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缪篆”是汉代王莽时期制定的六书之
一，专门施用于印章。较早收集编辑缪篆文
字为专著的，当推清代文字训诂家、书法篆
刻家———桂馥。

桂馥（!"#$%!&'(），字冬卉，山东曲阜
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嘉庆元年
（)"*$）远宦滇南，任永平知县，山川悠远，“求
友无人，借书不得”，终老边陲，卒于任上。
桂馥勤奋好学，性耽金石，一生致力于

文字训诂之学，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
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所著《说文解字
义证》五十卷，援据宏富，辨证详尽。后人将
其与段玉裁、王筠、朱骏声并称为清代“说文
四大家”。桂馥除了精于碑版考证，他的汉隶
书法、篆刻和杂剧创作皆负盛名，并经常与
周永年、翁方纲、戴震、阮元等学者相切磋，

又与书画篆刻家罗聘、黄易、伊秉绶等交善。
他曾将一方旧藏的宋代铸印“山谷诗孙”赠
与自称为黄庭坚后裔的诗人黄仲则，使黄氏
欣喜若狂，并赋七言长句记之。
乾隆印坛人才辈出，面貌纷繁，但一些

印人因受《六书通》等字书影响，配篆“兼用
大小篆杂出于虫鸟钟鼎”，有乖汉法，且多
有舛误。桂馥感叹“摹印一灯欲绝，讹伪日
滋”，决心清除流弊，规范印章用字。他不仅
再三续写元代吾丘衍的印学名著《三十五
举》，并认为“得见秦汉风范者惟铜玉章”，
把目光锁定在绸缪屈曲，篆法多变的汉代
印章专用文字———“缪篆”。桂馥以数十年
精力所聚，在成千上万枚古印和宋元诸家
印谱中，遴选出大量汉魏时期印章，仿宋代
娄机《汉隶字源》的《广韵》韵目体例，于嘉

庆元年（)"*$）辑成我国最早一部缪篆文字
的专书———《缪篆分韵》五卷。该书收单字
近二千字，重文八千三百余，每字下附缪篆
字形一个至数十个不等，个别注明出处，可
作考证。《缪篆分韵》雕版后，桂馥的知交友
朋闻讯又纷纷寄来印文，成补遗一卷。秀水
学者盛百二称其：“《缪篆分韵》盖取汉铜印
编成，以补缪篆之缺，字字典确，与《金石韵
府》之类杂而不伦者相去远矣。”印学家汪
启淑也赞许他：“存缪篆之一线，甚有功于
艺苑。”桂馥以古文字学家兼篆刻家的专业
身份，为印章文字整理提供了学术上的保
障，使这部篆刻工具书具备古文字学术研
究与艺术创作参考的双重价值，流传广泛，
正本清源，一洗《六书通》所产生的俚俗谬
讹负面影响，也为清中晚期印人创作带来

了便利。
桂馥亦善篆刻，以“端庄杂流丽，刚健

含婀娜”为主旨，取径汉印，刀法挺健，然不
肯轻易为人奏刀，非至好不能得其一印，作
品流传稀少。汪启淑有幸乞得其数钮，大多
辑入《飞鸿堂印谱》，
使后人能一睹其铁
笔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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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绘画涂写时代

" 电路时代组画 沈文静 作

! ! ! !人类文明经历了蒸汽时代、电气时
代、高新技术等各个发展阶段，每一阶段
都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对于时代，青
年艺术家的感悟或许更能表达出不同的
理念。在刚结束的上海艺术博览会青年
艺术家推介展上，一举夺得“艺术之星”
奖的华东师大美术系艺术硕士生沈文静
的系列作品《电路时代》，以不同文明时
代的机械电子物为主题，用绘画涂写性
语言的表述方法，隐喻了时代性、社会性
的矛盾冲突，充分体现了年轻一代艺术
家对当下艺术创作的多元思考。
关于机械电子，视觉上它是稳定的、

不掺杂感情且冰冷的时代发展产物；而
绘画，它是不确定性的、融入情感的传统
手绘艺术。在《电路时代》系列作品中，
传统的绘画经过不断涂抹与拓展，致使

绘画语言的丰富性
与时代的多类机械
电子物发生视幻游
离之象，二者既互
矛盾，又相融合。同
时，作品也把东方
哲学的虚实、阴阳
观融入其中。画面
在一个暗绿色的状
态下发生明暗交
错，混杂的绘画多
种语言与多类的机
械电子信息在流
转、分离、重叠、合
聚、升腾。尤其是作

品以机械电子元素为媒，隐喻人类发展
之物反作用于人类的困境，并形成了一
种人对物或物对人的视错体验，这种体
验作用于心灵是通过超越物体并进入凝
思、静想。客观的物只是凭借，传达的是
非之物与人文隐喻，是个体的主观表达
与客体的感悟能力的共同体现。从这一
角度出发，在视觉的言外之意上———作
品力图传达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
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状态。而这
种人与物的相互关系并产生艺术、哲学、
科学相辅相成的有机融合———是作品
《电路时代》所追求的。

绘画作品的语言表达、内容组合、意
义延展、传统与当代+这些创作思考的一
切作用，我们只能通过视觉阅读获得，这
也是艺术作品在自说自话的重要意义。

! ! ! !许多艺术家钟情于西部藏族题材，我
内心深处对藏文化也有一种情结，对我来
说重要的是把打动自己的人和景表达出
来，创作出好的作品。而好作品的关键，我
认为要找到能反映藏族人民生活的独有
角度。在采风中，我开始尽可能深入到牧
民的日常生活中：听他们的方言，观察他
们的习俗，参与他们游牧活动和宗教活
动。通过这些积累，我慢慢创作出《残雪》
《沐》《藏牦牛》等作品，这些作品都曾先后
参加过全国美展。
在我后来的创作中，我开始更多关注

藏牧民生活的更为深层的东西。如果只是
关注服饰、饰品、图案、风景等外部的东西，
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出发点要以真实作
为坚实支撑，面对真实，再让自己的想象力
活起来。在作画的过程
中，一幕幕真实的场景
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仿
佛回到一望无际的草原
上，闻到了酥油茶的味
道，听到藏族群众那旷
远的歌声。只要悉心发
掘，就会发现无穷的魅
力。我创作的素材多半是
采风来的速写、照片、日
记。照片、文字用来提示
场景，速写则记录我的强
烈感受。

随后几次去西部藏区，每一次都让我
兴奋不已，全然忘却了四五千米海拔的高
原反应的不适。远山上终年不化的积雪，
草原上生生不息的生灵，转场的游牧民人
家，玛尼石堆旁一圈圈绕走的手摇经轮的
虔诚香客……这阶段的作品，画幅不大，
然而我在画面笔触上作了情绪化的探索，
如：《挤奶姑娘》《牧归祷告的老妇》《草原
上游牧人家》等。

几次采风，深入民风民俗，让我学会
了与当地藏族群众融洽相处。有时候，他
们不太愿意外界打扰他们的生活。如何让
他们接纳你，我觉得关键就是两个字：真
诚。作品《阳光下的老太》《神曲》《姐妹》
等，力求画出爱，画出歌声。我力求带给观
众感动、安慰和净化。

! ! ! !胡亚强在上海画坛早有知名度了。一位
评论家在粉画展上见到一幅雅致的粉画不
禁问道：“这个胡亚强就是搞皮雕的？这幅粉
画画得有水平的。”胡亚强是上师大美院的
副教授，新近他们院里设立了综合美术教育
课，刘亚平、姚尔畅、胡亚强都在里面。当下美
术教育以一日千里之势朝现代的路上迅跑，
美术早不按油国版雕分类
了，胡亚强油国雕都拿得下，
足见其艺术修养的全面。
胡亚强上世纪八十年代

考取上师大国画系，这所院
校是培养艺术教师的多方面
修养的。胡亚强能画油画，又
有文学素养，他爱读鲁迅先
生的《朝花夕拾》，遂创作了
一组“百草园”。野草摇曳，天
趣真情，修长地直挂空间。胡
亚强认识到，鲁迅先生为何
把美术视为很重要的美育。
这组画就是把油画画得像国
画似的，让画面有一种对人
生回忆的真情。“真的，有的

时候，艺术的笔墨、结构似天上的云彩，但又是
坚实的，和人的精神追求一样执着”。后来，胡
亚强的创作很有散文抒情的时空感，有气场，
灵感来了+他想到了以皮质创作雕塑。皮塑的
正面很有稳定的厚重感，然而，随着皮面与皮
面有间隙的推开，配以横竖结构的杆子的纵
横，皮雕就有了一种远古的航船在海面上航

行，带着早年探险的远洋气
魄，使我们想起笛福笔下的
鲁滨逊漂流。我以为在当代
创作一幅寄情故事的抒情
画，比起现在单纯的抽象画
更倾情，更感人。

胡亚强平素讲话不多，
其实好的艺术家大多不擅
言，因为要表现的都在画中
了，不需要再讲多少话了，
我们看胡亚强的美术作品，
国画中有厚重感，又飘逸，
粉画在悠然中展现出一种
坚实，而其皮雕的独特之美+

自然使人体验到与石雕、铜
雕的区别。

! ! ! !郑百重先生个展“百重视界”!!
月 ,&日在复兴东路 )))"号的上海
驰翰美术馆举行开幕仪式。此次展
览将集中展出郑百重先生青绿山水
画作二十余幅，展览为期 ),天。
郑百重先生师从陈子奋、陆俨

少先生，擅长中国山水花鸟画、兼工
书法篆刻。作为一名旅居海外多年
的中国山水画家，郑百重先生将青
绿重彩引入绘画，用一种以色当墨
的绘画艺术实践，使得他的山水画
走出了别样的面貌。他的作品画面
布局格局宏大，颇见气势，但又注重
细节的处理，善于将简洁单纯和精

细入微相结合，用笔凝练而有变化，
骨法端重不刻板，注重多手法的娴
熟运用，显示了不凡的艺术表现功
力。在色彩运用上，既有大青绿的着
色浓重，装饰性强，又有小青绿的水
墨淡彩，多种色彩协调组合，也不失
强烈色彩对比带来的视觉冲击，带
给人的是大自然和谐的启示，静穆
的感受。本次展览所展出的佳作，就
是在充分吸汲异域文化的养分基础
上，融合了中国山水的绘画元素，把
自己沉稳而不滞的笔墨语言、苍润
而不浊的设色技巧和灵动而拙朴的
程式构架集中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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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百重 作
" 胡亚强皮雕#百草原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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