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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和许多有成就的专业艺术家一样，戴
光华在渴求知识的年轻时代却遭遇了“文
革”，他毅然接受挑战，经前辈画家步欣农
老师的推荐，戴光华上了井冈山。虽然远离
亲人，但那儿有他最喜欢的美术专业老师，
白天劳动，晚上还有充裕的时间画画。井冈
山的雄奇秀姿，让艺术家们的艺术境界得
到了升华，戴光华的绘画也很快有了长足
的进步，并被调入出版社工作。“文革”结
束，高考恢复，戴光华顺利地考入了景德镇
陶瓷艺术学院。

在当时那种传统的美术学院，戴光华
的绘画语汇已很有水准，需要掌握的各种
课目都驾轻就熟。戴光华的专业积淀犹如
追求学问一般，不是那种画画只凭感觉。当
然画的感觉也是艺术灵性的所在，感性、理
性，戴光华两方面都把握得好。

戴光华在那时创作的连环画就被连环
画报用作封面。在那时创作能力强的画家
大多是连环画高手，你要画连环画，造形就
要传神，有创作能力，文学功底也要好。这
也为戴光华日后画工笔画积攒了能量。戴
光华的工笔画先后入选了多个全国美展。
戴光华又有油画的色彩表现力，可以表现
丰富的题材。如这幅工笔重彩的《情韵》，以
清健的线条拉长了边陲女性的形体，一个
块面一个块面的色彩在变幻中，缕金错彩，

把民族风的亮丽沉厚表现得如霓裳舞曲一
般。我以为这种工笔画融入了连环画的以形
传神和油画色彩的瑰丽，又有壁画一般的飘
逸和沉稳。我们当代的工笔画缺乏的就是这
种气场。戴光华创作的汉魏古风题材有大风
歌的壮怀，而那些带有抒情诗意的题材亦清
新可喜。所以，沈柔坚先生对戴光华的工笔
画欣然题上“古风新韵”。
戴光华现在是上师大美术学院的教授、

硕士生导师，我们期待他更多的优秀作品面
世。

! ! ! !对历代画家与书法家生平传记的辑
录，前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陶宗仪
《书史会要》等专著。对篆刻家个体的研
究，则以《印人传》为先声，它是一部印学
研究者案头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作
者就是明末清初著名大学者兼印学
家——周亮工。

周亮工（!"!#$!"%&），字元亮，号栎
园、减斋。河南祥符人（今开封）。为崇祯
十三年（'"()）进士，任山东潍县令。康
熙初年，文网日密，文人著述动辄得祸。
此时周亮工沉浮宦海已二十多年，经历
了人生无数的艰难挫折，对自己选择入
仕清廷，充满着愧疚与悔恨。他于康熙
九年（!"%)），将生平所撰百余卷文稿付
之一炬，并谢绝一切文字应酬，惟以把玩
印章为乐。周亮工曾将明末清初印人为
其镌刻的自用印一千六百余方，命其儿
子周在浚、周在延等辑成《赖古堂印谱》
四册，成为著名的“三堂印谱”之一。

周亮工好砚、好墨、好书画，精赏擅
鉴，尤嗜印成癖，曾称：“生平性酷嗜此，
不啻如南宫（米芾）之爱石。”一部心裁
别出的《印人传》，奠定了他在印学史上
不朽的地位。《印人传》共三卷，为周亮

工“未完之作”。康熙十二年（!"%*），由周
在浚等兄弟汇集整理而成。《印人传》正
文收许宷、文彭、何震、金光先、胡正言、
梁千秋、万寿祺、程邃、韩约素、汪关等明
代中期至清初的印人传记共六十九篇，
末附包括朱简、归昌世、何通等在内的
“印人姓氏”六十一则，仅存名号与里籍，
也是周亮工准备补充立传的一份名录。
值得一述的是，《印人传》原名《赖古

堂别集印人传》，乾隆时列为禁书销毁，
嘉庆后始以《印人传》名世，然文多有篡
改和讹误，非周氏之失也。《印人传》虽非
定本，而“四方操是艺以登其门者，往往
待先生（周亮工）一裁别以成名”。《印人
传》中的传主，既有生于早先，周亮工从
未谋面者，如鼎鼎大名的文彭、何震等印
坛鼻祖。也有与周亮工同时期，声名不
彰，作品罕见者，如程与绳、李耕隐、郑弘
祐等印人，均赖此书以传。他们的身份不
仅有文人士大夫，也有出身低微，靠鬻印
谋生的印人。凡是周亮工能接触到的“有
志斯道者，必令奏刀，得其一章半篆，辄
喜形于色。积久几至万颗，精遴之尚存数
千，奇丽怪伟，工妙绝世。”对于一些印章
与印谱俱不可得者，周亮工亦必多方搜
索，从藏家手中钤盖“数章或数十章以
归，时时展玩不释。”
周亮工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真实

记录了明代嘉靖、隆庆至清代康熙初年
印坛人物的事略。后世学者对这段印学
史的研究、引证，也大多基于该书的文字
记载，异常珍贵。如文彭在西虹桥得到四
筐灯光冻，边塞大将军皆以得何震一印
为荣和韩约素凿山骨等故事，都已成为
印坛佳话。周亮工在该书中还穿插了对
当时篆刻流派嬗变、风气习尚、印材使用
和创作过程的评说，并不失时机地阐述
自己的印学观。如“以猛利参者何雪渔，
以和平参者汪尹子”等，皆为印学箴言。
周亮工从文化的角度提升了印章的艺术
地位与价值，确立“印人”之名，将印人视
作一个新兴的艺术群体，独立于书画家
之外，他对印学的贡献是公认的。

! ! ! ! &))+年 ,,月王克文师生展在朵云
轩画廊举行，我有幸仄身其中，撤展这天
正在收拾作品，忽然有人在我肩上拍了
一下，回头一看，竟是有近二十年未谋面
的山水画家董必祥。

必祥和我相识于 ,+-"年，当时我已
是恩师山水画家张大卫先生的助手，必
祥是新同学中较为勤勉的一位，为人热
情开朗，我们颇为投缘。记得 ,++,年我
在朵云轩举办个展时，那几天，他忙前忙
后不亦乐乎的情景，我至今难忘。,++-年
他去日本留学发展，几年后回归上海，虽

然共同生活于同一城市，但彼此忙碌和
奔波也就失去音讯。这次他在报上看到
画展的消息后，旧谊才得以重续。回上海
后，他一面钻研钟情的山水画艺术，一面
受聘在多所艺校授课，过着悠闲自在的
职业画家生活。前不久，应邀到他的工作
室百川楼品茗读画，这是第一次系统地
品读他的山水作品，其清新明亮，雅俗共
赏的画风，深深地吸引着我，大有“士别

三日，刮目相看”之感，更何况又相隔这么
多年。
眼前的一幅幅画作，从盈尺小品、四

尺斗方，到六尺、八尺巨制，或崇峦叠
嶂，或云气浮动，或林木茂盛，或飞瀑
幽泉……严谨的法度，劲健的笔墨，绚
丽的色彩，既有传统的韵味，又不乏现代
人的审美意识，彰显出一种新韵别趣，也
透露着必祥的自觉追求。
我一直认为，山水画作为一门传统艺

术，其作者对于传统基础的领悟程度，决
定了其今后创作的品位。很庆幸，我和必
祥的启蒙老师，张大卫先生是一位传统功
底深厚的书画教育家。当年，在他的指导
下，我们先后临习过董源、关仝、郭熙、范
宽、黄公望、王蒙、沈周、龚贤、石涛等历代
山水名家的经典之作，通过强化训练，不
仅熟悉了山水艺术的发展进程，还打下了
扎实的笔墨功夫。从必祥的作品中，就能
感受到他当年刻苦钻研的程度，可谓是受
益终生。
必祥是一位好学的山水画家，后来他

又问道于山水画家白丁先生，转师多益，
不同的教学理念和审美眼光，为他的画风
逐步转变创造了条件。但我以为，真正起
决定因素的是他注重写生。十多年来，必
祥每年去外地写生二三次，近一个月时
间，他的足迹已遍布大半个中国。
从传统入手，到大自然中求创造、求

个性。这就是必祥的聪明之处。他笔下的一
山一石、一树一林、一泉一水、一桥一屋……
厚实灵动的线条，勾勒皴擦，水墨氤氲，层次
丰富，质感强烈。他的画跳出了传统绘画的
固有形式，又绝非是某地风光实景的再现，
而是以写生为基础的创作。因此，作品中
既有客观自然的影子，更是他踏遍千山
万水后存于胸中的一段奇景，一段记忆，
一段情感……
自然造化，其实就是笔墨形式对个性

情感的再现。必祥的许多画作，以水墨为
基础，借鉴前人色彩运用手法，巧妙地利
用宣纸的特性，使绚丽的色彩与淋漓的水
墨相互渗透、重叠、交融，在画面上呈显出
一种流动、呼应、起伏的交响节奏感，产生
明亮、朦胧的诗意和视觉美感，留给人们
无穷的遐想空间。

! ! ! !周黎琦女士出自书香门第，自幼
习帖，后师从书法家任政获得书法真
谛，在篆、隶、行、草书法颇有造诣。周
黎琦女士所书写的行书暗藏铁画银
钩，不仅是字铿锵有力，而且字面含义
深广，是一种自我激励和鞭策。观周黎
琦书法，无论是抄录他人诗句，还是自
撰的诗文，雍容大雅，字里行间透露的
是灵秀之气，柔而不阿，刚而不折。

周女士曾在 &),& 年 )- 月 &( 日
举办过“周黎琦书法艺术展”。俗话说
见字如见人，爽朗、活泼、真诚、善良是
周黎琦女士的性格，能歌善舞的她，对
书法却是情有独钟。她从事教育事业
*)年，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信。自信，
是人对自我的认识和肯定。她常以邓
颖超说过的一句话：“自尊、自重、自
信、自强”勉励新进公司的学生。因为
唯有自尊才能和男同学站在同一起跑
线上，唯自重才能摆脱第二性心里劣
势；唯有自信才能担当起与男性共创
未来的重任；唯有自强才能在平等竞
争中发挥优势大展风采。

江南造船集团公司是全体江南员
工的大家庭，周黎琦的业余生活是致
力于让员工愉快工作、快乐生活，为员
工实现梦想开通幸福“航线”。凡是员

工求她赐墨.她从不吝啬，私下里还为
酷爱书法的员工开“小灶”，帮助员工
成就最值得称羡的事业人生。“业精于
勤荒于嬉”，她的书法造诣为人们留下
了璀璨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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