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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变万化 琳琅满目
! 童衍方

艺苑
清赏

! ! ! !北魏造像题记书法，千变万
化，琳琅满目，其体势以至笔法
任书家自由驰骋发挥，正如张宗
祥先生所言：“后人览之，如入宝
山，珊瑚琅玕烂然，满目迷而不
知所择。”而旧拓《造像题记十四
品》即为风格多样，光怪陆离的
造像文字小品册。此册为沈均初
旧藏，赵之谦审定，后经刘鹗、张
克和、陆鲤庭、唐云先生递藏，今
存宝甓斋。
延昌元年造像题记拓本，纵

!"厘米，宽!#$%厘米，文曰：“延
昌元年岁此壬辰十一月丁亥朔，
"子刘洛真为亡兄惠宝敬造释
迦像一区。敬造"。”其右下沈均初题曰：
“此造释迦像记，与前叶造弥勒像记用笔
极似《张猛龙碑》，年代在张碑之前，乃张
碑著名而此则无人知之，何哉！郑斋。”

此拓左侧有张石园题字曰：“沈氏碑
版有一部分归抱残守缺斋，此本标题乃刘
铁云手笔也。”由此可知拓片右侧“延昌北
魏玄武帝第四元也”之题为刘鹗所书。此
拓与前叶造弥勒像记，石俱在洛阳龙门山
老君洞下方，而造弥勒像记字数较多，二
题记字迹相近，疑出一人之手。

《张猛龙碑》为北魏著名碑刻，立于北
魏正光三年（%&&），用笔纵逸雄宕，结体绵
密雄强，而此延昌元年刘洛真造像题记，
则早于张碑十年，天真罄露，小中见大，其
刻往往单刀侧锋或中锋下刀，仅依笔画随
意刻成，多姿且有意外之趣。其中“延、兄、
惠”等字，皆为别字，古穆浑朴，能见天质。
沈均初颇喜集造像文字，国家图书馆有沈
氏旧藏《造像集拓》一册，收集造像二十五
种，有沈树镛、赵之谦题跋、观款，而赵氏
亦钤“撝叔壬戌以后所见”白文印。同治二

年（!'()），胡澍、沈树镛、魏锡
曾、赵之谦同聚北京，皆嗜金石，
奇赏疑析，晨夕无间，曾刻共同
审定印，以志一时之乐，此旧拓
《造像题记十四品》，即为此时段
所集也。

此造像册大都有沈均初题
记，或考文字渊源、或记石出地
点、或辨字法异同、或颂书象超
妙，皆探幽索隐，倾心论古。沈树
镛（!')&—!'*)），上海川沙人，字
均初，一字韵初，号郑斋，精鉴别、
富收藏，官内阁中书，著有《汉石
经室金石跋尾》、《书画心赏日录》
等。其外孙乃近代著名书画家、收

藏家吴湖帆。吴氏生母沈静研，幼承庭训，琴
棋书画皆通，对吴湖帆影响甚大。

此册之后有石园居士张克和跋文曰：
“造像拓本以旧拓最为难得，此册十四品
乃沈均初、赵悲盦搜集，以资欣赏者，其宝
贵可知也。鲤庭仁弟见而爱之，不忍释手，
可知其于金石之趣，有心得者矣，即以赠
之，丙戌秋仲，石园居士识。”丙戌为 !#"(

年，恰为笔者生年，而此后另有王贵忱于
!#''年为唐云先生所作跋语，距今正 )+

年矣！摩挲佳拓，深念师恩。

———旧拓“造像题记十四品”
五
代
双
耳
刻
云
纹
绿
釉
瓶

! ! ! !还是一桩海外淘宝的故事。一九八五年
是应邀初去澳门，完成公务，浏览必去的大三
巴牌坊。朝其左侧的小路走去，有股强烈的腥
臭味，但必须向前，因彼时海路整船走私到澳
门的出土货都麇集于此，近百家古玩店以及密
集的地摊，尽管脏乱差，葡国政府可是不管的。
东西看得你眼花缭乱，真伪相杂，价相近，由你
挑。一眼就看到了这件盘口双耳刻云纹的绿釉
瓶!见图"，高约方寸，乃五代物也。开价%++澳
元（约"++元人民币），买下后，友人建议我，不
妨存在这里，将来拍卖可挣大钱，我说只为喜
欢非为钱。要玩的。捎回时，生来胆小的我请示
了公家，告我：“人家走私出来，你买下来，走公
带回，是好事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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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洛真为亡兄造像

画中有诗 艺坛
鸿爪

! 沈伟燕把玩“钟馗得福壶”匠新
独具

! 张德宁

! ! ! !“每逢佳节倍思亲”，今人常借唐代著
名诗人王维千古不朽的名句抒发游子思
亲之情，但很少了解王维还是唐代一位著
名的画家。宋代苏东坡在题跋王维《蓝田
烟雨图》时赞叹：“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文人介入绘画，
这在中国绘画史中开启了提高绘画作品
的文化含量的新征程。

遗憾的是，流传至今的标为王维作的
画极少，如《雪溪图》、《伏生授经图》、《辋川
图》、《江干雪霁图》等，据考证又都被判为
后人临摹或根本就是伪作。不过，我们多
少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点唐代绘画的气息。

《江干雪霁图卷》纵 )!$) 厘米，横
&+*$)厘米，水墨。现藏于日本。唐代流行
李思训的大青绿金碧山水，但王维饱读
诗书，虔信佛法，为了适宜在画中表达空
寂的禅理和淡泊的诗情，他大力倡导“水
墨为上”。而雪景正是最适合用留白以及
墨色的浓、淡变化来渲染的题材。《江干
雪霁图》描绘了雨雪初晴的江边情景：群
山一片白茫茫。竹林掩映的茅屋，屋顶一
片雪白。屋前平地也被雪掩盖，一老者拄
杖回顾旁人。人迹稀少，万籁俱寂，唯有
画卷左边，远处江边旷野，数行大雁默默
地向天际飞去。勾线老练简率，错落有
致，无皴笔，只在山石的层叠处和根部略

加擦、点、染，犹存唐代山水画的笔意，风
采不在《雪溪图》之下。大块面的留白，益
增画面的苍茫，透出空、寂、清、淡的禅
理，令人不禁联想到王维的诗句：“隔牗
风惊竹，开门雪满山。”它留下无尽的诗
意和遐想。

“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
出。”王维之后，“援诗入画”、“水墨为上”
的理念，在画坛日益深入人心。当初画家
还没有在画上题字的习惯，甚至连作者的
姓名都不署。宋以后，先是在画上不起眼
处署名，渐渐地题一些随想。元初赵孟頫
倡导“以书入画”，“书画本来同”。文人心
气高，犹嫌画面达意之不足，往往再在画
上题文、题诗，于是书与画在画面上平分
秋色，画面的诗意更为浓郁。而五代、两宋
的著名画家荆浩、关仝、董源、巨然、李成、
范宽、郭熙、李唐、马远、夏圭等流传下来
的作品，绝大部分都是水墨画。明代董其
昌推崇王维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大贡献，
尊称“南宗之祖”，认为“文人之画，自王右
丞始”。

! ! ! !不久前，海内外民俗学家齐聚陕西，
不仅完成了国家级非遗项目资料的提交
工作，还一致认为：作为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项目的“终南山钟馗民俗文化”，具
有世界级非遗项目的价值底蕴与潜力。

沪上著名书画家韩伍闻讯欣然命笔，
创作了一幅《钟馗得福图》。宜兴著名工艺
美术师朱剑芹为此度身定制了一款德福
壶，将韩伍创作的钟馗镌刻到壶腹上。韩
伍的胞兄、画坛耆宿韩敏特地书写了一副
对联：“东来紫气西来福，南进佛光北进
财”，镌刻在图的两旁。名壶、名画、名家书
法相得益彰，体现出传统文化的气息之
美。

近日在斯波特大酒店举办的“朱剑芹
紫砂艺术展”中，这款“钟馗得福壶”!见
图"甫一亮相，就受到几位刚从展址对面
徐汇区政府洽谈完招商引资项目，返回酒

店休憩的海外侨胞的青睐。
侨胞梁先生说：钟馗是世界华人心目

中的“镇宅赐福圣君”；凡有华人的地方，就
有钟馗的形象。海外华人把钟馗视作正义
力量的化身，嫉恶如仇，传递满满的正能
量；寄寓了海内外华人对生活的美好愿望。

这款“钟馗得福壶”以黄龙山原矿底
槽清优质泥料精制而成，胎质细腻，自然

晶莹；烧结后砂性质感丰富，骨多肉少，精
光内蕴，具有透气而不渗水的特性；在材
质上表现出朴拙与淳厚之美。

作为紫砂艺术大师徐汉棠的及门弟
子，朱剑芹从工艺、技法、泥料等多方面来
诠释紫砂艺术的古朴隽永之美。她恪遵打
身筒、镶身筒的手工制作古法，从传承数
百年的经典款式中甄选抉择，择定造型稳
重端庄，对称协调，能有效平衡视觉重心
的德福壶，来承载民俗文化的丰富内蕴。
壶身圆融饱满，整体结构缜密，通体由圆
弧形线条构成，转折圆润，与壶盖、壶钮统
一匀齐，比例恰当，浑然天成。每一个细微
之处，都独具匠心，力求儒雅端秀。

钟馗得福壶刻工精细，线条流畅，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地传递出原作
的神韵，臻达书画与紫砂艺术多元融合的
诗性文化境界。

# !江干雪霁图"局部

朴拙雄奇
有古风

墨池
清兴

! 杨忠明

! ! ! ! 唐 子 农 ，
!#() 年生于 上
海，斋号荷风堂。
自幼喜爱金石书
画篆刻，少年曾
得金石书画大师
朱复戡先生发蒙
指授。平素喜收
藏两汉魏晋旧
拓，研习汉三颂
摩崖石刻，并喜
元之杨铁崖、清
之傅青主等历代
高古书迹，四十
年来临池不辍，
功力深厚，形成
了朴拙雄奇的独
特风格。唐子农

的书法作品吸收了摩崖石刻以及历代碑帖金
石气的雄浑峻险的书风，笔底充溢着北碑豪
壮之气，悠然神游于汉魏古风，心游于天地造
化之间。拜观子农先生书法，大有“扫除腻粉
呈风骨，莫随残叶坠寒塘”之气概！
唐子农，在砚石上苦耕几十寒暑，《唐子

农印存》一书可窥见其篆刻艺术风貌。他的篆
刻作品，既宗法秦汉，又能下涉浙皖诸派，且
于钟鼎、诏版、封泥、摩崖、砖瓦与瓷品的底铭
都能巧妙借鉴而使之入印。子农先生的印能
得赵之谦奇秀的结体、高风翰雄浑奔放的气
度，亦兼有丁敬苍劲质朴的气质、蒋仁别饶逸
致的玩味，但更多的是他化古为己的大巧若
拙的个人印风。如此真趣的好印是需要我们
静下来泡杯好茶慢慢地欣赏的。

唐子农曾多次举办个人金石书画展，并
参加书画印联展：!#''年，上海 !&人篆刻书
法展；!##+ 年，中国上海现代书法展；!##!
年，唐子农书画篆刻展；&+!" 年，荷花世
界———唐子农荷花作品展；&+!%年，江苏省
首届艺术博览会唐子农作品展示。
最后要说一说唐子农的荷花图了，著名

作家赵丽宏老师说：“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
一乾坤，我看唐子农画荷，除了欣赏他的笔
墨，也可以想象他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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