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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说起中国当代陶艺，一般人都会联想
到景德镇。但同时也要看到，从景德镇走
出来的青年陶艺家，他们有学院背景，又
有操作实践，在获得更大视域与表现空间
后，其作品运用了现代语汇，对景德镇形
成了反哺，甚至挑战。

赵强就是这样一位陶艺家，他在景德
镇长大成人，在掌握了制瓷的童子功后，
去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
术学院）陶瓷艺术系深造，师从陶瓷设计
大师杨永善教授。美学理论与哲学思想的
滋养，使他比故乡的同时代人看得更远更
深，现在他是东华大学环境艺术系公共艺
术主任、副教授。二十多年来，他几乎每年
都与国际陶艺家一起办展交流，并受聘担
任多家大学特聘教授，#$!$年受邀赴欧洲
讲学并参展，%$!!年赴韩国讲学。去年在
上海和台北两地举办个展，引起了同行和
陶艺爱好者的高度关注与好评。

赵强在两条路上孜孜以求地探索，一
条是当代陶艺，包括大型公共陶艺。他曾
受文化部、上海世博会、浦东机场邀请，为
浦东机场创作大型主题陶艺作品 %$ 余
件。一条是与现代家居环境与方式相契合
的日用陶瓷。艺术追求的方面，既从传统
美术与工艺中汲取养分，又从当代性上体
现审美理想。

&月 '日，赵强将在溧阳路 ()!号艺
术园区内的上海陶艺后援会再次举办个
展，题为“水色年华”，向观众呈现 "$余件
新作品。

赵强的陶艺作品有着鲜明的个人风
格，他的瓷板画体量相当大，高度往往超
过一米，表现手法又是釉下彩及窑变工
艺，绘制不易，窑温控制也难，不确定因素
更大。经过无数次失败，他现在掌握了独
家秘诀，成功率大大提高。他的瓷板画题

材多涉及莲池与游鱼，他用宋人笔意绘出
了款款莲叶，再用数尾蹿条小鱼造出水纹
与声响，令人想起朱自清笔下的《荷塘月
色》。那种宁静与空灵，体现了中国文人的
理想情怀和书法意境。

赵强创作的陶艺器物很耐人寻味，他
在传统成熟器型上注入自己对陶瓷文化深
厚的认识与对艺术独到的感知。自由却不
失规矩，奔放却不失得体，更具现代感。那
些瓶与尊依然是纸槌、象腿、观音、石榴、马
蹄等，以稚拙中透露的秀美赢得青年人的
青睐。他在器物上进行釉下彩绘，鲜荷、供
石、祥云、嘉树、芳草，信手拈来的潇洒随
意，体现出中国水墨的精神。晕散与枯湿的
效果，一点也不输于宣纸上的挥洒与倾诉。
施釉无论红与青，或者他自己调和而成的
灰与蓝，都在笔触边缘有层层渲染的肌理，
使脆弱的瓷器有了柔软无比的质感。

! ! ! !孙鸣一和我同岁，年轻时有着共同
的爱好，使我俩相识。几十年来，随着时
代的变化，我们都有着不同的变化。从
少年到中年，造就了人们新的发展。回
顾鸣一兄的变化，在我们朋友中他是耀
眼的，他的为人和对待一切事物都是明
智的，他懂得知难而进，有责任感，
在事业和艺术之间总是那样地兢兢业
业，干得有声有色。在事业上他总希
望朋友们好，能为朋友牺牲利益和献
出自己的力量，与朋友们一起发展。
在艺术上也有自己独特的想法，所以
他的画作会给人惊喜。他对待家人也
如同对待事业和艺术那样追求完美。

他对家人说：如不能让你们过上富裕
的日子，享受生活的美好，还有什么
脸去谈艺术二字。如果是为了生活而
作画，那是不可能会有愉悦的心情。
鸣一兄在事业上是成功的，在艺术上他
在不停地追求，他看书、学习，从中得到
创作的灵感，取法于大自然。

鸣一兄不管公司搬在哪，总是给
自己留下一大间房，作为自己的画室
兼办公室。公司的业务一般都有他的
团队去解决，除了大事要其作主外。
他说用人就得放手大胆，绘画也是如
此，想好了就大胆落墨，随后细心收
拾。绘画就是黑白相伴和做人一个理，
就是提得起，放得下，要知黑守白。
鸣一兄认为绘画是一种心情在纸上的
流露，也就是一种难以叙述的情怀在
纸上放矢，绘画是一种语言，知者自
知，不知者为不知，画外虚名是别人
的事，他只愿在这方寸之间寻找自己
的一份宁静，在笔墨下流淌着自己的
故事。

今看鸣一兄的画似乎与这个浮躁
的时代没有什么关系，多的却是禅意和
真情。我们年轻时知其笔墨功夫可为了
得，见他临摹好些古画，有山水、人物，
深得老一辈画家的赞赏。今见他的画一
反过去，传统的笔墨有了新意，读了他
的画，犹如一股清泉流入心中。画中的
几片树叶、几根树杆，都能充分体现
出其中国画的笔墨功夫。再见其笔下
的珍禽那样地寡欲恬静，神态好像有
些寂寞，却又显得很悠然，时而在树
上，时而在石上，好像在与人叙说。喜
怒哀乐何必放在脸上，认真做好自己的
事，让别人去说吧！

! ! ! !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是一
个陵谷变迁、天崩地裂的时刻，也是令
明末士大夫不堪回首，改朝换代的年
份。曾经沸腾的晚明印坛瞬间冷寂，那
些注重民族气节，不愿身事两朝的文士
印人，选择了隐居避世。其中年届花甲
的胡正言就是这样一位遗民印人。
胡正言（)",+-)*'+），字曰从。安徽

休宁人，寄居南京鸡笼山下。尝在庭院
中植翠竹十余竿，晨夕相对，颜其斋曰
“十竹斋”。胡正言出身于书香门第，为
国子监上舍生，博学能文，精研经学、六
书，善摹大小篆书与古文奇字，兼工篆
刻。胡正言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书画篆刻
家，在我国雕版印刷史上有着崇高地

位。他用自创的“饾版”、“拱花”印刷技
法，彩印出版了精美的《十竹斋书画谱》
和《十竹斋笺谱》，成为木版水印史上划
时代的精品，受到文人的赏爱。然而甲申
国变，打破了胡正言芸窗书香的优雅生
活。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改元“弘
光”，为颁诏降旨急需玉玺。南明名臣吕
大器深知胡正言精于篆刻，便推荐他督
治宝玺。胡正言不负重托，毅然决然地制

成“广运之宝”金印和“皇帝之宝”玉玺，被
授武英殿中书舍人，时人称为“胡中翰”。

大文士兼印学家周亮工嗜好名家印
章，曾在广陵（今江苏扬州）与胡正言相
遇，胡氏知其有印癖，将数方印章慷慨相
赠，使周亮工欣喜不已。明亡后胡正言拘
节守志，不问世事，隐于南京一小楼中
达三十年，过着“左籀右斯，摩挲永日”
的生活。胡正言又好诵贾谊、刘向之文
及陶渊明诗，性格“萧淡静深，穆然大
雅”，享得高寿。康熙六年（)**'），当
著名画家萧云从赴南京拜访他时，惊奇
发现耄耋之年的胡正言神明炯炯，不仅能
镌刻小印，作蝇头篆书也无倦色，叹为寿
徵。胡正言于康熙十三年（)*'+）以九十
一岁高龄仙逝，而此时距文彭兴起明代流
派印已有整整一个世纪了。
胡正言在明末清初印坛上颇具影响，

一生曾辑自刻印谱五种，著有《印存初集》
《印存玄览》各四卷。印谱以姓名字号印为
主，余则斋馆印、闲语印。像钱士升、倪元
璐、李孙宸、郑三俊、范景文、孔贞运、史可
法、杨嗣昌、钟惺等明末学者、重臣的大名
均赫然在目。好友钱应金曾称赞他说：“所
居白门（南京），为四方贤豪星聚之地，所
交皆名公巨卿，博闻广见……游白门者，
不得先生一篆，则心耻以为欠事。”胡正
言篆刻以 《说文》 为依托，上溯秦汉，
近宗何震平实一路，形式多样，用刀苍
茂古雅，为明代文人篆刻的典型风貌，友
人王相业誉其作：“奇不离宗，正不伤趣，
穷神尽变，久而愈可喜。”此外胡正言又精
通篆籀异文，食古而化，创作了许多古文
奇字印，风格奇诡瑰丽，也是明末文人好
古风尚的一个侧影。

当明清易代，人生道路陡然转折之
际，胡正言坚持操守，注重名节，在夹
缝中艰难生存。虽已暮年仍不废艺事，
以印寄志，以艺抒怀，为流派篆刻艺术
的传承留下了不灭的火种。

! ! ! !有朋友到云贵高原扶贫慰问归
来，听说我又新创作了《西部风情》题
材的作品，即风尘仆仆赶来看我。望着
朋友那黝黑的肤色，听他娓娓谈起山
区的诸多趣事，我仿佛又回到了多年
前在西部地区体验生活的日子……

前些年，为搜集创作素材，我曾到
西部地区生活了一段时间。记得有一
次赶了好多路来到大山深处的一个村
寨，山区别样的风情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不停地画啊、记啊，不知不觉天色已
晚，我匆匆收拾完画具，准备赶回住
处。走到村口，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幕深
深吸引了：在夕阳的
余晖下，一个年幼的
男孩依偎在他白发苍
苍的老奶奶怀中遥望
着远方，眼神中满怀
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透露出无尽的企盼，
祖孙俩宛如一尊铜雕
的塑像……听村长介
绍：小孩的父母到广
东打工好些年了，最
近听说要回家探亲，
于是每到傍晚，小孙
子就要拉着老奶奶到
村口来，已经有好几
天了。目前村里年轻

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仅剩下老的老
小的小，村里的好多家庭都是类似的
情况，这也表明了目前农村的普遍情
况吧。我在构思这幅画时，着重在“盼”
字上下功夫，着力于主体人物的塑造，
刻意拉开人物年龄的差异，深入刻画
人物的表情、神态及服饰等，使之有雕
塑感。场景主要体现西南山区风貌，如
独特的建筑物、农田、池塘、土路等，突
出“大山深处”。并充分运用我所擅长
的“光”的处理，使“光”能很好地烘托
画面的主题内容，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使观者能产生心灵上的沟通。

! 宋敏东

赵强的荷塘与供石

! 韩天衡 张炜羽

奉敕督造玉玺的遗民印家胡正言
! 王人梁

知黑守白

! 黄小健

在那遥远的大山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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