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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到唐宋画家画的
“正宗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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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谦逊淡泊、敦厚温雅的海上著名篆刻家叶潞渊，
不仅技艺超伦，高风洁行，又乐于游艺传道，奖掖后学，是
一位深受人们尊敬的老艺术家。

叶潞渊（!"#$—!""%），名丰，字露园，别署静乐簃、寒
碧居。江苏吴县（今属苏州）人。为宋代著名词人叶梦得
（石林）后裔，自署石林后人、石林精舍。年少时入上海福
泰钱庄先后当学徒与营业员，及长在上海金融界颇具影
响的四明银行任襄理、副经理，直至建国初并入公私合营
银行。上海中国画院成立后叶潞渊被聘为画师，“文革”后
西泠印社、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恢复活动，又分别被聘为理
事与馆员。

叶潞渊未及弱冠即师从赵叔孺，为赵氏门下优秀弟
子之一。工丹青，善绘花卉、果品，初师法恽寿平、华喦，又
上溯沈周、陆治，设色清新明丽，风神超逸，尤喜作仙桃及
家乡洞庭山盛产的枇杷。叶潞渊篆刻极负盛名，早年从浙
派诸子入手，致力于陈鸿寿，兼及赵之琛，用刀豪迈、明
快，得陈、赵神髓。叶潞渊又精研古文字，凡商周金文、两
汉碑额、瓦当封泥等，无不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最终演化
成自家面目。也擅汉白文印一路，章法善于汲取赵之谦大
疏大密的手法，线条间残破并笔尤为一绝，使平稳的印作
虚实相映，极具金石古厚之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唐云、
沈尹默、吴湖帆、叶恭绰、潘伯鹰、邓拓等喜其手刻，获印
颇夥。!"$"年叶潞渊随上海书法代表团出访日本，为“文
革”后篆刻创作复苏阶段一次有重要意义的对外艺术交
流活动。其高超的印艺赢得了东瀛人士交口称赞，纷纷索
印。年逾古稀的叶潞渊老树绽新花，再次迸发出旺盛的创
作激情，甚至镌刻起六七厘米见方的大印，令人称奇。

叶潞渊也好收藏，有明清至近代名家印作一百五十
方，原拓印谱一百二十种，日夜摩挲，珍爱无比，从中也获
益良多。叶潞渊晚年欲续清芬之余绪，踵武张鲁盦、葛昌
楹之遗风，有意将藏品悉数捐献给杭州西泠印社，化私为
公，无奈因亲属编制移赠上海中国画院。生前出版有《静
乐簃印稿》、《潞翁自用百印册》、《叶潞渊印存》等数册，虽未称盛，然精
品累累，足以楷则。叶潞渊也通晓印学理论，!"&'年曾应香港《大公报》
之邀，与钱君匋合撰《中国鉨印源流》，为当时印学研究中一部颇具影
响的综合类论著。此外像发表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略论浙派的篆刻
艺术》、《简谈元朱文》，以及为《伏庐藏印》、《齐鲁古印捃》所撰序言，剀
切中理，均为叶潞渊结合长期积累的创作与研究经验之谈。

叶潞渊在论述恩师赵叔孺篆刻艺术造诣时称赞到：“平实中寓生
动，秀雅中见雄劲，绝无板滞之失，更无妄怪之嫌。”反观叶翁所制，精
耕细作，游刃有余，信步穿越在数类印风之中，实为深得乃师妙谛最为
全面者。只是在高手云集，精通一家独门兵器的众多赵氏弟子中，秉承
正统的多面手叶潞渊，拟元朱文、汉玉印虽能比肩陈巨来、方介堪，但
在印坛的影响力却稍逊。并非是叶潞渊专业成就不高，而是他无意与
他人争锋，且又处在海上高精尖印人辈出的黄金时代。专精与广博，难
于兼顾。

值得记述者，叶潞渊博学强记，
对民国及建国初之印坛掌故了如指
掌，娓娓道来，趣味盎然，且内含诸多
史料，平和客观，可征
可信。笔者曾多次嘱
其能撰文成书，然其
晚岁耽于“静乐”，而
终未有著述，这应是
印坛的一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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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亨是为中国画的传统而生的。致力于“以古人
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国画传统的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他自觉的使命。
中国画的传统，有正奇之分，好比太极图由阴阳

鱼合成。潘天寿先生曾分析中国画传统，以“严于规
矩法则”，注重“画之本法”，以形象塑造为中心的画
家画归于“以平（正）取胜”的“科班”，而以“忽于规矩
法则”注重“画外功夫”，以笔墨抒写为中心的文人画
归于“以奇取胜”的“票友”。大体上，明代正（德）嘉
（靖）之前的传统，以画家画为正宗；而隆（庆）万（历）
之后的传统，以文人画的大雅，(#世纪以降，中国画
所传承的传统)主要是文人画，因其高雅、创新、先
进，并具有民主性、人民性的“精华”。而画家画的传
统则受到排斥，因其匠俗、保守、落后，并具有封建
性、贵族性的“糟粕”。
刘亨学画的时代，正当文人画的传统大行其道。

被称为“(#世纪传统四大家”的吴昌硕、齐白石、黄
宾虹、潘天寿，都是文人画史上单然独立的大师；新
华书店中铺天盖地的“怎样画葫芦”“怎样画小鸡”等
等传统的技法书所传授的，同样也是“逸笔草草”的
文人写意。但是，刘亨却于一面倒的文人写意传统中
突围而出，把精力用在了唐宋画家画的传统上。这在
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当时二玄社的复制品
尚未普及，唐宋的画迹人们还很难见到。
刘亨出生于书画之家，家学渊源，从小就打下了

坚实的书法基础，以如此的条件，他画文人写意，相
比于缺少书法基础，就写意画学写意的青年，自然有
利得多。所谓“书法是中国画的基础”，实际上只是文
人画，尤其是写意画的基础，在这坚实的基础上的
“逸笔草草”作“不求形似”的抒写，他的前途肯定十
分可观。但他却转向了以形神兼备的形象塑造为基
础的画家画，这就更难能可贵。
刘亨对唐宋画家画的认识，并不是时下与写意

画作对称的“工笔画”，而是工笔意写，明清盛行的文
人写意是对唐宋画家画的奇正相生；近世所谓的“工
笔画”，则是对唐宋画家画的误读。明清文人写意的
泛滥，是胡涂乱抹的“所谬甚矣”；唐宋画家画的末
流，正是“工笔画”的刻板和僵滞。
基于这样的认识，又挟书法之长，经过了造型的

斩关训练，刘亨于人物、鞍马、花鸟、山水无不擅长。
他用率意的笔墨配合严谨的造型，所作布局丰满，富
于景深的曲折穿插；形象生动，高于真实的形神毕
观；赋色明丽，摄于自然的天工清新；笔墨精妙，出于
书法的蕴藉淋漓。一画之制，必“严重以肃，恪勤以
周”“注精以一，神与俱成”。“已营之，又彻之，已增
之，又润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复之，必
重复始终，如戒严敌然后毕”。其“不敢以轻心挑之，
不敢以慢心忽之”如此，相比于文人写意的翰墨游

戏，以画为乐，简直是“顾其术亦近苦矣”。然而，他
却以苦为乐，乐在其中，这就是所谓“工匠精神”。
长期以来“工匠”一直是中国画传统中的一个贬义
词，致使有些前辈的耆宿斥赵幹的《江行初雪图》
为“匠气”，斥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为“工匠的水陆
画”，斥宋画为“只有工艺的价值，没有艺术的值，”
……致使中国画的传统只剩下了“以奇取胜”的文
人画，却摒弃了“以平（正）取胜”的画家画，好比太
极图，只剩下了阴鱼，却摒弃了阳鱼，这还能算传统
太极图吗？
今天，一大批年轻的画家，重新回归到唐宋画家

画传统的“正宗大道”（张大千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就，这是令人欣喜的，而刘亨正是其中的一位先
行者，佼佼者。相信从此之后，画家画和文人的传统
得以并驾齐驱地传承、发展，整个中国画传统的振兴
便指日可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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