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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厅中，陈列着
一枚九厘米见方的圆柄钮铜质大印，镌
刻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
印”十五个宋体字，印文清晰美观，造型
庄重大气。这枚珍贵的开国大印，不仅
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它也是建国初期
中央人民政府在颁发各种法令和行使
其他权力时，钤盖在公文上的重要凭证
信物，是国家政权的象征。然而令人称
奇的是，这样一件事关重大的国宝级玺
印设计铸造任务，最后由新政府委托一
位善刻印章与铜墨盒的琉璃厂店主来
完成，这位技艺高超的幸运儿就是同古
堂主人张樾丞。

张樾丞（!""#—!$%&），名福荫，又
字越丞。河北新河（今属邢台）人。早年
因贫失学，从乡下来北平琉璃厂刻字铺
当学徒。虽终日打杂，却不顾劳累，稍有
空闲，便钻研刻印技术。凡秦汉玺印，元

明流派，无不涉猎。张樾丞敏而好学，一度向书法篆刻
家张祖翼、张延奂父子请益，又游于陈衡恪、金城、姚华
等名家之门，技艺猛进。
晚清至民国间，琉璃厂是旧京人士的雅游之所，鳞

萃比栉的古玩铺与旧书店，吸引着无数大僚显贵、学者
雅士前来光顾。张樾丞于民国初在琉璃厂开设了同古
堂刻字店，除悬润鬻印外，还专刻铜墨盒。善于经营与
交际的张樾丞不仅结识了严复、宝熙、傅增湘、袁克文、
溥儒、章钰、马衡和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浓厚兴趣
的福开森等名宿闻人，上至逊帝溥仪与清宗室，近至北
洋政府军政各界的头面人物，以及故宫博物院、北大、
清华、燕京等大学收藏图书用印，皆出其手。就连大文
豪鲁迅、周作人兄弟也常常惠顾同古堂，请张氏刻印多
达数十方。&$#'年，由其嗣子张少丞、张幼丞辑其印作
成《士一居印存》，谱中名流印蜕并集，被称为“半部民
国人物谱”。

&$($年，新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
受周恩来指示，陈叔通、齐燕铭落实邀请篆刻名家为新
政府治印，印材选用铜质。其时南方印家如王福庵、唐
醉石等皆曾供职于民国政府印铸局，但也属于篆刻家
拟就印稿，由精于镌刻铜印的印工来完成，篆刻家能刻
石而不善于制铜印。最终有着四十多年刻铜、镌印丰富
经验的张樾丞成为开国大印制作的不二人选，激动万
分的他当初设计出秦篆、汉篆、隶书、宋体四种印文样
式，政府选用了易识的宋体字，首开国玺新印式。通过
精心的浇铸、打磨、画样和雕刻，张樾丞如期完成了这
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直到 &$'(年 $月，我国宪法
规定国务院为国家最高权力执行机构，开国大印完成
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一级文物转交国家博物馆收藏，
而张樾丞对制印之事一直三缄其口。
张樾丞一生篆刻上万钮，备受时人推崇，不仅得益

于他的广泛人脉，雅俗共赏的印章风格也起到至关重
要的推广作用。金石家陆和九在张氏印谱序言中称赞
其印：“遵古法，罔敢肆。求其治印者咸称道，其美弗衰，
盖以其规模秦汉，甄陶宋元，不破碎以为古，不诡异以
炫今，有非寻常印人所能及者。”严复弟子侯疑始也推
许称：“深究六书与金石之学，所作骎骎入秦汉之域。今
言北平治印、刻铜者莫不首举越丞。”反映出彼时北平
印坛虽有齐白石、陈衡恪等追求个性印风的出现，但对
于尊崇古法的印章，在社会各界中仍受到普遍青睐。综
观张樾丞所作，不论是大篆古玺、两汉朱白、元朱仿宋，
还是工整或小写意，可谓无所不能，无往不宜。多面手
的长处是在面对不同顾客需求时，可以应付裕如，这也
是由其职业所决定。墨守法度的张樾丞自鬻艺始便广
受欢迎，与吴昌硕、齐白石中年前篆刻饱受冷遇形成
鲜明对比。实用印章与充满印人个性
与情感的篆刻艺术，因受众群体的差
异，一直处在并行发展的状态。但时尚
超越实用，创新高于守旧，在篆刻发展
史上，仅以再现传统古典之美的张樾
丞与吴、齐等金石大师的影响与地位，
是无法比肩的。

! ! ! !问之花鸟何为者，独喜萱花到白头。
莫把丹青等闲看，无声诗里颂千秋。
明代徐渭的这首题画诗，算是把我大半生的书画情结

表达出来了。萱花又叫忘忧草，公园绿地随处能观赏她挺拔
独秀的风姿，生活中确能带来愉悦的美感。笔之以丹青，更
是一件雅事，其优秀作品同样能归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而流传千古。
问题是究竟如何对这些“萱花们”传神写照呢？我们既

不能对其如影随形地客观记录，也不能重复前人作品的模
式给人以审美疲劳。石涛说得好：“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
峰打草稿。”然而，当我这花鸟画作者走进山林搜得的全是
烂漫的野花与欢跃的啼鸟，以及与之相伴的金月素葩、青萝
白涧。孤松野藤、柯石幽篁等等。这些全景式的配置倒是一
般花鸟画鲜有涉及又极富古典诗词意境的题材，于是我就
乐此不疲如鱼得水，饱含着作答“问余何意栖碧山”（李白
诗）的浓情深意，画了几百幅习作，一发而不可收。如今集中
罗列一看，不是千篇一律就是失之刻板芜杂，不是标新立异
就是欠之凝练空灵；可看者实寥寥矣。如以传统之清规戒律
来衡量，更是妄越雷池不成体统。但我想：“奇文共欣赏，疑
义相与析。”画亦如此，故诚惶诚恐地公之于世，也算一个阶
段小结，既作汇报又找不足，以继续努力。

当前的中国画创作园地可以说是繁花绣地群星丽天，
正逢大好局面。我自知囿于学养与境界，并无才力去揭示中
国写意花鸟画煌煌长卷之崭新一页，只选择了这种“旧酒装

新瓶”的半中半西、半墨半彩、半画半诗、半花鸟半山水的东
西以表并无虚度年华“到白头”，而跟在书画精英的浩浩大
军后面摇旗呐喊。举展惟求前贤及新进们真知灼见的点拨
与指正。

!作者花鸟画展近期在徐汇艺术馆举办"

! ! ! !石不能言最可人———"月 &&日至
&$日，《中福奇石根艺精品展》将在上
海中福古玩城（福州路 '()号）举行，此
次展览将展出二百余方灵璧石、太湖
石、风凌石等精品赏石及根艺根雕。
灵璧石又名磬石，产于安徽灵璧县

浮磐山。是我国传统的观赏石之一，早

在战国时期就已作为贡品了。它漆黑如
墨，也有灰黑、浅灰、赭绿等色。石质坚
硬素雅，色泽美观。灵璧石之美为古今
名人喜爱，至今仍是藏石爱好者搜集的
对象。

灵璧石的石体融透、漏、瘦、皱，以
及音韵之美等诸多美学要素，既包容米
芾“四字诀”，亦有为灵璧石自身所独
具，诸美毕臻，美轮美奂，无愧“天下第
一石”之美称。在展览中有一件名为“寿
比南山”灵璧石摆件，形状酷似一只昂
首伸颈的龙龟（见图），奋力向上，器宇
轩昂，龟背铁骨铮铮，皱者江河，给人以
厚重沉稳的感觉，整块灵璧自然天成，
巧夺天工。可谓一石一景，一石一韵，一
石一天地，一石一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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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钟家隆不仅是书画家，还是个收藏
家。钟家隆收藏古砚、瓷器，名人书画自
然是他的最爱，如马公愚、韩天衡的对
联，周慧珺、来楚生的扇面，而其恩师蒋
凤仪的书法最多。他说收藏名人书画一
来可以揣摩学习，二来挂在家中可以
清赏思人。在他家的书房里，我见到了
他收藏的林散之书赠蒋凤仪的一幅狂
草，气韵酣畅，夺人眼球（见图）。

这幅作品高 &(' 厘米、宽 (* 厘
米，写的是林散之回复蒋凤仪的自作
诗，诗曰：“自惜磨礱七十九，笔墨未忘
平生魄。古瘦犹存一点真，此境求之前
人有。”落款为“凤仪先生惠书大作，写
此以报，七十九叟林散之。”这是林散
之的晚年作品（在 &$+%年前后），心平
气和，平淡天真。诗的前二句写了自己
磨墨生涯 +$年，一生不忘追求“一切
不与人争，只与古人争一地位”的梦
魂。后二句点出了自己对书法“始有法
兮终无法，无法还从有法来”的法度的
理解。书法当如何从必然王国走向自
由王国，也就是说作为一位艺术家应

如何从传统的土壤里开放出创新的花
朵来，这也是值得大家思索的问题。

林散之，安徽和县人，生于江苏江
浦乌江，解放后，曾任江浦县副县长。
他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
人。他的诗清新淳朴，他的画情韵飘
渺，他的书法潇洒飘逸，尤其是他的草
书，雄视古今，独步当今，人们把他与
于右任并称为当代“草圣”。

蒋凤仪，江苏江都人，数十年来孜
孜不倦钻研历代书法，其正草篆隶，从
蝇头小楷至魏碑榜书无不精妙。&$'#

年，他移居上海，与马公愚、钱君匋、沈
子承、刘海粟、白蕉、王个簃等名家共
磋书艺。他亦善篆刻，工诗词，常和苏
局仙、林散之等前辈唱和诗词，是沪上
实至名归的大书家。

从条幅的落款来看，这幅字是林
散之和蒋凤仪彼此之间以诗唱和，以
书交流的信件往来。两人精于格律诗，
他们通过书信，以诗言志，以诗诉情。
两人又是书法家，有时便将唱和诗书
写在宣纸上，相互惠赠，以作留念，该

条幅便是两人友谊的见证。
钟家隆说：“我的恩师生前十分赏

识林散之书法，说它是当代草书中的
精品。”钟家隆视此幅墨宝作为镇宅之
宝，睹物如见人，因为其中还深藏着它
和恩师的一段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