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明清篆刻家往往将秦玺汉印中的斑驳剥蚀、
残泐朦胧视为上古的金石之气，为之心醉神迷。
为追求、逼似这一苍古斑斓的艺术效果，他们各
显其能，对印面不断造残作旧。高妙如晚清的吴
昌硕，大匠运斤，浑然无斧凿之痕。而此时一位远
在珠江之畔的印人，却反其道而行，以回归古印
光洁完整、古雅纯正的原生状态为终极目标，并
大量引入三代吉金铭文，开启岭南印坛一代新
风。他就是与吴昌硕有一时瑜亮之称的黄士陵。
黄士陵（!"#$—%$&$），字牧甫、穆甫，晚号倦

叟。安徽黟县人。少年时遭遇战乱，家园荡然，又
痛失怙恃。后有幸得到贵僚长善、志锐的举荐，赴
京城国子监学习，并获得祭酒盛昱及金石家王懿
荣、吴大澂的赏识。光绪十三年（!""'）两广总督
张之洞本着“端民俗、美士风以成就人才”的宗
旨，于广州创设广雅书院。黄士陵受巡抚吴大澂
之聘再次赴粤，参与广雅书局经史和金石图籍的
校刻工作。五十四岁时至武昌，入湖广总督端方
之幕，两年后告归故里，直至己酉年（!$&$）初夏
逝世。
黄士陵自入国子监起，与当时诸多金石学名

家频繁交往，有机会接触到了大量的钟鼎彝器、
玺印泉币、砖瓦诏版、碑碣铜镜等金石资料。中年
旅居粤、鄂期间，又为吴大澂、端方编拓《十六金
符斋印存》、《陶斋吉金录》等金石名著。近代篆刻
家一生中能有如此丰厚金石学阅历的，唯黄氏一
人。
晚清金石学蓬勃兴旺，也对彼时印人独立风

格的构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黄士陵即为典型代
表。他的审美趣味指向与艺术观念的转折，以进
入广雅书局为分水岭。在逐步摆脱迷恋已久的皖
派技法同时，白文印趋向于赵之谦与两汉铸印风
格，朱文印则撷取所能见到的周秦两汉金石文
字，且不论朱白，忌避人为的敲边、去角，独具光
洁古妍、雍容华贵之气象。他在印款中也多次阐
明这一艺术审美态度与创作宗旨，称：“汉印剥
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
效之。”黄士陵拒绝做印，力图还原古印精整无
缺、醇正自然、原汁原味的初始面貌，试将印章文
字本源中质朴、古雅的韵味，不加修饰地展现出
来，以营造作品的金石之气。他的原生艺术理念
是非常高级与超前的。

黄士陵成熟期的作品，貌似平直呆板，实寓
灵动与巧思，包含着“篆凡易数十纸”的艰辛。他
刻白文印，往往在线条一端的外侧起刀，留出尖
挺的刀痕。刻朱文印则从线条一端的内侧起刀，
留下些尖梢末，由此产生有刀有笔的艺术效果。
在章法上，他擅长在排叠的线条中作粗细、长短、
宽窄、欹侧等微妙变化，并屡施斜笔和孤笔，或将
某些部首、点线浓缩、符号化，由此组成一幅极具
现代美术构思理念的印式，且赋予前人未有的幽
默情趣。此外黄士陵还大范围地利用晚清金石学
丰硕的研究成果，广集博采各类三代及两汉古文
字，加以印化与糅合，并在边款中每每注明出自
何器、何书，记录之详，来源之丰，于明清印人中
无出其右。黄士陵以其“宁骇毋齿冷”的超人胆
略，施展其高妙的空间分割手法和圆腴挺峭的刀
法，将金文印创作推向一个的全新高度。
与同时代的吴昌硕相较，黄士陵无疑是最具

对比意义的金石类篆刻大家。吴氏道在瓦甓，既
雕既琢，复归于朴，得“石”之古拙雄浑；黄士陵意
在吉金，抱静守拙，返璞归真，集“金”之清挺雅
妍，二人都极力拓展纯属自我的艺术天地。要之，
金与石的对峙，雄与秀的叩撞，刚与柔的交会，异
而见合的全新风貌，在近代印坛上双峰并峙，争
胜斗妍，令人景仰。

! 韩天衡 张炜羽

! ! 近几年，对戏曲人物绘画创作感兴趣的艺术家不少，而
钻研戏剧人物雕塑的却不多。一说到戏剧人物雕塑，往往容
易让人想到的是具象的经典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的表情和
动作往往是最吸引人的，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
张海平的戏剧雕塑则别有一番风味，以抽象融合具象的表
现形式更添了一份大气，也给观者更多想象空间。
对于原本擅长主题性雕塑的张海平而言，转向戏剧人

物雕塑无疑是对自己艺术语言的一种尝试与革新，敢于迈
出这一步，既要有大胆细心的实验精神，又要守住自己的雕
塑语言着实不易。主体性雕塑主要反映历史和时代的潮流，
往往以形象的语言、象征和寓意来揭示某个特定环境的主
题，其抓住的是一种宏大的精神面貌；而戏剧人物雕塑则截
然不同，往往通过刻画人物的造型、动作、表情等来让观者
感受到人物的鲜明个性，其抓住的更多是动作定格瞬间展
现出的细腻情感。不同于常见的戏剧人物形象，张海平所创
作的戏曲系列雕塑更为抽象，这里看不到如同舞台表演中
出现的戏服和妆容，也看不到逼真的动作造型，你能看到的
是一个个“模糊”的印象，没有具体的五官，甚至没有刻画完
全的四肢，上色也看似随意填抹，你甚至不能确定这是老
生，还是花旦。但恰恰是这样具有现代性的表现，让他的戏
剧人物雕塑有别于传统，观众更能抓住雕塑中所刻画的那
个动作瞬间，就好像戏剧正演到最精彩之处被定格般，戏剧
魅力十足。尽管戏剧人物雕塑对张海平而言是全新尝试，但
其中包含的思考却并不生涩，反而有种驾轻就熟的感觉，令
人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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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的黄士陵

多元化镜像映出青年力量
! 朱玉萍

! ! 当代艺术的希望在青年学子，青年学子的培
养需要与他们年龄相近的青年教师的带动。去年
!(月 ('日，华东师范大学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以美术学系青年教师群体为对象，筹划推出“多
棱镜像———华东师大美术学系青年教师研创
展”，集中展现一批 '&、"&后艺术家在艺术上的
多元化探索和思考。这场展出以去年 %&月华东
师范大学现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办的“象界———
(&%)上海当代艺术学术邀请展”为基础，更透彻
地展现出青年的力量。当代艺术并非是有统一特
征和标准的艺术形式，而是多元文化镜像的感性
表征。当代艺术的中心问题已经不是哪种媒介先
进，哪种媒介落后的问题，而是各种媒介如何平
等呈现，如何相互借鉴、渗透的问题。

这次展览集油画、综合材料、雕塑、装置、影
像、漆艺等多种维度、多种媒介的艺术形式，打破
传统艺术以绘画为最高等级的思维局限，也打破现代艺术的
媒介进化理论，试图通过多媒介的比较、交叉来实现艺术的传
承和创新。多种媒介如同多面棱镜一样折射出当代社会多元
的文化形态。华东师范大学美术系身处综合性大学之中，更容
易接受其他学科门类的影响和支持，能够超越美术的范畴看
待视觉问题。青年教师们对文学、哲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
学等方面的最新成就和思维方式异常敏感，经常将人文之思

融入艺术表达之中，他们的作品在形式技巧之外更多了文化
的认知和关怀。比如油画方面虽然更多采取抽象的形式，但是
颇多对中国文化情境的体悟。雕塑和建筑则直接介入对都市
空间环境的思考。至于影像、装置等则更多探讨都市环境下人
的身体欲望和心理状态。所以说，他们作品中的多棱镜像不仅
是外在光色、视觉上的多彩新奇，更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探索
与深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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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 '月 $日! 曾侯乙墓编钟的复

制品在武汉通过誉定" 如今!用曾侯乙墓编

钟复制品演奏的古代乐曲!成为了吸引中外

艺术爱好者的#中国风$音乐代表!重新赋予

了这项一度失传的古典艺术新的活力%

曾侯乙墓编钟复制成功除了巨大
的历史价值外，其在中国艺术文化中
的重要性也不可小觑。编钟不仅代表
了战国时代的音律标准，更是为人们
呈现出当时的完整工艺，其精准的设
计和精美的造型哪怕放到今天都是令
人惊叹的。在编钟没出土以前，国内外

都认为古代中国音乐是 * 阶声位，编
钟出土之后，证明了早在战国时代就
已完整拥有 '阶声位，编钟都能演奏
所有的现代编曲。

六十五件青铜编钟所拥有的铸造
技术和良好音乐性能，不仅展示了古
代工匠技艺的绝妙，更展现了战国时
期的艺术造诣之成熟。编钟数量巨大，
各有其精妙之处。按大小和音高为序
编成 "组悬挂在 +层钟架上。其中，中
下两层 *组共 )*件为甬钟，有长柄，
钟体遍饰浮雕式蟠虺纹，细密精致。
另有一件镈钟，位于下层甬钟中间，形

体硕大，钮呈双龙蛇形，龙体卷曲，回
首后顾，蛇位于龙首之上，盘绕相对，
动势跃然浮现。器表亦作蟠虺装饰，枚
扁平。

复制后的编钟作为中国文化使
者，至今已涉足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有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宾在
中国聆听了编钟演奏，许多外国领导
人甚至还亲自演奏过。(&&"年北京奥
运会上，编钟更是以古编钟原声和玉
磬的声音交融，形成“金声玉振”的宏
大效果，让世界都听到中国之声如此
恢弘，看到中国传统艺术的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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