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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临成《清明上河图》!吴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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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台湾自明郑至日据期间，因与内地
隔山望海、地僻人杳，加上甲午战争后
长达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本岛从事传
统印章创作和收藏的人士颇罕，近代仅
有戴寿堪、林柏寿、林熊光等数家而已。
!"#$年台湾光复后，篆刻家乔大壮一
度任教于台湾大学。至四十年代末因迫
于局势，渡台的大陆印人渐增，较为著
名的有曾绍杰、梁乃予、高拜石、孙静
子、汤成沅、赵雪楼、李大木、江兆申、吴
平、王壮为、陶寿伯等，为荒瘠冷寂的台
湾印坛带来了生机。其中印人王北岳，
去台后在篆刻创作、鉴藏、结社、出版、
教育等领域贡献尤巨，晚年又屡次来大
陆访问，致力推动两岸印学的交流。

王北岳（%"&'—&(('），名泽恒，号
子苍，别署石鉨斋。河北文安人。少居燕
京，就读于北平四中，师从南皮张钓孙
及白石翁弟子贺孔才。及长考入北京大
学农学院园艺系。%")"年 '月至台湾，
从事教育工作。先后执教于宜兰农校、
第二女中、建国中学。后从公职退休，兼
任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大学、台北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和华梵大学等校教职，传
授篆刻技艺。
赴台之初，王北岳参加了由戴寿堪

等发起的“台湾印学社”，结交了诸多初
至台湾的印人。%"'%年又与王壮为、曾
绍杰、李大木等组建“海峤印集”，由王北
岳负责每月的聚会，组织会员集刻印谱、
观摩切磋、创作示范、举办展
览等，持续了十多年。%"*$

年，由“海峤印集”会员为核心
的“中华篆刻学会”成立，使原
先台北区域性的篆刻艺术活
动扩大到全岛范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
湾地区经济腾飞，跻身为“亚
洲四小龙”之一，也极大促进
了美术教育、创作、展览及出
版业的发展，期间台湾地区
篆刻创作与学术研究的风气
也达到鼎盛。王北岳为普及
传承篆刻艺术，身体力行，撰
写了《印林见闻录》、《篆刻述要》、《篆刻艺术》等多部专著，
其篆刻的《王北岳印选》又荣获“中山文艺创作奖”。%"*"

年 %+月，王北岳创办了印学双月刊《印林》，设立名家专
辑、学术讲堂、印坛新秀等栏目，且大力推介大陆当代印
人、印作。笔者也曾获特刊介绍，并嘱为其治印数方。《印
林》又设“题课竞刻园地”，每期一句，鼓励广大年轻的篆刻
爱好者投稿、切磋，作者异常踊跃。自六十年代后，台湾各
大专院校美术系纷纷开设篆刻课程，特聘王壮为、曾绍
杰、王北岳、周澄、薛平南等印坛名家前来授课。除此之
外，全岛美展中也开始单独设立篆刻奖项，更激发起广大
台湾篆刻作者的创作热情。当初曾受王北岳教诲的许多
年轻印人，现大都已成为台湾印坛的中坚人物。
王北岳曾从张穀年习山水，后专攻书印。工大篆，

亦精行书。篆刻宗法秦汉，尤以大篆古玺见长，间涉汉
凿、封泥与缶翁等，布局精谨，线条朴茂，颇得古茂淳
雅之韵。%",,年，上海举办了首届篆刻大奖赛，经组
委会及笔者主动联系，破天荒地邀请到了台湾老篆刻
家王壮为、王北岳前来参展，为隔绝了近四十年海峡
两岸的印艺交流，奠定了一个良好开端。之后王北岳
多次赴大陆进行艺术交流，并四处寻觅购藏名家印
刻、印谱，为台湾后生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

%"",年，王北岳在西泠印社九十五周年社员大
会上被推选为理事，并在百年社庆之际，再次率领台
湾篆刻团出席社庆活动。十余年来，王北岳不断增强
与内地印人的互动，使两岸印坛之间
相互了解、沟通逐渐加深。回顾台湾地
区半个多世纪篆刻艺术蓬勃发展的历
程及现代两岸印坛的交流活动，都能
看到王北岳的身影，他为弘扬印学，不
辞劳瘁，令后人仰之。

! ! ! !吕登洪先生 '月 %*日将再次在朵
云轩举办书画展。我先睹为快，抢先走
进他的画室，观赏这准备参展的几十幅
作品。作品中，有山水、有花鸟、有书法，
可谓琳琅满目。
登洪跻身书画界 $(多年，现在已

是中国美协会员和中国书协会员。早
年，他分别随名师卢前、谢之光、徐璞生
学书法、绘画、篆刻，受到良好的艺术启
蒙。上世纪 *(年代末，他有幸拜在吴昌
硕嫡孙吴长邺先生门下，成了入室弟子，
也成了吴门画派第四代传人。
登洪果然没有辜负乃师。从此次画

展展示的山水画中，他是抓住了江南丘
陵的特色：山脉迤逦，苍翠茂密；纵横婀

娜，秀婉多姿；溪水迂回，烟霭微茫。他
遵循老师指导，从自然造化中汲取创作
灵感，再用传统手法显示出来。他努力
通过观察，把眼前山水，化作胸中山水，
最终表现为笔下山水。

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有一件长 '

米，高 -(厘米的山水长卷格外引人注
目。这便是登洪花三年时间临摹完成
的《清明上河图》。对于这件杰出的现
实主义风俗画巨制，吕登洪早就想作
一次忠实于原作的临摹，直到 +(%)年
才正式开始。他利用每天清晨精力充
沛的时间，参照现代高清晰图卷，或
借助放大镜进行临摹，直画到眼睛模
糊为止。+(%'年，这一愿望终于实现。

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单国霖
先生对吕登洪这一成果很重视，为之
题跋，其中就说：“后世临摹和改写本
众多，然明清时期，从未有一幅完全
忠实于原本的摹本。”从艺术角度讲，
摹本努力体现原本生动传神、浑然一
体、首尾呼应、一气呵成的特色，至于
其笔法，则或活泼，或古拙，或坚挺，
使人物走兽、舟桥、屋宇纤毫毕现，若
合契节，又如单国霖题跋所言：“不纯
粹是临古之作，而是一件深得古典名
迹神采和体现吕登洪先生高超艺术水
平的精心力作。”这段话应是对画家
很好的肯定了。祝吕登洪书画展成
功。

! ! ! !在 '月 %(日我国首个“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到来之际，由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和上
海市普陀区文化局主办的“小题大
作·软硬兼具———上海工艺美术类
非遗精品联展”日前在刘海粟美术
馆分馆开幕。

本次展览分别展出上海非物
质文化遗产“海派玉雕（水晶雕
刻）”项目传承人沈德盛和“紫檀雕
刻”项目传承人喻立新的精品力作
约 -(件。沈德盛创作的水晶作品造
型优美、手法多样、立意新颖，内涵
丰富。他大胆采用现代手法来表现
传统题材的人物形象，别具创意。喻
立新的木雕作品手法巧妙，行刀运
凿洒脱简练、精细入微，以写实风趣
见长，作品尽显闲情逸趣。

而两位传承人的作品材质也
各具特色：一位是质地坚硬，晶莹
剔透的水晶石，另一位则是材质相
对轻软的优质木料，可谓是软硬兼

具。通过举办“小题大作·软硬兼
具”这一展览，将让两位传承人的
精彩作品在交融中碰撞，擦出新的
艺术火花。

沈德盛在工艺美术界有着“晶
科状元”的美称，多次摘得“天工
奖”“百花奖”“玉星奖”等工艺美术
大奖，其中，以音乐家贝多芬为设
计灵感的作品《欢乐颂》摘得中国
百花奖最具文化创意奖，深受人们
的喜爱。去年第 ++届法国国际文
化遗产展览会上，沈德盛受邀携近
年精心设计与制作的 , 件水晶雕
刻作品展出，成为中国首位把水晶
雕刻作品带进卢浮宫参展的雕刻
大师。中国手工雕刻工艺得到了
西方高度关注和肯定，法国国家
巴黎行政学院院长、法中文化艺
术联合会主席帕特里克·当布龙
在观看展览后，称赞其“雕刻让作
品具有生动的灵魂，体现了卓越
的手工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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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夏日来临，此时人们手握一扇，清风徐来。由上海中福古
玩城和上海中福静安书画院联合组办，上海市中西美术融合
协会和上海中福小舍草堂承办的《第八届上海中福海派扇面
小品书画展》'月 %*日开幕，地点在上海中福文化艺术交流
中心（黄浦区浙江中路 %,,号）进行，展期共九天。
扇子，在中国古代便有“圆轻”、“箑”、“摇风”等雅称。但

是时所谓扇者乃团扇，多仕女所用。至于折扇则传自扶桑，北
宋时传入中国，乃有“搊扇”之称。通过对于扇骨形式上细节
的改变，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使得男性用扇的形式和种类变

得多样化。
明代时，折扇更是成为文人手中的把玩之物，暮春时节，

薰风拂面。或独处，或唤上三五好友，围坐拣扇，品味扇面上
书画笔墨、文人题咏、金石印章给观者带来的“三绝”、“四全”
的艺术享受，实为一大赏心乐事。并且，不同于立轴手卷，其
便于携带性，使得扇子成为了移动的艺术品宣传平台。而扇
骨本身使用的各类竹木牙玉等材料，也使扇骨本身耐人把玩
设计，并随着竹刻技术在明清时代的成熟，也出现了诸多竹
刻名家。与扇面本身的绘画交相呼应，终于在民国这个名家
辈出的年代，集其大成，一时蔚为壮观。

藏扇、赏扇长久以来为
一件雅事。故本次展览作品
的征集仍以本市的中、青年
书画家为主，同时兼顾一些
海派老书画家的精品和佳
作。会展期间，主办方还为顾
客和藏家专门安排了知名书
画家进行现场润笔，并举办
扇艺、竹木雕刻和葫芦烙画
等艺术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