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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苏州博物馆在成功举办了沈周
画展之后，又举办了“吴门画派”的另
一大家文徵明的特展，新年前夕，展
览更换了部分展品，新换上的就有南
京博物院送展的《万壑争流图》。
此图纵 !"#$%厘米，横 "&$#厘

米，纸本，青绿设色。图的右上角，作
者颇为独特地用极小的楷书题识：
“比余尝作千岩竞秀图，颇有思致，

徐默川子"得之，以佳纸求写
万壑争流为配。余性雅不喜作
配幅，然于默川不能终却，漫尔
涂抹，所谓一解不如一解也。是
岁嘉靖庚戌六月既望，徵明识，
时八十有一。”知此图乃文徵明
晚年应徐默川之求，为其《千岩
竞秀图》所作的配幅。
图绘崇山叠壑，有涓涓细

流从山头岩隙泄下，合成溪流、
水塘，曲曲折折，又从山岩间分
流而下，聚成池塘，继续从岩崖
间争流而下，至山脚汇合成河，
奔流而去。河对面坡岸，高树成
林，有士人游荡其间。全图气势
宏伟，曲折奔放，无论山石、树
木、水流，勾线沉着凝练，皴笔
不多，只在山石的折转处及石
根部保留短笔的披麻皴。而满
图的青绿设色，优雅古穆，却也
给后人留下颇具文徵明特色的
画风。

色与墨是矛盾的双方，要
达到王原祁所言：“色不碍墨，
墨不碍色，又须色中有墨，墨中
有色”，实非易事。回顾一部中
华绘画史，贯穿着一条色与墨
相斥、相合的演化历程：盛唐流
行重彩，至五代、北宋，水墨大
兴，重彩失传。三百年后，王希
孟的《千里江山图》出，复古大
青绿山水，但未及流传，南宋依
然是水墨的天下。至元初赵孟
頫倡导“以书入画”，水墨自是
主角，但也画了些青绿设色，着
意保留色彩底下墨色勾皴的痕
迹，以添优雅之气。此后盛懋将
其演变成小青绿山水，也就是
在水墨山水的基础上，仅在局
部薄薄地敷染石绿、石青，并不
遮掩皴笔。其后，小青绿山水渐
渐流行。

文徵明此图，满纸青绿设
色，其法是先将浅赭色普染山
石，然后留下石根之赭色，再将
石绿、石青，而至墨青（花青和
墨）色，薄薄地按序自下而上，
分层积染。但文徵明匠心独运：
其一，青绿中调和淡墨，清润幽
雅，已不似以往大青绿之奇艳
夺目；其二，石色薄敷，不掩墨
骨，故仍是元初赵孟頫青绿设
色方法的衍变，无愧为文徵明

晚年细笔青绿山水中的精品。
此图曾为著名收藏家庞莱臣

所得，成为其《虚斋名画》之一。'(&(
年和 )(*#年，庞家孙辈庞增和分两
次将其继承的 )"+件上自宋元、下
至民国的书画绝品捐献给了南京博
物院。《万壑争流图》遂成南京博物
院之珍藏。

张德宁

! #,)%年，是张大千先生诞辰
))& 周年，为了以示纪念，上海名
家艺术研究协会、上海张大千研究
会将举办一系列纪念活动。此次联
合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民
间艺术院举办的《大风天下·张大
千翰墨文献展》，是系列活动的第
一站。展出地点位于福州路上海笔
墨博物馆 #楼展厅，展期一直持续
到 )月 #-日。

张大千曾被徐悲鸿尊称为“五
百年来第一人”。张大千的读书之
多，行路之广，用功之深，闻见之
博，技艺之全，创作之勤，作品之
丰，建树之高，展览之频，影响之
巨，出版之夥，荣誉之盛，实古今人
鲜有匹敌。他集了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之大成，并使中国文化艺术走向
了世界。

这次展出的既有民国时期的
书画真迹和书画集，还有 .-世纪

中期的张大千的出版物等。其中，
有本画册有着很特别的渊源：)(/"
年，张大千病中，怀念故土故人，他
在新出版的书画集上亲笔题词，赠
予大陆的 )"位故友门人，但题写
到第十二册时却成为他的绝笔。如
今，大师已离我们远去，但其对于
家乡对于弟子的深深情谊，足以令
人动容。此次展出的画册就是十二
册绝笔中的最后一册。

展出中，还有一大亮点，就是
为了纪念张大千 ))&周年诞辰，主
办方有幸征集和遴选了 ))& 幅张
大千海外生活照。这些摄影作品，
大都是 .-世纪中期，拍摄于张大
千位于巴西的居所“八德园”。八德
园主张大千一袭长袍，长髯飘飘，
或园中独步，或远眺凝思，或摆弄
花草，或与家人好友畅谈，还有含
饴弄孙甚至下厨掌勺情形，皆是那
段时期张大千海外生活的缩影，实

为了解张大千艺术人生的珍贵文
献。这些珍藏了半个多世纪的摄影
作品，很多都是首次亮相展出，难
得一见。

这次展览由上海张大千研究
会和上海笔墨博物馆承办，由四川
张大千纪念馆、四川张大千美术
馆、四川张大千艺术研究中心、北
京中国大风堂艺术研究院、菱花馆
艺文社、上海收藏文化研究所共同
协办。之后还将在各地举办一系列
展出活动，共同纪念艺术大师张大
千先生。 管诚

! ! ! !近日，“第三届中国名砚大师珍品联
展”在上海市南京东路上海旅游品商厦 /

楼新世界珍宝馆举行。中国文房四宝制砚
艺术大师梁金凌、蔺涛、李铁民、刘硕识，甘
肃省工艺美术大师刘爱军，江西省工艺美
术大师胡中泰，中国文房四宝治印艺术大
师章群将联袂参展，汇聚了近 .--方端砚、
歙砚、洮砚、澄泥砚以及海派砚台精品，用
石考究、构思精巧。
“砚者研也，可研墨使和濡也”。初期的

砚，形态原始，至汉时，砚上出现了雕刻，有
石盖，下带足。后来，砚台的造型在使用中得

到了多样化的发展，砚材的运用也极为广
泛，其中以端砚、歙砚、洮砚、澄泥砚最为突
出，并称“四大名砚”，历来是文人墨客的最
爱。端砚居中国四大名砚之首，石质坚实、润
滑、细腻、娇嫩，研出之墨汁细滑，书写流畅
不损毫，字迹颜色经久不变。歙砚石包青莹，
纹理缜密，坚润如玉，磨墨无声。洮砚“洗之
砺，发金铁，琢而泓，坚密泽”。澄泥砚观若碧
玉，抚若童肌，储墨不涸，积墨不腐，厉寒不
冰，呵气可研，北宋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
坚、米芾和蔡襄，都对它们作过极高的评价。
目前，由于原材料日趋稀少珍贵、制作

工艺繁复精细，一方材质精良、雕工精细、
创意精美的好砚已是千金难求。与上世纪
(-年代后期相比目前名砚价格普遍升值
十多倍，甚至近百倍。 洪友

五百年来一大千
翰墨文献展风采

文徵明
《万壑争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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