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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湖帆题周颂鼎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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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当今，拓片艺术越来越被人看重，上
海收藏家王克勤收藏了一幅吴湖帆题记
的周颂鼎拓片，就颇可玩味。

拓片由三部分组成，上为吴湖帆正楷
亲笔题写的周颂鼎考证，全文如下：“此颂
鼎为清内府藏器，文凡一百五十言于颂壶
间。又嘉兴张叔未藏颂敦器盖，又嘉兴姚
氏藏颂敦器盖，又潍县陈簋斋藏敦盖一，
又陕西苏意年有敦盖一，文略皆同，惟少
第六、七行间之廿家两字，多眉寿下，多无
疆二字。凡四盖二敦皆如此，与此鼎文壶
文少异者也。又先愙斋集古录中所收颂鼎
文与此文全同。而器则又一鼎不知谁氏收
藏。李玄伯世又近以此拓片见赠漫识，大
略如此。吴湖帆记于四欧堂。癸巳立夏日
检赠书博老弟台，吴倩。”标题下有吴湖帆
“四欧堂”长方形印章。左下方分别盖有
“吴湖帆”（朱文）及“湖帆长寿”（白文）之
印章。

题记主要考证了周颂鼎与其他颂敦
器文字大致相同的过程。其中提及自己祖
父吴大澂。吴大澂乃晚清大吏，金石大家，
擅山水篆籀。《愙斋集古录》乃吴大澂所

著。吴湖帆藏有《虞恭公碑》、《化度寺》、《九
成宫》、《皇甫诞》四种欧帖，吴湖帆珍此四
帖，他不但将自己的名定为“四欧堂”，而且
在二男二女的子女名字中各嵌有欧字。拓
片中盖有四欧堂印章，足见他对周颂鼎拓
片的重视。
拓片中间是铭文。铭文亦称“金文”，

“钟鼎文”，主要用以歌颂周王的美德或记
述对贵族功绩赏赐等事迹。整篇铭文结构
庄重，韵律清晰，笔道锋露圆润，工细典雅，
是一篇金文书法的典范，从中我们还可以
欣赏到传拓者高超的技艺和水准。铭文下
端有“故宫博物院古物馆传拓金石文字之
记”之印文，与之相对的右侧“克勤收藏”之
印也历历在目。
拓片下端为双耳三足鼎，鼎口略呈圆

三角形，平折沿。双立耳，略外侈，鼓腹。三
足呈束腰向蹄足之趋势。耳、腹、足的比例
十分适当和谐。传拓者将整个鼎原汁原味
地拓现在我们的眼前。
此拓片系吴湖帆 !"#$年为其弟子任书

博所题，任书博知王克勤好收藏，又特喜研
究吴湖帆书画，便忍痛割爱与王克勤了。

! ! ! ! %"&$ 年
%' 月，西泠印
社六十周年纪
念会在杭州隆
重召开，各地
社员联袂翩

来，共襄盛事，标志着印社活动的全面
恢复。大会上推选出印社第一届理事
会，金陵著名印人罗尗子也名列其中。

罗尗子（!"!(—%"&)），名崇艺、弢
叔，字范球，别署无华盦。湖南新化人。
早年在父亲创办的石冲口高小任教八
年，因受进步思想的影响，毅然加入了
革命行列，成为中共地下党员。后因局
势突变，罗尗子被捕入狱，幸得同乡省
参议员曾凤光相助，逃出险境，并远走
他乡。抗战初期罗尗子在重庆一古董
店任职员。%"($年，好学不倦的他以第
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桂林美术专科学

校，深获校长兼篆刻家马万里的赏识，
在书画篆刻与美术史论上用力至深。
%"((年 )月，日寇攻陷长沙、衡阳后锋
镝直指广西，罗尗子随湘桂大撤退一
路颠沛，回到重庆。越年考入国立艺术
专科学校国画系。此时他在篆刻、绘画
创作上已崭露头角，得到了校长潘天
寿和缶翁弟子诸乐三、大画家郑午昌
的提携。

新中国成立前后罗尗子辗转于大
连、苏州，拜识了徐悲鸿。后任华东艺术
专科学校讲师，主讲中国美术史与中国
工艺美术史等。%"*)年该校从无锡迁至
南京，后易名为南京艺术学院。%"&+年，
罗尗子参加了西泠印社六十周年纪念
会，和众社员欢聚一堂，挥毫作画，交流
学术，并与沙孟海、邵裴子、方介堪、诸乐
三等一起当选为理事，成为其艺术生涯中
最为舒心的时光。“文革”爆发后，罗尗子

被关进“牛棚”进行改造，而其罪名竟然是
在家中裸身吃西瓜。其间他利用劳动与政
治学习之余，仍暗自坚持篆刻创作。至
%"&)年 ,月，罗尗子惨遭一伙红卫兵的
殴打，敏感、脆弱的他不堪忍受无休止的
迫害所带来的痛苦，在将印谱、刻刀与印
石交给好友张道一后，自缢于黄瓜园小树
林中，一代印坛英才由此陨落。

罗尗子多才艺，尤以绘画、篆刻闻
名，所绘花鸟、松柏、山水颇佳。其篆刻初
宗秦汉，又得马万里印风熏染，间涉吴熙
载、赵之谦、吴昌硕、邓散木诸家，而最为
人称道的是汉金文一路，宗法黄士陵，妙
在遗貌取神，得不似之似。罗尗子汉金
朱文印，取法汉代铜器凿刻铭文，线条
光洁细劲，空间几何分割和装饰手法与
黄士陵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黄
氏平中寓奇，机巧连连，手段微妙，含蓄
蕴藉。罗氏则有意凸显欹侧、险绝之处，
最终复归平衡，并时时参
融隶书笔法及现代简化
字，线条细劲峻拔，愈加
突出汉金文锐利的凿刻
感，独具率真、简括与奇
诡之趣。

! ! ! !吴笑梅，是安徽省工艺美术大
师、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剪纸传承
人，她出生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歙县，在距离县城 $'公里的“歙南第
一村”昌溪度过无忧无虑的学前时
光。如果说，满眼青山绿水和粉墙黛
瓦，在她幼小的心灵世界，铺就了既
具有徽州个性又富于故土情结的人
文底色。那么，慈爱而手巧的祖母坐
在门前银杏树下，教她剪喜花、金银
吊，教她绣花样的经历，不仅留给她
童年时光中最美好的记忆，而且无意
中为她一生的艺术爱好和审美追求，奠定了方
向。从剪喜花、绣花样起步，吴笑梅不断向剪纸艺
术的堂奥迈进，在二十岁时已能剪刻创作近百种
喜花图案，熟练掌握了剪纸的基本技艺。

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是取之不尽的题材，身
为一个徽州的剪纸爱好者，为什么不用这一传统
手工技艺将徽州的文化和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表现出来呢？为此，怀着对家乡的深情厚意，和对
徽州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她陆续将徽州村落、
徽州民居、徽州民俗风情、徽州人物都纳入了剪
纸题材，创作了一系列代表性的剪纸作品，《黄山
风光》、《黟县风光剪纸》系列以及包括“徽州古街
巷”、“徽州古廊桥”、“徽州古牌坊”、“徽州古戏
台”多个系列的《古徽州景观》。在设计上注意消
化和吸收徽派版画、徽州四雕等艺术精华，或以
大块面，或则以挺而刚，或曲而柔，或密密细丝
般的线，构成画面的主调，全部作品借黑白色调
展现徽派建筑的独特韵味。传统剪纸多以装饰
变形象征寓意为特征，实用为主，吴笑梅的作品
剪刻结合，除了吸取光影特色和其他画种的长
处，更重要的是将自己对家乡的真情实感融于
创作，以兼收并蓄的艺术手段，再现古徽州的典
雅与辉煌，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对美好未
来的憧憬。

! ! ! !军旅画家于学波近日将在沪江美术
馆举办“丘园养素———于学波画展”。这
些年来，学波以他深厚的医学人文素养
和传统的笔墨语言孜孜不倦地在艺术园
地里耕耘着，他身上兼具了职业医生的
理性与艺术家的情感。他幼年跟随父亲
经常游走于乡间的田野湖泊，集市宗祠，
父亲身上所秉承的传统乡贤文化开启了
他幼小心灵的审美意识，播下对艺术热
爱向往的种子，故园的萧瑟、荒寂形成了
他日后画画、写作的审美风格。
人生的因缘际遇使学波后来成长为

一名军医，而在心灵深处播下的艺术种
子也悄悄萌发并壮大起来。作为医生，学
波对生命的认知要比普通人来得更为冷
静、严峻，童年的启蒙又使他拥有一颗热
爱艺术、细腻多情的心。两股矛盾分裂的
力量在他身上不断碰撞磨合交集，最终
化为一幅幅山水，一篇篇散文汩汩流出。
学波的山水画，画面大多是一片荒

寒、恍如原始的天地，鲜有人迹，呈现出
“萧疏”、“澹泊”的基调，他在处理空间、

高度、距离时的手法，对线条和墨色的运
用都明显追随了元人山水的固定格局，
包括并不刻意处理空间气氛的技巧，使
得全局都笼罩在色调统一的墨线中，然
而这种空间却又比任何一种处理过的空
间更为“淡远”。在对山川草木，渔人隐士
的冥想中，学波用画面完成了现实世界
和精神世界的对接。学波的文学素养十
分过硬，所谓“功夫在画外”，他的画室里
堆满了古典文学书，报纸也刊发过他的
散文。他的文风如同他的画风，呈现出
“鱼鸟相过，往来水云”的明净悠然气息，
他笔下的人物好似已化为大自然本体的
一部分，纯粹为完成“天人合一”而设。
“丘园养素”是古人提出的一种朴素

自然的人生追求态度，也是学波“心向往
之”的生活心理状态，而“游医于艺”则是
学波的导师吴孟超院士对他寄予的厚望
和期待。他那种平淡有致、澹泊收敛的山
水画风在中国人眼中，是传统理想文人
气质最完美的体现，而作为职业医生对
生命和时空的思考又支撑起了他作品的

底线和内涵，从而将作品带到更为丰富
的境地。

! 于学波山水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