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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天与云鬟富
! 吴颐人

! ! 中国的传统艺术既有广
阔的历史背景，又必须兼备深
厚的功力积累和综合的艺术
素养。我研究书画篆刻六十
载，最大的感受是艺术道路山
高水长，书画印“三绝”的艺术
追求永无止境。而在我上海的
艺术同道中，就有我的同门师
妹艺擅“三绝”的刘华云女士。
刘华云上世纪 !"年代即

师从著名画家冉熙先生，尤其
是 #"年代后期随钱君匋老师
研习书画篆刻，境界为之开
阔。亦深得著名美术理论家伍
蠡甫教授、著名书画篆刻家叶
潞渊先生和哲学大师严北溟
先生的指点。刘华云艺术素养
广泛，山水、人物、花鸟兼擅，
且极具现代意韵。刘华云的绘
画，有评论家誉其高雅脱俗、落墨大胆，写意写实俱佳，风格
豪放而不失婉约，清新而显奇拔，既有博采众长的继承和融
会贯通，又有追求自我别具一格的韵味。刘华云认为，绘画作
品须神情意趣兼得，要有意境，而不是纯技法的表现。刘华云
于绘画早年下过扎实的功夫，曾苦心临摹过《八十七神仙
卷》，又具备西画写实功底，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下笔自当不
凡。花鸟笔简意丰，人物画在顾盼之姿中显细腻传神，引导读
者进入一种安详宁静的境界，山水笔墨浑厚华滋，布局独到。

她的书法崇尚汉魏、尊奉二王，
真草隶行兼能，摒弃世俗的脂
粉气而透出雄健。在她的山水
花鸟人物作品中，时见简洁含
蓄的题跋，以瘦劲蕴藉的行楷
出之，多见晋唐之风。
刘华云的篆刻一直广受好

评，被篆刻前辈称之为“印坛精
秀”。对于她学习书画印方面的
创获，匋师所见更具独到：“由
于她具备了较深的艺术素养，
更在于不屑以操刀刻石点缀其
多才多艺，而能努力把握其艺
术特质，于篆刻的分朱未白、刚
柔浓纤中进一步拓展其美术素
养，由金石情韵转之于柔毫彩
墨，则自有一番新的境界。”

刘华云除艺术创作外，尤
重视书画篆刻理论的总结，叶

潞渊先生曾赞其“精通渊博”，故“为文易如反掌也”。并对艺
术教育倾注心力，有关的理论研究文章散见于国内外报刊。
她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创造性地总结出“熏陶”式的教学方
法，通过对经典名作的解析提升艺术鉴赏力，借助切身体验，
增强自身的感受力。
刘华云女士的书画印“三绝”闻名遐迩，久享盛誉。她却

依然故我，不尚虚名，不谋荣利，待人真挚亲切，宽容随和，同
道好友和学生益加敬重其为人，推崇其艺事。

新作
赏析

! ! 近代国学大家王国维在 $%&!年所作的《最近二三
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演讲中曾称：“古来新学问
起，大都由于新发现……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
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他将晚清以来学术新发现与
学者研究成果总结为五项，分别是：殷墟甲骨文字、西
域汉晋简牍、敦煌石室遗书、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中国
境内古外族遗文。在这些学术研究新领域中，能导夫先
路，开辟法门，取得丰硕学术成果的，就是集搜罗研究
与出版传播于一身的罗振玉。

罗振玉（'(##—'%)"），字叔蕴、叔言，号雪堂、永丰
乡人。祖籍浙江上虞，生于江苏淮安。光绪间与蒋伯斧在
上海创立农学社，开办农报馆，后入京城，任学部参事
官。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亡日本，从事学术著述。'%&&年
'&月，已被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大婚，满清封建遗老纷
纷伺机“入贺晋见”。归国三年的罗振玉也被破格召见，
溥仪书赠“贞心古松”匾额，使其感恩涕零，改号贞松老
人，并把自己的个人命运和政治前途完全托付在溥仪身
上，以致“九一八”事变后，逆历史潮流而动，参与建立“满
洲国”的活动，出任伪满监察院长、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
等，扮演了极其不光彩的角色，遭人唾弃。
罗振玉因政治生涯中无法洗刷的污点，长期以来

一直处于被国内史学界批评贬责，被学术界漠视回避
的境地。然而作为以继绝传薪为己任，治学有方，甚至
不惜巨资来抢救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一代学术通儒，
他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所做出的贡献是不能因人
废言，也不应被抹杀的。罗振玉身处古文物迭出的年
代，毕生寝馈书丛，一生著作多达一百八十余种。涉猎
品类之丰富，学术研究之超前，刊布图籍之浩繁，在近
代学术界罕与俦匹。罗振玉除了开启甲骨学、敦煌学、
简牍学等一代学风之外，他在商周青铜器、熹平石经、
六朝碑刻、古明器和古代印章等研究领域，也耗费大量
心血，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其中在古印研究方面，辑有
《郝连泉馆古印存》、《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凝清室古
官印存》、《西夏官印集存》等谱录近十种。
罗振玉曾称：“予之于古印玺也，嗜之最早而得之

恨晚。”他十五岁时，“尝以百钱，从持竿售旧物者手，得
汉人私印一，爱其深厚古穆，佩之衣带间，斯须不去身，
此予有印癖之始。”罗氏志于印学，在京师时即从冷肆
及山东估商处购得古玺印逾千方，选其尤精者辑成《罄
室所藏玺印》。至 '%'!与 '%'#年，在日本又将新获古
印分别辑为《赫连泉馆古印存》与《续存》，首次指出古
玺印中的“得志”、“敬事”、“上明”、“富生”、“宜有千万”
为成语印，并以学者的目光，总结出辑藏古玺印对补正
官制之讹、纠正史志之谬、扩充字书之阙等八大益处，
颇具学术意义。
在崇尚秦汉玺印的时代，因隋唐以来的官印不论

在篆法体系、印章风格与印面尺寸等方面，均已颠覆了
周秦两汉传统印章的制作、技法乃至审美趣味，被认为
是古印中之末途，一直不被藏家们所注意。稍后的西夏
官印更因文字识别的障碍，使收藏者束手无措。然而考
据功力深邃的罗振玉，敏锐地观察到隋唐官印同样具
备考证史志的学术价值。他广为搜求，于 '%'#年将所
得的二百八十余钮官印辑为《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开
创了隋唐宋各朝官印专谱之先河。此外罗振玉与其长
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皆为西夏文字研究领域的先行
者，他根据楷书印款中的文字与年号等特征，辨别出西
夏官印三十三方，于 '%&*年辑成《西夏官印集存》一
册，成为印学史上断定考证
西夏官印的第一部著作，对
研究西夏民族文化史提供了
一份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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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的美国考古探察队在加勒比海岸附近

发现一座埋没的玛雅人城市!从而让神秘的

玛雅浮出水面" 而在这之前!一颗玛雅文明

的水晶头骨早已让今天的科技和艺术甘拜

下风"

'%&)年，一位英国考古学家 '*岁
的女儿安娜·米歇尔—赫奇斯在英属洪
都拉斯（今伯利兹）的玛雅城市卢班图
姆发现了一颗水晶头骨。它至少有
+#,"年的历史，是用一块水晶凿成的，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精致、并且唯—一
只下颚骨可以活动的水晶头颅。整个头
骨长 *英寸，宽 !英寸、高 !英寸、重
''磅 *安士，跟一个成年人的头骨差
不多大小，工艺精湛，逼真得令人咋舌。
水晶头骨的视觉性能独特，从下面射进
头骨的光，一定会准确无误地从眼窝处

反射出来，头骨看起来活像有两只闪亮
发光的大眼睛。此外，头颅两侧各有一
小孔，可利用来凌空固定头骨，下颔则
有凹位与头颅连结，每处无不显示了玛
雅人对力学有透彻的了解。据美国海莱
柏加实验室人员对它的检测，证明头骨
和能活动的下颔是来自同一块水晶，而
从解剖学的角度分析，它拥有惊人的精
确度，各部细节表露无遗，可知它是仿
制于一个真正的女性头颅。
根据人们今天对水晶结构的了解，

这只头颅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它的
制造违反了已知的水晶自然属性。即使
利用最现代的技术手段也制造不出这
样的水晶头颅，因为在加工过程中水晶
会碎成一千多块。&" 世纪 *" 年代初
期，惠普公司在反复研究后认定，这只
水晶头颅可能经过了 +""到 (""年不

停的打磨才达到现在这样精确和光滑。
即使用现今最先进的高倍电子扫描显
微镜，也看不出头骨丝毫有采用任何工
具雕琢的痕迹，科学家们对此也只能估
计它是用沙子和水，慢慢一点一滴地从
一大块原石水晶磨下来的，若真如此，
制作者就要 &) 小时不断地打磨 +""

年。所以也有推测可能是古时人类使用
一种现今人类都不懂或早已失传的先
进工艺雕成的，甚至有人相信是地球以
外高智能的外星人制作的。
关于水晶头颅的传说很多，颇具传

奇色彩，真假难辨。根据科学家研究，水
晶头骨可能是被当作祭祀用品的。而不
少观察者却说，他们在水晶头颅里看到
了祭祀的场景。无论如何，水晶头骨所
体现出的超高艺术性，哪怕今天的科技
也无法还原。

开拓印学新疆域
的罗振玉

不可能存在的水晶头骨 ! 朱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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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汪济生是上海交通大学著名的美
学、艺术学教授，出版过颇有影响的学
术著作。他是横跨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
两个领域的两栖型文化人，是沪上画坛
一“黑马”。
汪济生爱画马由来已久，从小学开

始，就有画马作品在报刊上发表。他心
仪和师法的主要前辈画家是徐悲鸿先
生，同时也努力从其他画马名家那里吸
取艺术营养。随着他对艺术和美学问题
的深入思考，在创作实践中又融入了对

中国写意画马艺术的
独特理解与探索。归纳
一下，大概有如下四
点———
讲究“形准”。他的

写意马画，对马的形体
结构的描绘也十分讲
究形准。他认为比起其
他动物，马的形体结构

的特点尤其精巧、匀称、平衡，如果不能
准确地表现出这一特征，马的形象“意
蕴”的揭示，就缺乏必要的前提。
表现“骏美”。这是在前一点的基础

上的进一步追求。汪济生认为，真实的
事物形象往往优点与缺点杂糅，但艺术
应抽取其“美”点加以强化表现。而马的
美，就集中在一个内外兼具的“骏”字
上。所以，他创作的马的形象，看不到矮
壮、肥拙，孱弱、走形，甚至看不到体态
平庸。

归旨“情意”。马有各种形态，静立、
食饮、躺卧等，也都能表现出马的形态
美的某些侧面。但在汪济生的马画中，
却几乎看不到那样的形态。因为他画的
马，表现着、寄托着他的内心的情感和
意蕴。那是一种激昂奋发之情，一种冲
破羁绊、狂飙突进之意。
重视“笔墨”。汪济生画马很少敷色

彩，更少用重彩。他认为表现花卉时色
彩重要，但表现马时色彩仅得皮相，而
马的美主要不在皮相而在内涵。用水墨
表现马-能避开皮相效应，更简洁有力
地揭示素净的骨相的内涵之美，和蕴蓄
的生命之力度。
汪济生在美学、艺术学研究中，强

烈主张引进现代科学知识和方法，似乎
有颇浓的西学色彩，但这并不妨碍他在
艺术领域中钟情于中国传统意味浓郁
的水墨写意画种。这个相当有趣的现
象，或许意味深长。

水墨
形态 ! 姚全兴激昂奋发画“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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