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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展厅 /

一丝不苟 不耻下问
说实话，第一次关注陈茗屋先生，倒不是因

为他的篆刻作品，而是他在媒体上连载的“小刀
一把战东洋”专栏文章。在日本近三十年的生活
经历，不仅使这个专栏的内容生动鲜活，而且也
使陈茗屋先生的做事风格一丝不苟。去采访他，
他居然已经准备了众多资料，这反倒令我诚惶
诚恐。

在许多比我年纪稍长的一代人中，陈茗屋
先生绝对是他们的“偶像”，因为早在 !"#$年的
时候，他就获得了“全国篆刻比赛”一等奖，而当
时他还不到四十岁。有的人觉得是不是因为陈
茗屋先生父亲就是搞这个的。“我当时学书法和
篆刻，父亲还是很反对的。”陈茗屋先生说，“只
不过那个时候，我隔壁住的就是钱君匋先生，他
是指导我篆刻时间最长的老师，但我的启蒙老
师不是他，是陈巨来先生。是我中学同学的父亲
带我去见的他。”

当问及哪位老师对他的影响更大时，陈茗
屋认为首推方去疾先生。特别是在 %"&%年在青
年宫举办的书法篆刻班上，方先生的讲课令陈
茗屋至今难忘，“当时方先生还拿吴让之篆刻的
印章，让我们上手了解用刀，这在今天想都不敢
想，因而我觉得方先生对于我的影响最大，他的
用刀、章法，都非常高明。钱君匋先生是多能的，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从来不会不懂装懂。”

在陈茗屋先生看来，做人两个“知”最为重
要，第一个是知耻，第二个是知不足。对于自己
的不足，陈茗屋先生从来不会回避，这也使得他
总是能够看到人家好的地方，抱着一种学习的
态度不耻下问。在他看来，遇到过了太多的大
师，钱君匋先生会作诗填词，刘海粟先生、王蘧
常先生、陆俨少先生的学问也是超一流的，来楚
生、叶潞渊二先生的人品是他永远的楷模，“我
记得陆俨少先生在浙美上课的时候曾经说过，
四分读书、三分学字、三分学画。对于我们这代
人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

生活低调 追求朴素
“我的艺术观是追求朴素，我始终觉得最高

的美是‘朴素’。”在日本近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使
陈茗屋先生对日本书法界有着深刻的认识，他
认为值得国内书法篆刻界学习的地方———保持
传统，“其实保持传统也是一种朴素，国内现在
有些篆刻作品过于追求形式讲究创新，反而将
其最基本的一些东西丢了。字画如人。有修养的
美人，用不着红衣服绿裤子，微微一笑，一举手
一投足，无不迷人。化了浓浓的妆，染了怪怪的
头发，还要搔首弄姿，这字画大灵不灵了。”

在许多人看来，在 %"'$年获得“全国篆刻
比赛”一等奖之后，如果陈茗屋先生留在国内的
话，说不定现在作品的市场价格可能会翻个几
倍。对此，陈茗屋先生只是淡然一笑，“我去日本
其实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出国前我是十二
中学的语文教师，但由于一个朋友的亲戚在日
本做生意，所以邀请我去办展览，结果去的频率
高了，就在日本住下了，当时在日本看到了许多
在国内看不到的篆刻资料，大大开拓了我的眼
界，很多事情不能只是看一时的经济利益，更要
放在对于整个艺术生涯的影响来看。”

陈茗屋先生有一方非常著名的闲章———小
刀一把战东洋，其边款是：“华侨以菜刀、剃刀、
裁缝刀闯荡域外，二十六年来，余仗小刀一把战
东洋，七转八起，屡败屡战，鬻印活妻子，可怜可
怜”。陈茗屋先生的艰辛、欢愉尽在个中。陈茗屋
还有一方为自己刻制的闲章，名曰“一瓢饮”，边
款刻“任凭弱水三千，苦茗只取一瓢饮”。他在生
活上十分低调，不为名利所困，由此可见一斑。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与陈茗屋先生畅谈了一个多小时，很难想

象眼前这位精神矍铄的长者居然在四年前做过
胃癌手术，目前仍旧处于调养阶段。乐观、豁达、
开朗，在陈茗屋先生的人生信条中，绝对没有
“悲观”二字，“一个人只有快乐了才会有朋友，

与他人要分享快乐而不是痛苦。”
近年来，陈茗屋先生编撰了不少书籍，像

《陈茗屋书前后出师表》《墨缘———陈茗屋先生
书法篆刻作品》等，从这些书籍中由其好友撰
写的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朋友的那份
真诚。澳门日报社长曾经写道：“虽然茗屋挟艺
游食四方，但他对于文艺界朋友，并不像某些
颇有名气的艺人那样崖岸自高，或是像如今商
品大潮的逐浪者充满铜臭味。我不喜欢叨扰别
人，只是出于爱好，送上石头，他总是有求必
应。”

不仅是对于有志趣相投的朋友不计较利益
得失，在面对公益活动时，陈茗屋先生也是积极
捐献自己的佳作。在去年上海书画善会首届慈
善义拍上，其捐出的一对印章受到藏家的追捧
拍出了高价，在陈先生看来，这比商业拍卖会更
有意义。

以前，陈茗屋先生每年都会出一本自己的
作品集，像《半粟印集》等，这些印集不仅是这一
年其篆刻成果的展现，往往也会有陈先生的许
多妙文。《半粟印集》内有其自题短序一篇，“篆
刻之工放犹词曲之婉约豪放，风格不同，标准亦
异。小林者流以吴缶翁风评黄倦叟印，何异强林
妹妹唱《我们工人有力量》！半粟陈茗屋。”读来
颇有意思，更不乏道理。

由于种种原因，出版计划曾经中断过一段
时间，但是在今年，陈茗屋先生准备重拾计划，
像《墨鸳鸯集》就已经在紧锣密鼓地安排之中。
陈先生平时喜欢把自己看到的佳联记下，写成
对联，目前已经积累了近百幅，希望通过再补充
一些，在这本书籍中充分展现。另外，受到澳门
民政总署的邀请，陈茗屋先生也准备在澳门举
办一次篆刻个展，陈列七八十方印章，目前陈先
生日常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筹备此次展览。

陈茗屋先生坦言，将上海篆刻推向全国，将
海派艺术发扬光大，仅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
远不够的，他希望更多对于篆刻有兴趣的人能
够共同努力，延续海派篆刻以往的辉煌。

陈茗屋：精篆人生知不足
篆刻，先要有篆，之后才

是刻。篆刻艺术之所以丰富
多彩、流派纷呈，其中一个重
要的因素，就是入印文字的
形体美在起作用。人生何尝
不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四年
前做了胃癌手术的陈茗屋先
生来说，虽然在一段时间内
久卧病榻，却有了时间多了
思考，更是觉得在学问上和
艺术上要“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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