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月 "#日下午，上海市创协古玩艺术研
究中心“骨董文集”举办“朴素之美———李家明
宋瓷珍藏展”，这次宋瓷珍藏展展出的宋景德
镇窑、耀州窑、吉州窑、建窑、龙泉窑等代表性
的文物，器皿以茶具、酒具居多。展览期间，还
将安排一系列以宋文化为主题的讲座和展览，
邀请在各个领域杰出的艺术家，给大众一个宋
文化的熏陶。同时将举行古瓷免费鉴定以及相
关的鉴定讲座。该中心今年已经举办多次为市
民的免费鉴定、免费讲座等公益活动，旨在用
公益活动的形式推广收藏文化，普及古代文化
知识。

收藏家李家明藏有众多的宋代瓷器珍品，
这次以宋瓷为主题的收藏展，在收藏界并不多
见。宋人审美鉴赏力都是有目共睹，同样，宋代
瓷器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繁荣昌盛
的时期。古代窑址遍及全国各地，各地瓷窑为满
足各阶层人们的生活需要，烧制出了丰富多彩
的品种。陶瓷造型丰富，或匀称秀美，或轻盈俏
丽，公章民间制品朴实耐用；与现代人形成了极

大的反差，古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对美的极致奢
华都赋予极高的眼光。
此次“朴素之美———李家明宋瓷珍藏展”乃

私人藏家藏品，每个藏品后都有一段耐人寻味
的故事。让我们在这几天，沿着千年脉络，寻觅
一番宋人的情志。 吴伟

宋瓷珍藏展现朴素之美

! ! ! !随着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海外画家的作
品也频频亮相沪上。马来西亚著名书画家钟正
山和比利时国家高级美术研究院硕士姚逸之的
作品，就引起上海同行的关注。

钟正山先生被誉为马来西亚现代艺术教
育之父，曾担任亚洲太平洋地区教育协会轮值
主席。此次，他精挑细选出 !$幅作品，风格独
具、水墨韵情，可以说是笔笔生辉，当称其用心
之作。
另一位画家姚逸之，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海

派画家，他上世纪 %&年代师从著名国画大师程
十发，现为比利时国家高级美术研究院硕士。姚
逸之的作品在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
与卢森堡等地展出，深受赞誉。
有画评家指出，姚逸之立足于写意，注重水

墨线条，同时又融进了现代西方绘画技艺，在缜
密圆润与潇洒飘逸之中创造诗的意境。大块的
笔墨，完整的结构，粗放中有着让人回味的精细
之处。有的画作纯用积墨写成，却带给人以深厚
华滋之感，烟云小舟之间其超逸之灵性，亦尽其
中。观其作品，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更给大家
带来崭新的视角。

!"月 %日，上海产权拍卖有限公司推出了
两位艺术家的作品，试水艺术品拍卖。 海风

海外画家竞显风流

刊头篆刻

作者 王明生

! ! ! !由上海中外文化艺术
交流协会创建的民间典藏
场所“齐辉堂”，日前在曹家
渡花鸟广场五楼揭幕，以我
国瓷器鉴定专家李知宴和
书画鉴定专家单国强携手
国内顶级专家团队走进“齐
辉堂”现场点评。齐辉堂目
前典藏的两万余件古物精
品和 !'& 余件名家中国书
画逸品，引起了国内业界、
收藏爱好者的广泛关注。上
海收藏界又添生力军，“齐
辉堂”珍宝自然成了当今业
界关注的焦点。
“齐辉堂”中有一件和田

玉《百子图》山子，高 !(%米，
重约 "(# 吨（见图），其有质
地细腻、温润等特点，如此重
量级珍宝，当今罕见。藏品中
黄花梨、紫檀等珍贵硬木的
家具有十余套之多。如一具
黄花梨 !$ 平方米大床四周
的护板上雕刻的“清明上河
图”等图案，雕工精致，也十
分珍贵。 高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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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石刻，一般指刻有文字、图纹
的碑碣等石制品或摩崖刻字等。
造像，以金属铸造佛像者，以石刻
者，最有名气的当属北魏时龙门
造像及云冈石窟造像等，这是中
国古代石刻艺术之瑰宝。上海印
家) 西泠印社理事唐存才先生从
事书画篆刻、印学研究、紫砂壶镌
刻之余，热心收藏、潜心研究先秦
陶文及古代石刻造像，考辨今古
文字数十年以为乐事。在抢救、保
护、研究、普及中国古代石刻残件
文化艺术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以
收藏滋养艺术是受到他的老师童
衍方先生的影响，战国陶文、汉秦

砖瓦、摩崖造像等成为他收藏的
方向，他也就此与金石艺术结下
了“缘”。

最近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的《步黔堂藏石刻造像遗珍》一书
问世，刊登由唐存才精选的步黔堂
藏从北魏、东魏、北齐、北朝、隋唐
石刻造像碑残石、小型佛龛残石共
**品，有图片、朱墨拓本及唐存才
题跋，造像原色摄出，高古浑穆，拓
片文字、图像清晰厚润，图文并茂，
童衍方、仲威先生作序。
不久前，笔者与书画篆刻界

朋友在沪上名印家童衍方老师带
领下赴无锡云门参加唐存才先生

收藏的石刻造像遗珍展开幕式。
“云门文化”展厅坐落太湖之畔，
山间茂林修竹，水边曲径通幽，此
地，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受，爱好
石刻艺术的朋友欣赏了唐先生收
藏的这 '"件古代石刻造像遗珍，
这些精选展示的佛造像石刻在灯
光下尤其令人顿生穿越千年时
空、直入心灵深处的感受，获益匪
浅。为了参加此次金石书画雅集，
中国佛教祖庭河南洛阳白马寺方
丈印乐法师也从千里之外赶来。
唐存才收藏这些石刻造像经历六
载寒暑，奔波在风风雨雨里，寻寻
觅觅中而得，步黔堂得藏来自中

原、山西、山东、河北地区的历史
文明遗珍，都是残石碎片，最小的
石刻仅仅几厘米宽，大多数残石
是散落在农村的猪棚、庭院、乱石
堆、古玩冷摊上被人遗忘的角落
里。某日在山西一户农民家里，他
发现一块约二十多厘米见方但已
残损严重的北朝造像石刻残片被
农民砌在破围墙里，即与农民兄
弟商量把墙敲掉，把那件遗珍抢
救出来。
展示的石刻大多来自古代民

间造像，所存铭文书法极为朴素，
其中多有流行于民间的造像别
字，对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演变
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些
文字可以解读当时的历史，将中
国古代石刻造像遗珍通过墨拓、
朱拓、书法题跋、文字解读等艺术
手段并以适合当代审美方式制作
成纸张文本，把收藏界认为深不
可测的金石艺术普及大众。

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方先
生认为，唐存才做了继承西泠先
贤珍护金石的好事，他抢救保存
这么多的石刻造像残件，难能可
贵。我们的收藏要随缘、要“平常
心”，且不以价格论高低，收一块
残石，一方破砖，一块烂瓦，有时
却是无价之宝，有的包含了中国
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信息，唐存
才所收藏的石刻造像遗珍意义
也就在这里。 杨忠明

!衡阳书画学社始由曾熙创办于沪上，
该社乃以研究书画诗文为宗旨，社地设在
虹口东有恒路六三七号衡阳曾寓。它是民
国时期三大同门会之一的“曾李同门会”的
前身。为了回顾这段历史，上海笔墨博物馆
联合上海曾李同门会研究会、衡阳市博物
馆、衡阳市书法家协会、四川张大千研究中
心)在上海市福州路笔墨博物馆举办《衡阳
书画学社翰墨文献展》。

曾熙+!#*!,!-'&.是清末民初杰出的教
育家、海派书画领军人物之一。字子缉，号嗣
元，晚号农髯。室名永建斋、游天戏海楼+室.，
湖南衡阳人。!-!$年 -月游沪滨，为其挚友
清道人李瑞清所挽留，同鬻书画，兼授门徒
以自给。!-""年前后创办衡阳书画学社，先
后入社有张氏三兄弟（张善孖、张大千、张君
绶）、向氏三兄弟（向大廷、向大建、向大延）、
江氏三兄妹（江一平、江百平、江万平）、糜氏
二兄弟（糜洁民、糜哲民）、朱大可、马企周、
姚云江、陆渊雷、马宗霍、许冠群、李复、倪寿
川、顾莲村、汪祖佑、李肖白、康和声、刘俊
英、雷听秋、曾渐逵等数十人，在弟子中与张
善孖、张大千、朱大可、马宗霍、马企周来往
最为密切，谈论书画，品藻诗文，不分昼夜。
曾熙弟子众多，但授课非常细致，常常

在课堂上为学生们临摹作品，且在临摹后，
多做小跋，写出精彩的评论或心得，这在众
多的书画家中也是很独特的。学生读其小
跋，再看作品，更能理解当时老师的书写用
意和书写状态。曾熙存世的《与张善孖论书
画之问答》、《游天戏海室雅言》是二篇较完
整的书画论述，前文系 !-"'年，张善孖由
蜀至沪，加入该社，请教学书画之捷径时所
撰。后篇为朱大可根据课堂笔记整理后，以
师生间一问一答的方式实录之。这两篇文
献，此次也将一并展出，二文虽简，而论述
精湛，内容生动，为后学所重视，也为今天
了解衡阳书画学社留下了珍贵文献资料。
曾熙逝世后，张大千曾四度到衡阳界牌

曾师墓前吊祭，安葬时，曾在墓旁筑一草庐，
守墓一月，以不忘师恩。曾熙生前与李瑞清
相爱如兄弟，而诸弟子亦多并列两先生门
下，由江万平提议将衡阳书画学社扩大为
“曾李同门会”。凡曾执贽曾熙、李瑞清两先
生之门人，皆可加入，并决定每岁春秋二季，
举行祀典，门人蒋国榜愿于西湖庄内，悬挂
两先生遗像，陈列两先生遗墨，供游人瞻仰、
欣赏、学习。与西泠印社之吴昌硕铜像，同为
湖山生色。
本次展品还有衡阳书画学社师生合作

的《清供图》，曾熙山水册页和书画，曾熙致
清道人书信，以及弟子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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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造像金石“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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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魏兴和二年傅子陵造释迦像残石

! 曾熙的名片

! 宋代木叶天目盏

! 钟正山作品

! 姚逸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