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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刚水墨戏画的艺境 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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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自晚清以来，周秦汉魏玺印
与明清流派篆刻家作品的鉴藏活
动进入了空前繁荣阶段。然而从
学术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而言，
对流派印的探究仅局限于一些印
人传的简单考证、印人派系的划
分归类和谱录辑藏等层面，印学
理论著述也大多沿袭晚明印家的
旧说，甚至对一些早期地域性印
人的脉络、印风特征概念错综混
沌，尚无一个有序、清晰、完整的
明清流派篆刻发展谱系，这一状
况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才被打
破。海上印学家方去疾顶着“文
革”压力，在 !"#$ 年不仅组织撰
写完成《中国篆刻艺术》一书（但
被阻至 %"&'年始出版），同时劬
力钻研，钩沉索隐，比次梳理，又
推出了《明清篆刻流派印谱》一
书，对明代中叶以来文人篆刻发
展作了一次全景式的突破性总
结，这两部书在现代印学史上具
有里程碑的意义。此外方去疾在
普及印学、培养新人及自身的艺
术创作中，也成绩卓著，他被公认
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为印学界作出
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

方去疾（!"((—(''%），原名
正孚、之木，别署四角亭长、木斋。
浙江温州人。方介堪从弟。十余岁
来沪，入兄长方节盦创办的宣和
印社，学习印章鉴赏、印谱
编辑等专业。建国初因方节
盦不幸去世，年轻的方去疾
克嗣其业，接管印社业务，
继续编辑胞兄未及完成的
《晚清四大家印谱》，并独自
出版了《二弩老人遗印》等
数部原钤本，直至公私合
营，先后转入朵云轩和上海
书画出版社工作，为公家征集了不少珍贵的明代
印谱。在出版社期间，方去疾发挥特长，精心编辑
了《吴昌硕篆刻选辑》、《汪关印谱》、《赵之谦印
谱》、《吴让之印谱》、《吴昌硕印谱》等名家谱录资
料，并爬梳剔抉，参互考寻，发表了“明清篆刻流派
简述”一文，不仅填补了该领域学术研究与印谱出
版的空白，也使原先颇感隔膜的明清流派篆刻史
得以廓清，对“文革”前后明清篆刻艺术的普及推
广与系统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方去疾曾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
社副社长等要职，然而令人无比遗憾的是，一场失
败的手术，无情地击碎了他正处在黄金时期的篆
刻艺术事业，使方去疾再也无法拿起心爱的毛笔
与刻刀，只能无奈地躺在病榻上，备受内心的煎
熬，度过了本应再创辉煌的十多年光阴，同道艺友
也为之痛惜万分。

在建国后数十年海上印坛所有重要的活动
中，人们都能看到方去疾的身影。除了与单晓天、
吴朴堂合刻《瞿秋白笔名印谱》等数部契合时政热
点的印谱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方去疾与上海
书法篆刻界同人在青年宫举办了数期学习班，热
心传授篆刻技艺。同时他以“推陈出新”的观念，鼓
励印人们濯古来新，如钱瘦铁、来楚生等长者，也
无不受到他的影响。即使在传统艺术处于低谷的
“文革”时期，方去疾仍组织工农兵业余刻印工作
者，尝试以简化字选刻“革命样板戏”唱词，保存并
磨砺了一大批青年篆刻人才，为海上印坛能在“文
革”结束初期迅速复苏，提供了充实的后备力量。
当今一些年已六七十，且有一定成就的海上篆刻
家，在创作或学术上也大多受惠于方去疾，方氏无
意中成为现代印坛的教父式人物。

方去疾篆刻创作也颇具特色，其中年后不逐
流风，参照秦代诏版、权量铭文及汉魏凿印，大胆
尝试，最终形成了既古典、又新奇，欹侧峻峭的全
新面貌。方去疾最为精彩的是其晚年白文印，单刀
纵横，奇险灵动，遥接秦诏汉凿气
息，似曾相识，又完全是方氏的面
貌。这些创新，是方去疾在立足于整
个秦汉时代艺术风范，博大精深意
义上的出新。偿非暮年艺事为病所
废，其成就当是未可衡量的，惜哉！

" 方去疾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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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童门之谊 金石永年———
宝甓斋师生金石书画展”将于 )

月 (%日下午 (点半于朵云轩艺
术馆（南京东路 $((号朵云轩四
楼）开幕。此次展览是著名金石书
画家童衍方先生首次率弟子以金
石文化为主题的书画作品展，展
出的作品除书画篆刻外，还有三
代古陶、汉晋砖瓦、石刻造像、砂
壶全形等拓本题跋作品，可谓琳
琅满目、古意盎然。展览中另有童
先生的老师来楚生、唐云等数位
先生的作品，藉此以缅怀前贤。

在众多的展品中，一件题大
石翁书画砚（见图），是由童衍方
先生，率徐之麾、唐存才、袁慧
敏、仲威、冯磊等弟子共同创作。
“先贤曾经说过，无贵无贱，无长
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童衍方先生说，“修行从艺之意
义，还在于有承上启下之作为与
责任感。我年轻的时候，得到了
来楚生、唐云、若瓢、叶潞渊诸位
先生之惜爱、提携，方有今时之
小成。数十年间，惟师恩不敢忘
怀。今择先师遗迹，题跋作记，共
怀感恩之心。”

书画篆刻艺术中的传统和
创新，是一个历久常新、无所不在
的永恒话题。童衍方正是由于深厚的传统积
累，使得他的书法风格非但行、草、隶、篆兼
备，即使一种书体也有多种风格。与其篆刻
一样，均具有老辣、洒脱、朴拙的个人风格。

在童衍方先生看来，正因为领略了
前辈的风范，才更知自己的不足、才更懂
谦卑。在创作中，一个艺术家内心的宁静
和反思更为重要，宁静才是致远之道。因

而在教导童门弟子的时候，童衍
方先生常常说，“艺品、艺德缺一
不可，更需矢有恒之志气，保有恒
之精神。谦虚谨慎，待人以诚，孜
孜矻矻，求知若渴，贵学、善学、专
注、勤奋，方期有所进。”
“重视传统，与古为徒，亦知

融会贯通，独出心裁。”童衍方先
生常常会对于他的弟子说，“中国
的艺术博大精深，我们应认真吸
纳前人的智慧，就像写书法一样，
要经历临帖、背帖到创作的过程。
书艺之妙，皆在于思。执笔于手，
巧悟于心。所以在创作的时候要
吸取各方的精髓营养。”
在童衍方先生看来，富于“金

石”元素的艺术创作与艺术作品
将成为后世艺术传承楷模中最为
重要的组成。今天，蕴含丰富文化
内涵的金石书画艺术作品受到社
会广泛的关注和热捧，无疑是源
于清代金石学兴盛后融入书画篆
刻艺术的强劲动力的余脉使然，
更是当代社会发展致文化艺术繁
荣的必然结果。此次展览既为同
门砥砺之举，亦藉此求教于同道、
专家、学者，并在书画艺术外增加
了篆刻、铭刻及拓本题跋等。

据悉，此次展览由童衍方先生
领衔，另有他的弟子徐之麾、唐存才、袁慧
敏、仲威、冯磊、傅一平、方浩、张志、潘祥
余、童人杰、王曦、蓝银坤、石双樑、李惠明、
张生、王苍龙、钱宜东、王映晖、孙俪等。

! ! ! !日前，蔡小松的个展“感知”正在香
港苏富比空间展出，("件中国水墨作品
占据了整个展览空间。

(''$年到 (''*年，中国当代艺术在
国际市场上走势强劲，直至 +'%%年，价
格达到了顶峰，之后受到外部经济的影
响，又回归理性，苏富比亚洲区总裁程寿
康见证了这个炒作过程，他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谈到：“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便是，中
国当代艺术明显缺乏后劲，之后的走向究
竟如何，很难预料。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
当代水墨如同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浪潮。”
他希望中国当代艺术经历过的炒作过热
的情况不会再发生在中国当代水墨上，否
则，这也会是中国现代艺术的不幸。“一个

国家的文化和艺术品的价值与这个国家
的强弱很有关联，中国如今的强大，理应
艺术品应该越来越价值越来越高，现在
能看到的却是，很多中国现代艺术品还
没有如所预期这般上升，就是有部分炒
作得太厉害了，以至于中国艺术品还没
有达到预期，在把自己国家的艺术家捧
上去之前，很多中国藏家却已经转向开
始收藏西方艺术品。我希望东西方艺术
在市场表现上能够共同发展。”

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首任会长、
水墨画名宿王无邪认为，中国当代水墨的
创造力正在向全世界传递东方的审美高
度，对于传统，我们既要继承也要创新，对
于西方当代艺术的理念，既要借鉴也要保

持理性判断。“蔡小松的水墨作品不再以
中国传统水墨中着重的线条为画面基础，
而是以墨迹块面的边缘线来勾勒，形成非
常强烈的凹凸立体感，这样的立体感有西
方绘画的视觉感受，又是传统的意向。”确
实，参展的《松·感知》系列，似大海波涛，
似瀑布飞泻，又似黄沙走石，无法用简单
的抽象或者具像来概括。

如是表现的中国水墨，令程寿康觉
得更有希望：“太多的中国当代水墨作品
不是画石头就是画木头，也有画很多微
小细腻的东西，以追求宋画的文人境界，
但是仅仅这样画，是不是属于一个过去
的时代？要在画面中看到体会到更多内
容，看到时间。”

! ! ! !近年来，常看到朱刚的水墨戏画。
他画戏曲人物，线条求质，墨色重韵，色
彩追雅，构图从简，注重脸部的刻画，眼
神的交流，动态的捕捉，人物的顾盼，往
往在平实中藏飘逸，在简略中见精彩，
在浑朴中显深厚，在儒雅中觅洒脱。他
画的《佳期》从春香的率拙朴质、忠诚坦
荡映衬杜丽娘的赏心流亮、雍容芳润。
《惊变埋玉》同时展现了唐明皇面对兵
变将士的愤懑、怨抑、无奈及对贵妃的呵
护，杨贵妃的惊恐、蹀躞、迷离、惘然。《卖
书纳姻》为昆曲《渔家乐》中一折，组合了
富家女的凄婉跪求、悲凉激宕与穷秀才
的惊惶失措、隐含悲悯的瞬间神态。《昭
君出塞》描写了王昭君出塞负重，扬鞭催
马，可是脚尖指归，难离家园。《贵妃》画
得粲然逸古、丽情密藻，然而花瓣飘落，
气息肃沉，隐喻红颜薄命、长恨绵绵。
《说亲》画得意态熙和，眉飞色舞，简约

中见萌动，疏放中含静穆……
朱刚的水墨戏画有浓浓的都市情

结。在上海这座文化大都市，朱刚有创
作水墨戏画的多种文化优势。他是个
戏迷，与许多京昆艺术家有交往，讨教
过中国戏曲的文化含量和舞台艺术的
视觉震撼，对一戏一景、一招一式、一
情一神、一戏一画等都有过认真的研
究与绘画创作践行。

丁酉年“五一”前夕，我在刘海粟
美术馆观赏“花开敦煌———常沙娜艺
术研究与应用展”，自然与朱刚馆长
谈起他的水墨戏画的下一步发展。他
说：自己的“水墨戏画”理当在刘海粟
艺术精神的激励下，寻求“风格富贵
绚丽，强调东西并重”的水墨戏画的
新的生长点。告别时，朱刚反复说“创
新是艺术的不竭的动力，传承是我们
对刘海粟最好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