还算满意的，但毕竟心中惶惶，
至今不敢贴上去贻笑大方。这十印
中有两方章印文分别为“抱得琴来
不用弹”（见图）、“池塘春草梦中
生”，一朱一白，印文古拙质朴、诗
文雅致清灵，可谓相得益彰，于是
便成为我最常用的两枚闲章。
记得与张先生聊天中，他提到

当年执意拜入师门时，来楚生先生
曾说：“学这东西（书画），是不会有
大出息的，好在你有医生为职业，
白相相吧。”没料到，张用博先生后
来全身心投入到书法、篆刻中，由

爱好起而苦心钻
研，“白相相”反
倒成了正职。篆
刻之外，张用博
先生研习来翁书
法，历三十年未
有稍懈。他提到
“当时写来老师
的字的不只我一
个，但 %"&'年前
后，就没有人再
写了，因为太难
写了。不少人说，
写来老师的字不
划算，写别人的
字早就可以卖钱
了……这让人想
起‘难能可贵’四
个字。可贵的东
西一定有难度，
易如反掌的话，
能谈得上艺术
吗？”这也许就是
张先生用“艺海
一杓”明其心志的源初，艺海无涯，
先生只取其一杓，精益求精，终成
为承来翁书法第一人。
用博先生谨遵乃师教诲，一生

低调，不追求名利，唯杜门
习字、洁身自好、修身养性
而已，不事宣传炒作。先生
直到八十高龄方才举行第
一次的个展———()!*年 "

月末在上海图书馆举办
“张用博从艺五十周年个
人书法篆刻展”。而我此时
正在外地拍卖来不及赶回
参加，等我回到上海，展览
已经结束，但回到家却发
现用博先生亲笔签名的新
著《尚犀书刻》已寄到，正
静静地方在书桌上……该
如何形容我激动并惭愧的
心情呢？这几年忙于自己
事业，奔波各地拍卖会场，
却不知不觉间许久没去拜
访张先生，先生却完全不
放在心上，仍待之如平日。
此可云君子之交，全然是
因为先生的君子之心啊。
之后与用博先生通过

几次电话，听到先生身体
轻健，心里大感安慰。但正
因如此，我以为来朝既久，
拜访先生之事便又一拖再
拖，却没想到当日一别竟

成永诀，悔之莫及。开年以来，邵洛
羊先生、贺友直先生、张用博先生
相继过世，海上艺坛前辈名家一时
如秋叶凋零，令人唏嘘追忆。

艺海一杓 ! 蔡梓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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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先父的遗物时，发现了
一批他年轻时就读无锡国专的教
科书，其中有校长唐文治的《国文
经纬贯通大义》（上下册）、吕思勉
的《中国通史》（上下册）、王蘧常的
《诸子学派要诠》、蒋伯潜的《文体
论纂要》《文心雕龙》《详注通用尺
牍》等。虽然它们纸质泛黄发脆，但
保存完好，打开书页，依然仿佛能
从字里行间体味到前辈们研读国
学、教书育人的情景。

无锡国专是我国二十世纪上
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它原名
无锡国学专修馆，创建于 %"*)年，
%"*&年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
%"*"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年 +月，无锡解放，经苏南行
政公署批准改名中国文学院，%"')
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

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和东吴大学、
江南大学数理学院合并，在东吴大
学旧址建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
名为江苏师范学院，%"&* 年更名
为苏州大学。唐文治曾为校长。
先父就读的是无锡国专沪校，

设立于 %"$"年，%"+%年正式复校
授课。校舍暂借上海康脑脱路（今

康定路）的通州中学，后移至北京
西路的嵇山中学。该校 %"')年并
入锡校。唐校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把沪校办得有声有色。当时沪
校名师荟萃，各展所长，学风纯正，
学以致用。国专办学的十六字理
念：“熟读精审，循序渐进，虚心涵
咏，切己体察”，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王蘧常、王绍唐、郝立权、钱钟
联、夏承焘、张世禄、陆修祜、周予
同、周谷城、蒋伯潜、朱东润、吕思
勉、朱大可、魏建猷、金德建、唐尧
夫、郭绍虞、胡曲园、许国璋、方诗
铭等国学专家、教授学者纷纷登台
讲学；学生则如饥似渴，务实求真，
学校没有图书馆，学生就到上海图

书馆等借阅。学生组织国风诗社、
史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谈诗论
史，撰文出版。同时，师生们关心国
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难之际，
勇敢地走出书斋，投入各种抗日和
反独裁统治的斗争。国专沪校建校
十数年，桃李满天下，为国家培植
出了许多优秀人才和社会栋梁。据
杨廷福、陈左高教授的《无锡国专
杂记》一文记载，马茂元、周振甫、
鲍正鹄、冯其庸、汤志钧、徐兴业、
陈祥耀、朱星、江辛眉、陆以鸿、翁
闿运、周坚白、周慧珺、唐尧夫、沈
蘅仲、张撝之、何以聪、姜烈、许威
汉等众多后起之秀，术有专攻，声
誉卓著，为母校赢得了无数荣耀。
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更名

后的苏州大学在报刊上刊登收集
校史资料的启事，父亲当时就捐赠
了一批珍贵的史料。“人生唯有廉
节重，世界须凭骨气撑”，这是唐校
长在交大上海学校时用以勉励学
生遵道经世、治学致用的一副对
联。我想，这不正是唐校长和老一
辈国学大家们“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高风亮节的真实写照吗？

无锡国专教科书

! ! ! 说到官窑，我们首先想到的是
皇家的富丽堂皇、气派威仪。
但紫砂器自明始以来，一直吹

的都是民窑风，古拙、小巧且简约。
偶见“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文人壶，
也只局限于野逸文人的小圈子。一
直到清三代，当时官窑景德镇的瓷
器，在继承和发展前朝制瓷工艺的
基础上，有了许多创新、变化和提
高，所以在“题材多样性”的选择
下，才有了清三代官窑紫砂器。
总体来说，官窑紫砂的特点是

“跨界和融合”，风格繁复富丽。此

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彩釉、泥绘、贴花、
模印、堆雕等大量装饰手
法；二是自然仿生文玩到
达顶峰。光彩夺目地表达，

并无壶艺家个人风格的凸显。
一、阳刚、壮美的康熙时代
在康熙看来，奢华的帝服、灿

烂的珠宝、雕龙描凤的家具代表的
都是新皇朝的气象。
平三藩收台湾征蒙古，这位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皇帝要的东西
自然都是高调的。所以，康熙时代
的陶瓷，不管是官窑还是民窑，古
拙得都很有新意、色彩也大胆出
位。在他的鼓励下，工艺技术突飞
猛进，创新不断。为了真正达到“前
无古人”，他尝试着用在铜胎上的

西洋珐琅彩移植到紫砂泥壶上。
当然，我们说，起点未必是“幼

稚”，重点也未必是“极致”。艺术因
为包容性和多元化才能走到今天。
而作为民间工艺的紫砂器，正因为
材质独特的可塑性和多种工艺地
融合，才可能有千姿百态地呈现。

新朝建立，百废待兴，展现精
湛的工艺当然是王道。这种对财富
和权力的极度赞美，使得整个国家
都有了健康向上发展的动力。

二、雍正重新捡回清新、静雅
的审美情趣。
雍正时代的紫砂器，则相对要

比康熙时代柔和、朴素，更具内涵
一些，器型的线条也没有康熙那么
硬朗。雍正自称为佛门弟子中的
“大掌门”，修身养性、务实低调，他

调理陶瓷上的色彩，也和他调理财
政上的赤字一样高明。

据说这位“四爷”喜欢仿造前
朝的各种名瓷，偏爱宋代单色釉和
永宣青花。也正因为他对陶瓷艺术
语言的精准探索，使得粉彩紫砂壶
也精巧逼真、楚楚有致，据说他挑
选的画工、制釉多为来自瓷区的能
工巧匠，纹饰与官瓷釉彩相类。
并且，他还重新吸收和丰富了

明末文人壶裸胎的审美情趣，把堆
雕和泥绘工艺运用在紫砂壶上，什
么壶型配什么泥料、什么书法配什
么图案……反复琢磨、仔细推敲。

紫砂与雍正，如千里马逢伯乐，我
们终于又在官窑里看到了“素面素心”
的砂壶，似乎还沾染着江南的水雾，
像万花丛中挂着明艳露珠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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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三代紫砂宫廷器的审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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