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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千弟子伏文彦

一梁提起百倍精神

! 最近，伏文彦的学生送来《伏文彦画集》，
看了之后，的确感到还是有些话可说的。画册
中有许多照片，是他与谢稚柳、陈巨来、王季
迁、汪亚尘的夫人荣君立的合影，这些人都是
张大千的朋友。伏文彦青年时即就读于新华
艺专，深得校长汪亚尘的器重，拔为云隐楼入
室弟子，并举行过三拜九叩的拜师礼。齐白石
曾在伏文彦的画上题曰：“亚尘道兄擅画金
鱼，其门人伏文彦偏要画山水，此乃其所作，
因题。”汪亚尘披图笑曰：“容我再题数语，随
余学画者，视其性所适，亦步亦趋非余所取，
此非白石老人所能道者。”汪亚尘诚知伏文
彦，因材施教。

抗日战争后，汪亚尘即赴海外，临行时介
绍他转叩大风堂，拜张大千为师。此时张大千

居老西门寓所，伏文彦常侍左右，得观顾闳中
《韩熙载夜宴图》、董源《潇湘图》、宋人《秋山
图卷》和王叔明墨迹。此外还帮助张大千整理
因抗战八年而封闭的画库，嗣后馈赠其华新
罗《五老图》和他早年仿八大、石涛作品的粉
本。由此伏文彦画山水的技术有了进一步的
提高。

观其画册中诸品，可知从其师道，上溯元
人，得黄大痴的骨苍神腴及吴仲圭的温婉淋漓
而有之，兰竹窠石师法欧波、息斋诸家，题画之
书法，圆润潇洒，有着书画兼善互通的韵味，别
有一番功力。画册中的泼墨或泼彩，墨彩交融，
翠色迎人，濛浑空灵的艺术风姿，可谓与其师
不二法门。壮暮翁很看重他的画，不但为他的
作品题端多幅，并为画册赐序，其中有言：“大

风堂弟子中文彦能以大千之笔作自己的画，诚
乃活学大千者。”

张大千、汪亚尘海外定居后，伏文彦将自
己的画斋定名为“风云楼”，取“大风堂”和“云
隐楼”之意，以示感念老师的恩德，传其老师的
衣钵。

在大风堂的门弟子中，我认识者有糜耕
云、胡若思、顾馨潜、曹大铁、郁文华等，最能得
大风堂神韵的为何海霞及伏文彦。曹大铁有着
公允的评论；二君并承师授，而各立新意，别开
生面：海霞刚健明秀，建树燕台，北方之强也；
文彦浑厚雅逸，载誉申江，南方之强也。恰如其
师张大千论二石僧画曰：“石溪石涛俱从子久
上窥董源，各得一体。石溪苍莽，石涛清逸，面
目遂殊，正如临济如门，共坐曹溪一滴。”

!由于提梁壶对制作和烧制工艺的要求特
别高，“十窑九不成”，被历代制壶者视为陶艺
中的“喜马拉雅”。如今，著名造型艺术家任全
翔先生亦成功攀上这座高峰，由他设计的“中
华生肖五色同尊提梁壶王”，除了保留提梁壶
“一线贯通，梁壶呼应，提不烫手”等优点之外，
还首次实现了制壶史上生肖文化与提梁艺术
的无缝对接，一壶之上，既有行云流水的悦目
线条，又有十二生肖的灵动形象，还有合人心
意的吉语冠名，分别被冠以“鼠来宝”、“牛一
把”、“虎驱邪”、“兔献瑞”、“龙镇宅”、“蛇盘

福”、“马开运”、“羊启泰”、“猴增寿”、“鸡报祥”
“狗旺财”和“猪富足”。紫砂无言，妙思万语。

这套壶所用泥料正是产自宜兴黄龙山的
纯天然原矿紫砂，分别为“天上青”、“康熙红”、
“栗子皮”、“黑里俏”和“葵花黄”，雅称“五色
土”。尤其是“天上青”，十分稀缺，素有“人间难
得几回见”之美誉。由于资源几近枯竭，早在上
世纪中叶，当地政府就明令限制开采。这套壶
之所以还能用上紫砂五色土，得益于私人几十
年前之珍藏。
“中华生肖五色同尊提梁壶王”的手造者

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师钱建生先生，督造者为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陈海龙先生。前者是中国紫砂
花器泰斗级人物蒋蓉的外甥，深得姨妈之真
传，练就一手超强的制壶本领，被业内公认为
“再生版蒋蓉”。后者是中国雕刻领域的顶级人
物，其作品件件兼具“形、神、气、态、趣”五要
素，屡获各类大奖。正是两位名师的亲密联手，
才有了这套技艺精湛、流畅舒展、生动传神的
生肖提梁壶。全套壶款式新颖而不离传统技
法，镂琢细致而不乏大胆表达，可谓一壶一天
地，灵气溢其间。 胡建勇

! ! 我有一儿子，但很想有
一女儿，所以当我第一本艺
术专著出版时，欣喜之情如
得女儿，取名《志豪肖形造像
印》，是一部我创作的印谱，
印纹全部是肖形图像，全谱
印三十二方，边款三十五侧，
总计近七十方。
中国的印章，在内容上

大致有文字和图像二类，据
出土的情况，封泥是中国最
早出现的印章实证，封泥印
虽然文字的居多，但已见图
像印的，可见文字为载体的
印与图像印是自有印即开始
的。到秦汉时期，图像印已非
常多见且内容丰富。图像印
的大量出现，大概与那个年
代的谶讳之学，图符迷信的
文化习俗有关。
说印自古有之，但是明

朝以前印都重在实用，作为
一门独立的艺术是从清朝开始的，所
以，清以后才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篆
刻家。但是纵观民国以前至清的篆刻
家，都只重文字为表现的印，很少刻肖
形图像印的，虽有个別篆刻家也偶刻
肖形图像，但仅出于猎奇，不作专门的
研究，所以所见图像印印面布局呆滞，
线条无韵味，总之缺乏金石旧气，同比
他们的文字印，水平相差甚运。
中国的肖形图像印从远古的实用

性到今天的艺术性转变，开典人物应
属近代著名篆刻艺术家来楚生先生。
他一生不仅篆刻了大量文字印，更创
作了大量以肖形图像为题材的印，见
过楚生先生的人都有这样的感觉，他
创作肖形图像印不仅勤奋，且创作态
度严谨。篆刻不是巨作，但他对方寸之
间的艺术都当作大艺术来对待，在每
次下刀之前都会苦心思量一番，所以
他的肖形图像印方方有古意，枚枚有
真趣。作品见人，他成为近代篆刻大家
和时代扛鼎之人是必然的。

我刻肖形造像印是承先生之钵，
少年时，在先生“安处楼”门下学习书
画篆刻，看到先生的肖形图像印，十分
喜欢，初始摩刻犹如邯郸学步不得要
领，先生告诉我要得精气神还是要从
汉石刻画像砖中去寻找脉路。四十五
年过去，我一直记着先生的教导，以至
收集、翻阅汉石刻画像、汉画像砖的图
片成为我的一个爱好，我喜欢汉人在
图像上表现出的那种高度的概括性、
意像性和所透析出的浓重的金石味。
《志豪肖形造像印》中的所有作品是我
对汉画像认识的一个集中表现，也可
以说是我四十五积蓄在内心的一次呼
唤!艺术创作需要冲动，她是我去年下
半年冲动的印痕。 瞿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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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提梁壶，
不由得想起“东坡
提”的故事。宋代
的苏东坡，既是一
位大文豪，又是一
位大茶人。苏东坡
官场失意而周游
来到宜兴。他从书
童手中的灯笼和
古屋的梁柱受到
启发，指导制作了
一把提梁灯笼壶。
如果说“东坡提”
只是一个传说，那
么从南京城外吴
经墓发掘的那把
距东坡身后四百
年，极为完整的提
梁紫砂壶———吴
经提梁壶，无疑成
了后人研究提梁
壶起源与发展脉
络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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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文彦是张大千的得
意弟子，我们没有交往，更
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我们相
识，说起来还有一段趣闻。

2005年，上海博物馆
倪贤德兄送来一本伏文彦
画册，并说要见上一面。对
伏文彦的名字我是生疏的，
但打开画册一看照片，原来
是当年在壮暮堂经常见到
的。我很有兴趣和他相见，
但他行程匆匆，没几天就回
美国去了，原来他已移居美
国。就这样失之交臂，未能
见面。

! 十二生肖提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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