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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

! ! ! !不记得小学几年级开始，书包
里放过一种黑橡胶制成的砚台和
一锭学生墨，上写字课时拿出齐刷
刷地磨，沾满墨污的手拿着几分钱
一支的毛笔，按照描红簿上的颜体
字，一个一个地描，这也算是书法
的启蒙教育吧，后来写字课作业改
写钢笔了，不知不觉把毛笔砚台都
丢弃了。

再次拾起毛笔则是近十年的
光景，对我而言，用毛笔写字好像
是介于痛苦与快乐之间的一种游
戏了，痛苦的是每次提起毛笔犹如

千钧，手指全然不听使唤，写出的
字个个死蛇僵蚓，虽已购置过法书
名帖盘桓了数年，依然不成字。事
实上精于书法者，半由功力、半由
天分，既然自己天分不足，那玩玩
写字的毛笔总行吧。

苏子美尝言：明窗净几，笔砚
纸墨皆极精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这种乐事想必也是我的追求之一。
书法本来就不是尽人能精，也不一
定要人人都会写毛笔，毛笔式微已
是不争的事实，我反倒更加钟爱起
名家制作或名人订制的毛笔。

前人重笔因为它是传统书写
工具，历来榜居文房之首，今人爱
笔则出于赏毫兼赏管，明清遗留的
旧笔遂成了收藏的古玩。

前日大雪，窝在了书房，望着
案头琳琅的文玩，竟也心绪宁静愁
意尽消，但凡有了名砚名纸和名
墨，名笔是断不可少的，眼下数十
款是我近年收集的李福寿、老周虎
臣、李鼎和等民国笔庄和名匠徐葆
三制作的佳笔，也有沈尹默、黄宾
虹、冯超然等书画大家用过的毛

笔，材质有竹木、牙管犀皮漆等。当
中最有名的还数一支张大千用的
“大风堂选毫”，说起这支笔也颇
有来历，首先是张学良的遗物之
一，得之于去年北京一家拍卖公
司中的“定远斋”专场，成交价
也超出一张“沪牌”的价格，而
且是国画大师张大千自己定制的
专用笔。大千先生在制笔用料方
面十分讲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他早年曾在国内一些知名
笔庄定制画笔，中年后游历海外，
主要在日本的“玉川堂”、“喜屋”和
“高诚堂”几家定制毛笔，他最钟爱
的还是“玉川堂”所制“山马笔”，它
的笔毫采取的是生长在日本东北
岩手、长野、九州岛山马的尾毛，其
生长期横跨四季而极富弹力，因量
少限产故特别的珍贵，大千即以
“大风堂选毫”为名，专门定制从特
大号至四号一批精良的长锋山马
笔，并用此笔题了“锐齐健圆”、“得
心应手”两块匾额赠与“玉川
堂”，无疑给了“玉川堂”以最高
褒奖，大千有时也拿此笔作为伴

手礼馈赠台湾政要，张学良的那支
毛笔想必就是大千所赠。

那时艺坛还广为传颂一段毛
笔情缘的趣闻轶事，!"#$年张大千
旅居巴西期间，曾委托朋友在英国
某郡牧场从上千头黄牛的耳内采
集到的一磅绒毛，带到东京的“玉
川堂”、“高诚堂”和“喜屋”三家笔
庄制成 %&支“牛毫笔”，命名为“艺
坛主盟”，并赋诗一首：“雄狮百胜
恣横行，执耳升坛众与盟。所向从
来无劲敌，敢从纸上笑书生。”大千
先生将这批笔除自用外，还寄赠包
括毕加索在内的画坛故交谢稚柳
等人，而赠给谢老的那对笔，竟辗
转十年后方才到谢手，谢专为此赋
诗：“十年风腕雾双眸，万里思牵到
雀头。英气何堪揺五岳，墨痕无奈
舞长矛。蛮笺放浪霞成绮，故服飘
飖海狎鸥。休问巴山池上雨，白头
去日苦方遒。”两支毛笔心系着两
人的半世情义，一时传为佳话。

大千先生往往对自己秃废的
毛笔采取集中埋葬处置的方法，
在旅居巴西的“八德园”、美国的
“环荜庵”两处园林中均筑有“笔
冢”，取东坡“笔成冢，墨成池”
之意，葬笔千支，经常踱步于
“笔冢”前沉思，其对笔之敬、之
爱、之痴可见一斑。

! 王金声

张大千的定制笔

! ! ! !作为著名花鸟画家
钱行健先生的入室弟
子，印良的工笔画基础
可谓是稳扎稳打、技法
精到。
早在 '"($年，印良

就以一幅工笔花鸟《报
新春》获得“江南之春”
画展二等奖。也正是这
幅作品，受到钱行健先
生的格外赏识，将印良
收入自己门下。在钱老
的指点下，印良的绘画
功力迅速提高，突飞猛
进。某次，钱老看了印良
的作业后，非常高兴，赠
予印良一幅自己的画作
（见图），叮嘱他要多临
摹古人作品，把画画当
作终生事业来认真对
待，不要埋怨没有机会，
是金子总会发光。

良好的绘画基础，
加上钱老后天的精心调
教，使得印良笔下的花
鸟，突破传统工笔花鸟
画一味单纯追求细腻的手法，形成
他自己独有的风格。该细腻的地方，
他用一根根线条交待清楚；该蓬松
的地方，他用写意手法挥洒自如。工
笔里面兼有写意，这种形神兼备的
创作手法，让一花一鸟透出灵秀之
气，宛如优美小诗。
在学艺的过程中，印良收获的

并不仅仅是绘画技巧和风格，钱老
身上那种自强不息的精神也深深鼓
舞着印良，使他在对新海派花鸟语
言的探索和追求上培养出一种孜孜
不倦、积极向上的态度。中国花鸟画
历经各朝名家的创新发展到今天，
无论是笔墨技巧，还是构图意境，都
已被赋予崭新的时代风貌。钱老告
诉印良，中国的花鸟画不要简单理
解为只画一朵花、两只鸟，它应该承
载着画家对生活，对世界的理解。
钱老的艺术观、美学观直接奠

定了印良的创作理念，那就是艺术
要为人们带来美好和快乐，滋养人
的灵魂。印良笔下的花鸟，是喜气
的，也是吉祥的。卖画四十载，印良
所接到的订单源源不断如雪片飞
来，其中道理很简单，人们喜欢看到
喜气和吉祥的花鸟。市场需要雅俗
共赏的艺术。
如今的印良基本上每天都要作

画至深夜。夜深人静之际，劳作于灯
光与黎明之间，一笔一笔描绘着那
个属于他自己艺术生命中的“自然
世界”。明哲而又痴心。
正如所有职业画家一样，印良

回忆自己走过的艰辛，更珍惜今天
来之不易的成绩。印良动容地说到：
“人品和画品是挂钩的。人品的高度
决定着画品的高度。我的艺术人生
理念也恰恰正是钱行健先生对我的
当年教诲，画好画，做好人”。
这是一个画家跨越了艰辛后所

获得的巨大自信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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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平生就欣赏喜爱铁画轩的作
品，有机会就收藏几件，尤喜其文
房类的器物。此类作品大都精致脱
俗，意趣盎然。这件段泥圆形格碟
作品就是在宁波古玩市场淘来的
（见图）。此格碟泥料纯正，器型规
正端庄，大小合宜，盈手可握，别致
可爱，其直径 )*+,，内径 )-+,，圈
足直径 (+,，高 ./%+,。圆碟中间一
分为二，隔断为八卦阴阳形；外壁
肩部镌刻着“睛成破壁灵飞去”七
个草体大字，落款为“时在乙丑，玉
道人并刻”，内壁为二次入窑低温
烧制的开片白釉；碟底钤有方形篆
体阳文印章“铁画轩”。显然这是一
件戴国宝作于 )"*% 年的晚期力
作，迄今也有 "&年的历史了。

紫砂格碟器的形状呈多样性，
笔者就收藏有四方形、长方形、椭
圆形、花形、扇形、几何图形等，器
物中间都有 *至 $个左右的隔断。
格碟一般用途为书画家用于创作
时的涮笔、蘸水或调色。刻词“睛成
破壁灵飞去”源于“画龙点睛”的故
事，说的是南朝梁代大画家张僧繇
特擅画龙，梁武帝请其在金陵安乐
寺的墙上画龙，他画了四条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的龙，但都没点眼睛。
众人不解，怂恿他点上龙眼，他刚

点了两条龙的眼睛，顿时电闪雷
鸣，两条龙便破壁腾空飞去。此典
故后常被用来比喻写文章或讲话
时，在关键处用几句简明扼要的话
点明实质，使内容更加生动传神。
试想一只刻有典故、箴言、警句的
格碟，放在书桌案头，其对于书画
家构思、创作的影响，不啻为涮笔、
蘸水和调色的功用，还隐含有座右
铭式的励志、审美、寄托、启智、警
醒等效能。

戴国宝，字玉屏（)(0%—
)"12），著名紫砂商号“铁画轩”的

创办人、紫砂陶艺人。他本是刻瓷
名手，能书善画，擅长治印，与吴石
仙齐名，以双钩法用钢刀在瓷上刻
绘，名扬江南。民国初年他在上海
创办了蜚声中外的“铁画轩陶器
号”（该店现已迁至上海豫园），专
营宜兴紫砂陶器名品。“铁画轩”的
作品一般署名戴国宝本人的印记
（印章或刻款），如“戴氏”、“铁画
轩”、“玉屏”、“玉屏主人”、“玉道
人”、“访雪”等。同时，戴老板不仅
自己艺术品位颇高，而且还慧眼识
才，知人善任，曾先后聘用了一大

批宜兴著名紫砂艺术家和陶刻师
为之创制名作，如范大生、程寿珍、
俞国良、吴云根、陈光明、李宝珍、
胡耀庭、强义海、王寅春、顾炳荣
（顾景舟之父）、潘柏寿、陈少亭、邵宏
俊、饶寿川、谈泉明等。所以，各类紫
砂作品上也常常署其所聘的名家
高手的姓名。由于他熟谙市场营
销，目标市场定位于海内外中高档
客户，其销售的各类紫砂壶、瓶、
鼎、尊、炉、筒、洗、罐、钵、盂、盘、碟、
盆等作品大都符合时代欣赏要求，迎
合满足了文人达贵的审美情趣，作
品追求器形精雅多变，古朴典雅，镌
刻的书法和图案也极富文人气息，
所以铁画轩出品皆为市场佳品，广
受海内外紫砂爱好者的追捧。

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戴国
宝是 1-世纪中叶前中国一名既熟
谙艺术品经营管理，又懂得紫砂艺
术属性、且能自制自画自镌紫砂器
的不可多得的“老板艺术家”。正是
有了像他这样一批有胆有识、多才
多艺的老板及商号（如吴德盛、陈
鼎和、葛德和、艺古斋、毛顺兴等）
的苦心经营、竭力推广，才使得中
国紫砂传统艺术之光得以代代相
传，发扬光大。历史应当牢牢记住
他们。

! 蔡一宁

别致的紫砂格碟

! ! ! !日前，我参加了由作家金志远
老师组织的原工作单位在化工局
的文友笔会，坐在我旁边的老者竟
是王森老师！他是我儿时一直学习
背诵的一首“戴花要戴大红花，骑
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
听话要听党的话”诗歌的作者！

交流中我知道王森老师虽然
已年届耄耋，但一直笔耕不辍，经
常有诗歌见诸媒体。最近还应有关
出版单位的邀请，在参与编写一本
有关上海民歌的史学书。突然，我
想起自己收藏的《)"%"·上海民歌
选》精装本书，那是我老妈在那个
热火朝天的年代中读扫盲班时花
)/1元钱买来课外阅读的。记得这
是我家当时唯一一本除教科书以
外的书籍。于是我立即告诉了王森
老师，王森老师一听非常感兴趣，

他正在四处找寻该书作资料呢，于
是我俩当即约定了送书的时间。

这本精装书仅发行了 %---

册，共收录了 ))$首由当时老百姓
自己创作的民歌和蔡振华、董天
野、张乐平、沈柔坚等著名画家的
整版彩色配图 )%幅，除序歌外，有
颂歌、工人歌谣、农民歌谣、战士歌
谣、其他方面歌谣、革命传统歌谣
等六辑。其中每一首歌谣都有着那
个特殊年代火一样的热情、水一样
的柔情、海一样的深情。

不过，关于这本书还有一个曾
经让我心惊肉跳的故事：

四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工厂
大礼堂里正召开批斗大会，台上几
个斗批对象低着头轮番接受造反
派们的批判与声讨。我和与会职工
一样，只能是老老实实正襟危坐，

接受着“教育”。突然，两位厂武保
组的人神神秘兮兮地钻到了我面
前，说让我马上出去一次。

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大
礼堂的。当好不容易跟着那两个人
来到了厂门口的传达室，只见厂武
保组的负责人正坐在里面，一脸严
肃地看着我：“这是寄给你的吗？”
我顺着他的声音看到了他手上拿
着一包用旧牛皮纸封好的邮件，也
看到了上面清晰地写着“马蒋荣
收”几个字。噢，我立即看出那是我
参军弟弟的笔迹。不知道弟弟寄给
我的是什么东西？当我走近一步想
从这位负责人手中取回我的邮件
时，他条件反射似的把手缩了回
去，并且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
说：“这是些什么书？你要老实讲！”
我说：“我不知道啊。”接着他又说：

“那么你当着我的面拆开！”我只能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撕开了包装
纸，谢天谢地！原来是弟弟在春节
探亲时拿走的一本 %-年代初出版
的《山水素描》和这本《)"%"·上海
民歌选》，因我弟弟他们的部队调
防，所以寄回给了我。

%0年前的《上海民歌选》! 马蒋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