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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至 #日在上海图书馆举
办的上海行知书画院第二届“行知杯”
金荣达全国书画大赛作品展，众多的
获奖作品出自全国各地、专业书画家
和书画爱好者之手。这些佳作展示了
上海行知书画院弘扬陶行知先生“爱
满天下”光辉思想，传承“艺术上追求
卓越，工作上力求圆满”光荣传统的艺
术特色，屡获上海书画界的好评。

上海行知书画院建院五年不寻
常。拥有一支有实力的七十余人的书
画家队伍，其中著名书画家富华、周志
高为名誉会长，周成、钱茂生、张晓明、
张淳、宝家鑫、杨永健等名家为顾问。
书画院还有一个强有力的后盾———由
!!位企业家组成的董事会。整个书画
创作队伍自觉秉承陶行知先生的伟大
精神，发扬“爱满天下”、“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高尚人格和奉献
精神，团结合作，不逐名利，不计报酬，
重在切磋技艺，激励书画艺术创作，为
上海办好众多民间社团书画院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
“书画有

价，爱心无价”。
行知书画院还
有一个经验，即
是很好地解决
了书画院活动
的经费问题，其
途径有三：一是
靠行知书画院
的“行知”理念
顺应艺术市场，

用众多的行知书画活动，激活书画家的
艺术创造力，采用捐赠、拍卖、会展等形
式进入艺术交易市场接受市场经济的
洗礼，提升行知书画作品的品牌与价
值；二是利用行知书画院日渐扩大的社
会知名度与影响力，逐步扩大书画院董
事会，作为书画院的经济后援，书画家
与企业家相互合作，提供服务，使画院
少后顾之忧，让书画院领导聚精会神投
入艺术创作活动；三是坚持以陶行知先
生的爱国之心和无私精神指导书画院，
将这个办院理念写入章程，列为制度，
蔚为风气，使画院有了主心骨与导航
力。让“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的光辉思想发扬广大，一般书画院多有
的追利逐利、文人相轻等时弊就会迎刃
而解。

参观上海行知书画院的大展获奖
作品，了解“行知”书画家五年成长发展
过程，写下这篇短文，祈愿“行知”的理
念与经验，对上海众多书画院的创办与
发展有所启示，有所借鉴。

! ! ! !画界知道阿馨的人不多，圈外人
就更无从谈起了，原因是他并不着意
于扬名播声。但知道的都感觉到了他
的分量。因为阿馨的作品具有十分强
烈的个人风格。我是在阿馨画虎个展
上认识他，八十五岁时收为学生，并
以传统跪拜之礼进行了正式的拜师
仪式。我俩都属牛，相差二折，也是缘
分吧。

阿馨是个十分传统厚道之人，尊
师守礼、行事低调。耐得住寂寞，几十
年枯坐面壁心追手摩中国画传统之精
华。他是个爱画懂画善画的人，绘画对
于他不啻生命。宁静平和不急不躁的
心境使他乐此不疲地在绘画天地里深
耕细作，沉醉到了忘我的程度。他刻苦
用功谦逊好学的态度使我十分欣慰。
嘱其临摹创作练习无论是历代名家之
作，写意老虎山水花鸟人物，每一个课
题几乎每周都会带来一卷卷作业。问
他每日睡多少时间，他只会淡然一笑。
因为他知道笔墨功夫是靠长时期沉浸
积累的结果。阿馨擅长创作巨幅大作，
偌大一个工作室原本是仓库改建，四
周挂满了六七公尺巨幅，有老虎、山
水，亦有盈尺小品，给人以极大的冲击
力，各领风姿使人难以忘却。他经常把
画面布置得比传统常见章法更满，万

仞山壑、飞瀑涧水、古木茅舍。反复皴
擦，层层细染，一石一水的慢工出细活
的方法。以淡墨入手，一线一点层层梳
理。以淡墨积聚把握层次，或聚或散，干
湿浓淡，或重或轻，逐加层次。重构图，
善点墨，求意境。既有宋元遗韵又有明
清遗风，同时又透溢出浓郁的时代气
息。尤以长卷册页或其他小品来看，我
解读谓之无刻板之气，有独到之处、精
研细磨之功、厚积薄发之力。画技高超
而严谨，以形传神，细微之处无不精到，
很见功力。阿馨擅长具有自我精神与特
点的书法练习，很好地把山水之状与中
国画传统的文人自信精神及书法用笔
融合入画入境。因此作品常使人眼睛一
亮的感觉，透着一股静谧的清气，书卷
之气十足，实为难得。阿馨无羁，喜独
处，好静思，甘于“画界外的寂寞”。他辞
职廿余年与坎坷困顿相伴。而创作上有
着一般人难以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思维
独立而广泛，坚持自己的风格持之以
恒。因为他内心世界十分强大丰富充
实，同时他的处世哲学和艺术理念让他
在心境和绘画两方面得以平衡。取得的
成绩和肯定得益于他的思与行的独立
与自信。人与作品都有文野雅俗之分，
有清浊贵贱之别，阿馨能有清纯安详的
作画心境怕是不多见的。

! ! ! !我与陆永生认识已经好多年了，他
很忙，有时在展览会上照个面，几个月，
甚至一年也不知道他在哪儿。但一见
面，便会看见他手机上拍摄的创作的画
作，而且大多映照我们这个时代的印
迹。有一阵子为孙道临先生创作画像，
这次为“南京路上好八连”创作了一幅
主题性作品，这幅画把军旅生活画得生
动传神，感染力立现。原来，陆永生年轻
时曾是“二炮”的文艺兵，熟悉军旅生
活。上海美协会员中，有军旅经历的画
家画的这类题材往往使我激动，也特别
引人关注。这类题材在创作上吸收了苏
派的技法，但是经过陈逸飞、魏景山的
创作，其他人在借鉴时，便得到那种神
采。陆永生的创作力很强，特别是在油

画人物上。早年他画高原人物的题材，
人物不是静态的，牦牛奔跑，人物爽逸，
可以看得出，陆永生的生活经历使他讲
究创作中的真挚与豪情。
上世纪 $%年代，上海已经有青年画

展，陆永生一连三次有作品入选，这在当
时是很不容易的。我曾听好多异乡的油画
家讲，上海的油画特棒，上海的油画既体
现西画的语汇，但又很抒情。陆永生是上
海人，由于在北方生活过，所以他的创作
有一种悦目的“北方气息”，这样画油画人
物，他的风格显著。男人的个性对立业很
重要，而男画家的个性更决定了他在艺术
上可以走得有多远。
陆永生说过，在他的艺术生活中，“两

位老师特重要，俞晓夫与黄阿忠”，特别是
俞晓夫老师的指导，使
得陆永生掌控大场景的
创作能力提升了一步。
而黄阿忠老师对陆永生
油画语言的情调往心境
中去，特有关照。这几
年，上海的油画活动多，
画展多，创作也多，有的
展览费时费力，陆永生
能有条有理地安排好创
作与生活，他经常深入
生活，感情与思想化作
了自己出色的作品，对
艺术的领悟与自己的勤
奋钻研，使他在今日的
创作上迎来一片可喜的
天地。

! ! ! !“飞白书”是一种颇为奇特的美术类
书体。传说是东汉著名文学家、书法家蔡
邕在洛阳鸿都门下，受役丁垩帚在墙上
丝丝留白的启发后所创。飞白书发展至
唐宋时期达到了高潮，像唐太宗、宋太
宗、宋仁宗和优秀书法家欧阳询、蔡襄
等，皆以擅长飞白书而著称。宋代书学理
论家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对飞白书的
艺术特征作了精准的概括，称：“取其若
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飞白
书不同于一般枯笔，偶尔露白，而是笔笔
带丝夹白，在流畅中寓断续，书写需要特
殊的笔毫与相当的技巧，否则即会坠入
俚俗一路。至清代乾嘉时，浙派篆刻鼻祖
丁敬的得意弟子张燕昌精研飞白书法，
尝试着将飞白书入印，成为印坛上一项
大胆的创举。

张燕昌（!$&'(!'!#）天资颖敏，善绘
山水、人物，翛然绝俗，又工兰竹、花卉，
后列丁敬门墙。张燕昌拜师之初，背负两
个分别重十余斤的南瓜作为贽礼，丁敬
欣然受之，并为之烹瓜具饭，传为印林佳
话。张燕昌性好篆刻与金石文字考证，凡
商周铜器，汉唐石刻，殚心搜罗，不遗余
力。曾至宁波天一阁，获睹北宋《石鼓文》
拓本，即摹归勒石，撰文考订。张燕昌嗜
古之深，传古之勤，好古敏求，与乃师丁
敬一脉相承。张燕昌又与学者兼书法家
梁同书、翁方纲等探讨考释，终日不倦，
见识益广，学养益深。

张燕昌处在浙派早期阶段，篆刻虽
取法丁敬，但浙派印风此时尚未定型，弟
子们创作还有相当的自由度。张燕昌所
作切刀波磔显露，较丁敬更为随意轻松。
篆法多取法汉印与元人，也与乃师追求
简约、方折的篆法有别。其款识文字，辞
短韵长，雅驯可颂，独具文心，在明清印
人中诚属上乘，惜多未被后世印人见重。
张燕昌因非杭州籍，后世学者未将其归
入西泠印家之列，但作为丁敬的嫡传高
弟，老师“思离群”观念强烈地感染着他，

以飞白书入印，为篆刻艺术开创了一个新
品类。
飞白书自宋代以后渐趋式微，直至乾

嘉时金石学兴盛，它又重新引起了学者们
的关注。张燕昌用心于此，他曾得到北宋
大观年间的“东岳行宫之记”飞白书碑额，
书艺猛晋，又与陆绍曾合著《飞白书录》。
从他创作的唯一一方飞白书印“翼之”边
款中得知，是他在“雪窗与翼之尊甫、勺山
先生观唐宋人飞白石刻”后所制。此印线
条翻腾，笔笔夹白，有“龙蛇战斗之象，云
雾轻浓之势，风旋电激，掀举若神”之妙
韵，令人神思飞扬。张燕昌以其扎实的书
法功底和出色的刀法技巧，完成了篆刻史
上一件令人惊艳的奇异力作。
因飞白书属于非正统的美术体一类，

有墨戏、玩赏的性质，且以刀代笔，真要达
到飞白书的效果甚难，使诸多印家望而却
步。张燕昌之后唯有同籍印人陈春熙创作
过一方“活泼”飞白印，与“翼之”成为篆刻
史上的双璧。“翼之”与“活泼”的含义与飞
白书风极为合拍，形式与内容取得了较好
的统一。可惜
此调后人多
不弹，遂成印
坛绝响。

! 忻才良

“行知”活动激活艺术创造力

! 明艺

讲究创作中的真挚与豪情
! 林曦明

爱画懂画善画之人

! 韩天衡 张炜羽

飞白书入印的张燕昌

印坛
点将 "&录

佳
作
背
后

"

张燕昌篆刻!翼之"

# 双雄图 #中国画$ 阿馨 作

$ 杨胡生书法作品

$ 南京路上好八连#油画$陆永生 作

" 陈春熙篆刻!活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