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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悠悠堂·抱膝庐藏砚精品展》
近日在福州路上海笔墨博物馆展
出。海上藏砚家蔡雪斌、陈佳鸣从其
收藏的几百方砚中精选了以端砚为
主的 !"方具代表性的精品，以飨同
好。

此次展品中有一方清代太平有
象歙砚，为歙石中的庙前青，是稀见
难得之品，由书画金石大家张牧石
考证为徐世昌旧藏歙砚，展品还有
张牧石题写的篆书对联，老坑大西
洞平板砚，老坑山水纹端砚，刘演良
制山水纹端砚，麻子水坑喜上眉梢
端砚# 坑仔岩长方对板砚等。

蔡雪斌是国内知名的藏砚家，
与蔡鸿茹、刘演良、胡中泰等专家相
交甚厚，于砚事数十年，长年往返于
广东肇庆、江西婺源等名砚产地，下
坑口、访名家，孜孜以求，藏砚既丰
且精。陈佳鸣别署抱膝庐主，也是一
位典型的“砚痴”，砚缘极佳，数年间

即得佳砚近百方。
展品中，名列“四大名砚”之首的

端砚，尤为精彩夺目。据考证，端砚的
历史，可推至唐武德年间，距今已有
一千六百多年。端砚坑口繁多，但砚
界最为推崇的，则为老坑、麻子、坑仔
三大名坑。老坑又名水岩，因位于西
江旁，丰水季节，低于水面。古时开
采，需用人力将坑道内的水排尽，极
为难得。老坑砚石长期浸于水中，极
细润娇嫩，石质为端砚诸坑之冠。在
古代，老坑是皇坑、贡品，非经朝廷特
许，不得随意开采。坑仔岩的矿脉与
老坑很近，甚至有人认为，可能在地
下是相连的，但因坑位较高，缺少水
分的润泽，石质逊于老坑。麻子坑有
水坑、旱坑之分，水坑内长年有山泉
浸润，故石质亦佳。端砚又讲求石品，
著名的有天青、鱼脑冻、青花、蕉叶
白、石眼、火捺等。石品之讲求，并非
仅为美观，而与石质有直接关系，有

天青、鱼脑冻、青花、冰纹冻等石品
的，非但细润，而且特别发墨。一般而
言，一方端砚，有否石品，价值相距往
往以十倍计。此次展品中，五十四方
端砚均为三大名坑，其中老坑有十七
方，而且均有石品，至为难得。

值得一提的是，展品中有许多
名家之作，如海上名雕大师刘硕识，
歙砚名家吴金花、汪鸿欣，端砚大师
张庆明等，最为著名的是当代端砚
泰斗刘演良先生的“刘家山水”砚。
名家之砚，往往坑口、石质俱佳，雕
琢又精，识者当可大饱眼福。
藏砚是古文人雅士的传统，大文

人苏东坡、米芾、纪晓岚，乃至乾隆
帝、民国总统徐世昌，都堪称“砚痴”。
近几年，名砚收藏持续升温。但因毛
笔书写已退出日常生活，一般人对砚
之优劣知之甚少，因此展览期间将在
$月 %$日举办一次讲座，以普及砚
的常识。 管诚

! ! ! !近日，高域艺术馆
艺术瓷器迎春展，在上
海小木桥路天乙文化
艺术品广场举行。此次
展览，不仅有景德镇陶
瓷艺术家李菊生、孙燕
明、宁勤纪、蔡玲玲、赖
德全等大师的作品，还
有青年艺术家余森林、
彭幼青、廖秀珍的作
品。其中，余森林的花
鸟陶艺作品，画面生动
清新自然，格调淡雅而
不失高贵，十分引人注
目。
余森林，高级工艺

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江西分会会员，现在
任景德镇当代陶瓷书
画艺术研究院任副院
长。余森林的花鸟陶艺
作品意境超凡脱俗如诗如画，他
的花鸟工笔画配以写意花卉综合
装饰技法在景德镇同辈艺术家中
早已小有名气并逐步形成了自己
的风格。其作品既有深厚的工笔
与写生的功底，又有写意飘逸洒
脱的神韵。他那栩栩如生的飞鸟，
配上淡雅花卉，真是相得益彰，当
人们在观赏余森林的作品时，仿
佛走进了没有经过人类骚扰的深
山幽谷鸟飞雀跃的天堂。
余森林曾进修于景德镇陶瓷

学院美术系，并于 "&&'年跟江西
省工艺美术大师俞木华学习国
画，随后又得到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李一新的指导。作为一位画家，
他将国画的四大表现手法在瓷器
创作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作
品里有画、有诗、有章、有印、有书
法，这样大大增加了作品的艺术
表现力，同时作者在创作时尽情
地抒发了自己真实感情和创作意
图，所以有人说，观赏余森林陶瓷
作品时，感觉这不是一件陶瓷作
品而更像一幅精美的国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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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吕纪，与明代另一位花鸟画
家林良齐名。在中国传统绘画作
品中，入宫供奉的时间应在成化
年间，而极盛于弘治年间。比吕纪
略晚的杭淮在其《双溪集》中有诗
云：“吕纪昔在宪宗朝，指挥直入
明光殿，金盘赐予出金银，落笔天
颜生顾盼”。吕纪入宫之初的成化
年间，林良的绘画正风靡宫廷，而
林良的作品都以水墨淋漓为特
色，所以吕纪虽然最初所学为工
笔重彩画法，入宫后早期的作品
却风格极近林良，是以水墨淡彩
画居多。

吕纪存世的作品并不算很
多，其绘画风格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以水墨为主，略施淡彩，用
笔较为豪纵；另一类则是设色浓
丽，用笔工致，具有富丽的宫廷装
饰趣味。这幅作品展现的是一棵
枝干粗壮的老梅树，梅花在冬日
的寒雪中争相怒放，( 只斑鸠蜷
缩着蹲在树干上，整幅作品构图
干净利落，十分大气。画家为了要
表现冬天的雪景，采取了在绢地
上用淡墨渲染的手法，只在树干
的上部留出空白，自然就显现出
厚厚的一层白雪。梅花的老干新
枝，用笔也有所不同，老干运笔厚
重，新枝下笔快捷，二者对比十分
强烈。(只小鸟，动态不大，却极
有生趣，采用“没骨”画法，茸茸的
羽毛，用笔不多，质感的描绘却很
到位。满涂的淡墨将冬日的阴霾
气氛渲染得非常强烈。
斑鸠是一种祥瑞之鸟，也与

民俗有关，所以古人对斑鸠颇多
好感。《水经注》引《风俗通》曰：
“俗说高祖与项羽战于京索，遁于
薄中，羽追求之。时鸠止鸣其上。
追之者以为必无人，遂得脱。及即

位，故作鸠杖以扶老。”斑鸠的描
绘在传世名作中很常见，如宋徽
宗赵佶《桃鸠图》、元代钱选《桃鸠
图》、明代边景昭《三友百禽图》都
有十分出色的表现。
吕纪早年在家乡学的是边景

昭的画风，工整细致，被征召进入
宫廷以后，因为看到林良的画风
极为时尚，故而所作也多为水墨
淡彩一类的作品，而到了后期其
画风又回到工笔重彩的路子上。
吕纪画风的变化，尤其是由水墨
淡设色画转为工笔重设色画，其
直接的原因看来是为了适应不同
皇帝的不同口味。具体说来就是
弘治皇帝的欣赏口味不同于他的
父辈成化皇帝，前者欣赏林良的
写意花鸟画，后者喜欢工笔重彩
花鸟画，从而造成了吕纪绘画风
格的前后区别。而这幅《红梅斑鸠
图》轴，正好是反映了他画风变化
时期的作品，尤为可贵，应当是吕
纪中年时期画艺成熟的佳作。

在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史
中，素来有“黄家富贵，徐熙野
逸”。“黄家”指的是五代西蜀至北
宋初的画家黄筌和他的两个儿
子；后者指的是徐熙、徐崇嗣父
子。由此形成了花鸟画中的两大
流派。一般说来，宫廷绘画中更多
的是富贵的画风，而在民间则是
野逸的画风在流行。但是也不尽
然，大凡一种绘画风格流行之后，
便会对周围及以后产生影响，于
是花鸟画中“富贵”和“野逸”这两
种画风就在演进中又不断地相互
渗透和融合，它们之间的界线也
逐渐不是那样分明了然了。从吕
纪的这幅《红梅斑鸠图》轴中就可
以明显地看到这种既有区别又有
相互渗透和融合的现象。 方闻

明·吕纪《红梅斑鸠图》
蛇年春来早，红梅报春来。在中国的传统绘画中，红梅无疑是经常可以看到的

题材，像龙美术馆中就有一幅明代吕纪的《红梅斑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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