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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死回生《上虞帖》
上海博物馆在法帖上有两件

镇馆之宝，一为唐摹本的王羲之
的《上虞帖》，二为王献之的《鸭头
丸帖》。其中《上虞帖》曾经历了一
场大劫，而使《上虞帖》起死回生
人，是“上博”的明清古画鉴定专
家、墨拓大师万育仁。
“文革”中，抄家之风大兴，将

“牛鬼蛇神”家中的文物，或焚烧，
或上交。为之，上海专门成立了文
物清理小组，对抄家得来的文物
书画，逐个鉴定清理。国家鉴定委
员会的万育仁，代表上海博物馆
参加，为书画鉴定把关。

! 一次，万育仁在仓库中清理书画，偶然在丢
废纸的竹筐中，发现一纵 !"厘米、横 !#厘米的
硬黄破旧书法帖。卷端有宋徽宗金书“晋王羲之
‘上虞帖’”的绢签，在绢签的下角，有朱文双龙圆
形骑缝印，有“御书”葫芦骑缝印，有“政和”、“宣
和”骑缝印，拖尾中间还押着“内府图书之印”朱
文大印。除宋徽宗的题签和印外，还有五代南唐
“集贤院御书”墨印及“内合同印”朱文大印。凭万
育仁多年书画鉴定的经验，他确定此卷非等闲之
书卷。再打开内页，只见 $%字七行草书历历在
目：“得书知问。吾夜来腹痛，不堪见卿，甚艰！想
行复来。修龄来径日，今在上虞，月未当去。重熙
旦便西，与别，不可言。不知安所在，未审时意云
何，甚令人耿耿。”内容主要是回答来书所问。帖
中提及三人，一为修龄，乃王羲之从兄弟；二为重
熙，是王羲之妻弟；“不知安所在”的“安”当是名
士谢安。帖中文字多使用中锋运笔，字体连贯流

畅，丰肌秀骨；体势超逸优游，灵动绰约。
万育仁依稀记得明·詹景凤《东图玄览》、

清·安仪周《墨缘汇观》提及此帖，此帖多少年来
湮没不彰，现突然出现在自己的眼前，怎不激
动。惊喜之余，万育仁毅然将废筐里的《上虞帖》
捡回，小心翼翼地带回上海博物馆，请还在工作
的专家进一步确认。也许是怕麻烦，也许是怕这
些“封资修”的东西引火烧身，也许是不懂，他们
却来个彻底否定：“该卷既不是王羲之的真迹，
也不是唐摹本。”

上世纪 &'年代初，“打砸抢”之风逐渐平
息，上海博物馆老馆长沈之瑜得以解放，重新主
持工作。沈之瑜与万育仁虽为上下级关系，但彼
此尊重，堪称老朋友。万育仁便悄悄地将藏了三
年的《上虞帖》拿给老馆长看。并阐述了自己的
观点。沈之瑜同意将此帖带至北京作进一步的
鉴定，在一旁的保管部长马承源极力推荐，请上

海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鉴定。此时的谢稚柳刚
从“牛棚”里出来，久未与书画打交道。当《上虞
帖》放在他桌子上时，谢稚柳眼睛一亮，拍案叫
绝：“上海居然也有王羲之的好东西了，羲之墨
迹久绝于世，唯此唐摹，就足为文物之精英、艺
苑之瑰宝了。”
当谢稚柳得知是万育仁发现《上虞帖》，并

助其逃过大劫时，赞不绝口地说：“老万，你做了
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万育仁之子万寿告诉我说：“我父亲一生最

高兴的是发现《上虞帖》，否则，《上虞帖》很可能
毁于火炬，或流落他国。”万寿又说：“上博建馆
$'周年之际，馆内举办‘晋唐宋元书画国宝
展’，‘二王’的作品总是名列最显眼处，我也会
多次前往参观。当我站在《上虞帖》作品前，我会
伫立良久，思绪万千，有时还会按捺不住激动的
心情，潸然泪下。” 王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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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明生

!在“桃源阁”品茗聊天时，一款
陈列在架上的方壶颇引人注目，经
告之，是壶艺家谈桃林先生特为文
博大家陈燮君先生设计，当笔者看
到壶上陈燮君手书的“平实为玉”
时，此词好眼熟啊，那不是去年秋季
在上海美术馆举行的“触觉意
象———陈燮君油画展”上“古风意
象”中的一幅油画之名吗？重题此
名，必有原由。陈燮君对玉石有一种
独到的见解，他说，玉石始终影响着
中国人的心理性格，玉石文化是中
华民族文化的基石之一，所以要有
敬畏之心对待玉文化······因此，
在日常生活中他秉承玉石的温润色
泽，在待人处事上心存仁厚十分低
调，从那次引发社会反响强烈、令笔
者心灵震撼的油画个展就可见一斑
了。
有人会问，像他如此级别的干

部，还兼任着许多社会职务，哪还有
闲工夫搞创作，笔者想，这可能归结
为他崇尚玉石的一种坚韧执着精
神，并融入到他对艺术百折不挠的
追求了。从 ()&*年起，他数十年如
一日，就是走上领导岗位他也坚持
用业余时间进行美术理论研究和绘
画创作，陈燮君却把这一切都散淡
地看作是圆了他一个少年的梦。
方壶的另一面是陈燮君画的连

绵的群山，他为了用画笔更好地讴
歌生活在荒原和阳光下生命的质
朴、顽强和纯粹，他七进西藏，从大
山的身影中感受具有文化震撼力的
雪域文明，而今他用传统的线条把
大山从油画布上搬到方壶上，不得
不说别有一番妙趣。
方壶由宜兴工艺美术师吴行其

采用黄龙山优质紫砂泥底槽青全手
工制作，凭着精湛的手艺把方壶打
造得方正适度、线条清晰、棱角分
明，配以陈燮君的书画和特有的造
型，彰显出沉稳大气，圈内行家都称
之为是紫玉中的精良之作。

陆正伟

“平实为玉”
四方壶

! ! 婴戏图是中国古代传统艺术题材之一，艺术家
通过描绘古代儿童玩耍、生活活动场景，来表达人
们对子孙满堂，祈福吉祥的美好向往。从汉墓壁画
场景中偶然出现儿童形象，到宋代惟妙惟肖、主题
鲜明的婴戏图，再到明清瓷器、玉雕、竹木牙雕等各
类艺术品上的婴戏图形象，都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社
会人们的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
儿童形象在艺术作品中的出现，可以追溯到战

国时期，中国历史博物馆一件战国“猛虎食人玉佩”
即有儿童形象穿插其中。汉代及魏晋南北朝墓室壁
画、画像石、画像砖，其中不乏儿童形象，而画工雕
工技法还稍显古拙质朴。

据《宣和画谱》记载，唐代著名人物画家张萱
“善画人物……又能写婴儿，此尤为难。盖婴儿形
貌、态度自是一家，要于大小岁数间，定其面目髻
稚。世之画者，不失之于身小而貌壮，则失之于似妇
人。又贵贱气调与骨法。尤须各别”。《历代名画记》
则记载：“（张萱+ 好画妇女、婴儿”。可见，唐代艺术
作品中的儿童形象创作，虽然还未形成独立的儿童
绘画体系，但在身形体态、面部表情、装扮行为等方
面都从稚嫩走向成熟，这在张萱的作品中得到了集
中体现，我们在宋摹本的张萱《捣练图》中窥见一
斑。

宋代，擅画儿童题材的画家增多，他们多来自
民间，将民风民俗带入儿童绘画，在此期间形成了
完全以表现儿童生活为主题的“婴戏图”样式。苏汉
臣的《秋亭婴戏图》就以极写实的手法，描绘了一对
玩传统玩具“推枣磨”的姐弟，他们神情专注陶醉、
衣着描绘精细，庭院花卉巨石相映成趣，形成了栩

栩如生又典雅精致的童趣绘画。无疑，宋代的儿童
绘画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绘画主题，并且在表现技
法上达到了艺术的高峰。
婴戏图，作为民间喜闻乐见的独立装饰图案，

也在这一时期走向了实用性的工艺品。宋金时期磁
州窑、定窑、耀州窑和景德镇等瓷窑都在罐、瓶及瓷
枕等物上创作出大量婴戏作品。宋金时期磁州窑在
装饰上以白釉黑彩最富特色,刻、画、剔、填彩兼用，
其婴戏装饰题材充满了浓浓的乡土气息。除了平面
创作，宋代还创烧了造型别致生动的孩儿枕。
元、明、清时期，婴戏绘画开始出现吉祥的表现

主题。祈福纳祥、祷告平安、升官发财等，儿童形象
逐渐成为画面主体而背景渐弱，即使在描绘群童日
常生活中的游戏，也会加入一些寓意吉祥的符号。
受到陈洪绶等画家的影响，明代艺术作品中的儿童
形象，多呈现大头，憨态可掬的形象，这也为日后年
画娃娃的形象奠定了原型。婴戏图案在工艺品装饰
上得到了大量的应用。在瓷器上，无论是官窑还是
民窑，婴戏图都成为洋溢着童真的趣味和吉祥的意
蕴。特别是清代流行的“百子图”，以珐琅彩、粉彩装
饰于瓷器上，做工精巧，色彩雅致。文房把玩的杂件
中，清代盛行的竹木牙雕中也不乏婴戏主题，对儿
童情态、服饰惟妙惟肖的刻画，展现了雕刻技师精
湛的技艺。
明清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婴戏图也被广泛应用

于版画年画的创作之中，并在后来成为杨柳青年
画、桃花坞年画创作的重要题材，表达民间百姓的
对吉祥富贵生活的期盼。

王卓凌

千年流传《婴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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