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dcj@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C82016年1月16日 星期六

艺林散页 /

海上
印社

印坛
点将录

!!

操刀便凿的
宁斧成

! ! ! !与建国后人才辈出、满园春色的江南印苑相
比，北方篆刻界自齐白石身后略显落寞。虽有顿立
夫、邓散木等原居上海的印人因工作缘故北调京
城，与白石翁和寿石工的弟子刘冰庵、金禹民等形
成合力，继续推动北派篆刻艺术的发展，但不论在
技法或气魄上，都无法超越他们的师辈。而此时有
一位自谦“六法未研，操刀便凿”的辽宁海城印人
宁斧成，以其气冲霄汉之势，横刀笑傲于京华。
宁斧成（!"#$—%#&&），号老腐、腐成、宁二，别

署宁静庐、淡墨斋。早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学校，任
奉天督军署录事，后移居天津，供职于天津铁路
局，任文书科主任。%#'"年定居北平。数年后参加
了新中国北京成立的第一个书法社团———北京中
国书法研究社，结交了溥雪斋、郑诵先、郭风惠、李
苦禅、许麐庐等名流，并于 !#&(、%#&)年，先后在
北京和平画店和辽宁省博物馆成功举办金石书画
个展，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还专门拍摄了他
个人的书画、篆刻创作纪录片，名声大震。但在艺
术品消费市场尚未形成的时代，生性淡泊的宁斧
成仍过着俭朴的生活，从所镌的“不忧贫”、“寒士
生涯”等印中，可窥见其甘守清贫、自适其适的高
尚情操。
宁斧成早期师从辽沈名家邱子佩、袁子春习

画，后上追清代指画大家高其佩，所绘花卉、人物、
山水，色彩清新淡雅，构图简约灵动，逸趣横生。宁
斧成对自己的绘画水准充满自信，称：“予之画作
三百年后自有人赏之”。同样不愿拾人牙慧的他，
也擅长隶书，初习《张迁碑》，复融合陈鸿寿、赵之
谦、郑簠及《礼器碑》之长，开创出结体宽博奇特，
横画时断时连，富有装饰之感和斑驳金石气的“宁
体”隶书，颇受北人的喜爱，并参加了由日中文化
交流协会与《每日新闻》社举办的《中国现代书道
展览》，引起东瀛人士的关注。未几“文革”狂飙突
起，年届古稀的宁斧成伴随着他的艺术如云烟般
消逝。

宁斧成在晚岁自题印册时称：“余少好篆刻，
师心自用，都不中矩度。窃仪秦汉印浑厚苍古，每
一奏刀，总恨腕力脆弱，迄未敢以示人。”然而综观
所制，多痛快淋漓、奇拙苍朴之作，自谦“腕力脆
弱”，令人费解。但看到宁斧成借用赵之谦印跋“治
印妙处不在斑驳，要在浑厚，学浑厚全恃腕力”来
刻款，以及“治印必须浑厚，主要在腕力，大刀阔
斧，以奔马势游刃以成之”等印语时，逐渐明白他
所追求的高境界是秦汉式的“浑厚”，而这理想的
“浑厚”按赵氏之理论当依仗强劲的腕力来实现。
宁斧成参融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之法，用刀恣
肆苍劲、大胆泼辣，魄力不在白石翁之下。但吴、齐
二位大师的成功，全在有一套成熟并独具面貌的
篆法、刀法体系。而宁氏的印风游离于两家之间，
加上变形夸张的篆法部首，一些刻意人为的章法
留空，并采用弟子从京西河沟中捡来的粗略打磨
的石料，纵使印面大块缺角，外形突兀，或形成不
规则的梯形、四边形也不计。也许这正是自谓“不
求技妙为神舒”，我行我素的宁斧成孜孜以求的个
人面目。他放手纵刀，刻过“贵在手辣胆大”、“斧子
之豪”、“真痛快”等直抒胸臆的大写意印章，也发
出过“古人摹谁”、“我用我法”、“法古创今”、“不觉
浑苍傲邓（石如）黄（易）”的豪情壮语，但一门艺术
创作如过多背离其传统的表现形式与规律，就难
以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与创新。论者谓印可狂
放、霸悍，而不可沾染俗气，失之文气，这也许是宁
氏印作的短处。
宁斧成喜以俚语入印，亦为一大特色。如“斧牌

出品只此一家”、“宁土别俗”、“足够瞧老半天”、“有
点俗”、“书不可不读”、“不容易”等，不仅充满着诙谐
的趣味，也是他篆刻艺术探索心迹的最好剖白。

! 宁斧成!茫茫九派流中国"

上海的记忆
严坚平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风景写生

年轻那会，虽然意气风发，却架不住
时时袭来的无聊。读闲书、扯闲话毕竟不
算是实事，于是，为艺术奔走的青年，做
起各种令人动容、动心的实事来打发他
们的时光。吹、拉、弹、唱者的辛劳，可以
使技巧日进，却留不下辛劳的痕迹；只有
练字学画的，日积月累，年复一年的辛
劳，是有目可睹的。多少年后，拂去岁月
的尘灰，不仅清晰地见到了成长、成熟的
过程，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严坚平就背着油

画箱，骑一辆破自行车在上海街头到处
踩点，寻找入画的景色，席地而坐后便如
老僧入定，不闻车马喧嚣、人来人往、笔
飞色舞的愉悦，让他忘乎所以，倏忽间便
是半日时光，而一张倾注心力、情感和色
彩、笔触、造型、构图等油画技巧交织的
作品完成了，这就是上述“辛劳的痕迹”。
如此，他在上海的街头游荡了十年，辛劳
了十年，乐此不疲了十年，也收获了十
年。这十年，在上海街头的写生竟然有数
百幅。天道酬勤，而快乐的勤道又极合心
道。
这些上海景象生动且极富意趣的描

写，在四十年前就已经打上了严坚平油
画风景写生的印记了。四十年过去了，不
管他的画风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与当
年风牛马不相及了，但这些画是他艺术
的底色。如今的任何绘画亮点，都闪烁着
那底色的光芒。
那底色便是五彩斑斓的法国印象派

的上海情调。严坚平有扎实、深厚的素描
功底，他对色彩十分敏感，因而对法国的
印象派绘画的理解有独到之处。他画黄

浦江上的船影及黄浦江黄昏，均在辉煌
的阳光下展现黄昏光色的奇妙变化，日
落如日出般的响亮，乍看是从莫奈中来，
细观则可体会到严坚平流转的笔触挑动
着色彩间的互动，互映以及冷暖相融后
的浑然天成，用丰瞻去作空灵，这种搏实
为虚的绘画境界，透溢着他的才情。他学
莫奈决非亦步亦趋，而是在风景写生的
过程中，用眼与景色交流，用脑与大师交
流，用心与画面交流；所以，景色是经眼
睛过滤的，大师的成就时时在他脑中作
取舍，画面便成了心绪的倾诉。同样的点

彩，他参入了比舍拉更为活泼的彩点肌
理，也可以不时地亮出德加式的轻松；他
对塞尚的体会也别具一格，往很响亮的
画面上，会出现漫不经心的线条切割，极
其鲜活，又令人感到他笔下的后期印象
派大师的魅力。
这些印象派大师们的风范，大家者

眼熟能详，就西方绘画而言，都属于历史
了，然而让历史重放光彩，且从西方移到
东方，这就要看画家的吞吐能力和运筹
的智慧，严坚平的这些上海风景画，证明
了他的天赋。

吴佩孚的书法
提起吴佩孚，多数人的印象都是纵横

一时的大军阀。然而这位镇压过云南护国
军，讨伐过张勋复辟，并联合奉系军阀推
翻亲日派政府的吴佩孚，却是熟读《易经》
《春秋》的书法家。

吴佩孚（%"*)+%#,#），字子玉，汉族，
山东蓬莱北沟吴家村人，祖籍江苏省常
州。%"#"年投淮军。%#-&年任北洋陆军曹
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
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
南护国军。.#.*年 *月，任讨逆军西路先
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组成
护法军政府。.#.#年 .(月冯国璋病死，
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
位。.#,"年 &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
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日本
侵略者三次登门拉拢吴佩孚，都被吴佩孚
回绝了。.#,#年吴佩孚患牙病。.(月 )

日，日本牙医受命于土肥原贤二谋杀吴佩

孚，吴佩孚当场身亡，时年 &/岁。蒋介石
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
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党政府
追认为陆军一级上将。
吴佩孚书法传世甚多，惜目前学界研

究较少，此幅《草书》尺寸：.**!)/01!2，
款识：伯彭仁兄法正，子玉吴佩孚。印鉴：
吴佩孚印、子玉。释文：孝亲友弟亦为政，
存心养性即事天。此幅草书线条连绵缠
绕，草法圆熟，用笔多实，厚重浑朴，一气
呵成，豪放潇洒，雄强有力。不足是失之油
滑，缺少变化，线条、墨色等略显单调。他
的楷书、行楷作品，古味盎然，法度森严而
又不流于板滞，颇有意趣。整体来看，吴佩
孚书法，与同时期的“文治总统”徐世昌书
法合称为“军阀书法”的并峙双峰，似乎并
不为过。二人在政界均赫赫有名，书法本
为余事，却有着极高的艺术水准，的确值
得学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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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湖田窑青白釉镂空熏炉
.月 2-日至 2) 日，《瓷海无涯———

上海市收藏协会古陶瓷沙龙回顾展》将在
中福古玩城中央展览大厅（福州路 /)2

号）举行。上海市收藏协会古陶瓷沙龙是
在上海市收藏协会和中福古玩城支持下
设立的古陶瓷爱好者交流的平台。自
2--*年成立至今，开展了专家授课、藏品
交流、主题讲座、周边市场淘宝、景德镇学
瓷、收藏回顾展览等多种形式的收藏学习
活动，树立了去伪存真、学以致用的正确
收藏理念，深受广大藏友的喜爱和好评。
2, 日周六下午还将举办市民收藏公开

课———如何走上正确的收藏道路，欢迎广
大收藏爱好者参观学习，交流提高。

此次展览展出了沙龙成员 "年以来
的收藏成果，其中将展出一件南宋湖田
窑青白釉镂空熏炉。此炉呈球形、盖为半
球形，模印卷草纹，依叶子边沿镂空形成
出香口；盖为子母口、梯形底座、圈足；香
薰下层外饰莲瓣纹，器外壁满施青白釉，
釉面莹润，胎质洁白细腻，器型参见《中
国出土瓷器全集+山西卷》封面香薰，整
器清雅脱俗，充分体现中国宋代文人用
器的雅致的审美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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