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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秋声《蛩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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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玺印学的奠基人罗福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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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福颐篆刻&西安碑林#

! 吴士娟制般若壶 乔勇摄

! ! ! !“仰慕贤达 会聚海上”师生书法篆
刻展 ! 月 "# 日—$% 月 &' 日在韩天衡
美术馆举行，此次展览由中国书法家协会
书法培训中心刘洪洋导师工作室同学联谊
会主办，参展作品 '%%多件，作品涵盖了篆
隶楷行草和篆刻等。作品根植传统，内容古
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代表了刘洪洋导
师工作室学员的整体创作水平。
韩天衡先生是优秀文化艺术的继承

者，又是一个时代的开拓者；同时，还是一位硕果丰盛
的艺术教育家。自 $!()年纳徒授课以来，近五十年间，
入室弟子计有三百六十余位，演绎出“韩流滚滚”、桃李
满天下的时代盛况。刘洪洋先生于 &%%&年拜入韩天衡
先生名下，在潜心向师学艺的同时，也继承师志，以己
之力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与教学做贡献。本次展览，
刘洪洋先生携学生 $(%余名，在韩天衡美术馆举办“仰
慕贤达 会聚海上———师生书法篆刻展”，既是对韩先
生多年教授的一次汇报展览，更是南北艺术的交流与
碰撞。
刘洪洋先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专业委员会委

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工作室导师，中国
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研究员、导师，西泠印社社员，
中国楷书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翰墨薪
传工程”首批专家组成员。自 &%%(年担任中国书法家
协会培训中心教授、工作室导师以来，刘洪洋先生十多
年的艺苑耕耘，硕果累累。近年来，刘洪洋导师工作室
先后举办了京东印社篆刻展、“相约磁州”、“走进献县
全国名家邀请展”等大型师生书法篆刻展，以及联展、
个展和网展 '%多人次。通过组织展览，不断促进学员
水平的提高。

! ! ! !立秋之声，当数蟋蟀，虫声起，秋
风怨，古人常有“有声之秋催人老”之
叹。而今换了人间，悲秋成了赏秋，蟋
蟀也成了人们生活中的调味品，钟家
隆笔下的长卷《蛩趣图》便是最好的解
释。

长卷为 &*+米，由“一蛩一世界”、
“闻声唧唧”、“秋蛩鸣纸”、“斗蛩”四部
分组成，各组配有诗文，图文并茂，读
来轻松。就拿“闻声唧唧”来说吧，画中
央五只蟋蟀，其中两只雄虫正准备搏
斗。瞧，两虫振翅鸣叫，双腿撑开，摆开
架势，继而两须一上一下相融，龇牙咧
嘴。钟家隆告诉我说：“我画蟋蟀，虚虚
实实，头实用中锋，翼翅用侧锋，宜实
得当，从而画出蟋蟀振翅时的节奏动
感。”
钟家隆除了画长卷之外，他还画

斗方，团扇折扇，或宣纸上，或绢上。一
幅《秋趣图》特别艳眼，画面上有三只
蟋蟀，两只碧眼红麻头相向对峙，它们
撑着粗壮圆长的腿节，闪着粗黑光亮
的触须，张着阔而薄额白牙，伸着阔厚
的桃皮项，展着光亮的白金翅，翘着粗
硬的尾须，准备格斗。而有趣的是“三
妹子”在一旁悠闲地观察着，它在选
偶，强者为王也许是“三妹子“所青睐

的。右边乃艳丽硕大的菊花簇拥，秋菊
有佳色，华润多姿，工笔蟋蟀，写意菊
花，深浅传神，颇有雅趣。钟家隆说：
“我取的画面并非全是高亢激昂的好
斗蟋蟀，有时而窃窃私语，谈情说爱
的蟋蟀，也有恩爱和睦一家的蟋蟀。
‘一蛩一世界’中，我画的就是雄虫求
爱的情景，雄虫温柔地发出‘唧唧……
安唧……的轻幽声，浅斟低唱，你会感
到温馨，亲切。”赋予蟋蟀人性化的描
绘，这也是钟家隆画蟋蟀成功的秘诀
之一。

一次，我们《海派文化》同仁钱亚
君邀原文联党组书记李伦新及著名教
授钱谷融先生相聚在城隍庙绿波廊，
当钟家隆展示《蟋蟀图》时，桌上的朋
友瞬时围聚在一起，犹如赏玩斗蟋蟀
一般赏玩该画，大家指指点点，异口同
声地说：“有灵气，如活的一样。”见多
识广的钱谷融教授也赞不绝口地说：
“惟妙惟肖，妙在传神，肖在画技，它勾
起了我儿时的回忆。”
读着钟家隆的纸上蛩趣图，我仿

佛听到了幽幽的秋声，那声音绝非是
欧阳修笔下的“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
而叶脱”的秋声，而是从金桂枝头上传
出的怡情乐性的韵声。

! ! ! !宜兴紫砂壶，是茶文化与紫砂文
化结合的产物。数百年来，供春、时大
彬、陈鸣远、惠孟臣、陈鸿寿、杨彭年、
邵大亨……乃至现代大名家顾景舟、
蒋蓉等大师手制的茗壶，让人在品茗
之余，细细把玩。正所谓：“壶中别有日
月天。”
近日，在壶友处看到一把好壶，让

人爱不释手。此壶一看就是中国陶瓷
艺术大师何道洪创制的启印壶，壶型
饱满，线条流畅，显得古朴典雅，稳重
大气。拿壶上手，壶上盖有“道洪传人”
“吴士娟”二印———此壶原来是何道洪
大师“首徒”吴士娟所作，果然有乃师
风范！再看壶身上镌刻了普陀山 !%高
龄的道生长老之题字：“般若”，遒劲有
力。般若（,! -"），梵语 .-/01/的音译，
意为“终极智慧”、“辨识智慧”，专指：
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终极

智慧，区别于一般的智慧。玩壶的有一
句话：“壶以字贵，字随壶传。”道生长
老的题字使这把壶更有了“茶禅一味”
的意味。

制壶高手吴士娟，$!+'年出生于
陶都宜兴丁蜀镇，$!2&年进入宜兴紫
砂工艺厂，已有 33

年的制壶经历。十分
幸运的是，吴士娟 $)

岁就拜何道洪大师
为师。在老师的精心
培养和指导下，她对
紫砂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不断钻研制壶
技艺，在紫砂陶艺的
创作和实践上取得
了可观的成就。她的
作品，圆润、精致、大
气，在传统味、民俗

味、金石味、文化味上的体现较为完
美。早年，她的作品就在江苏省第一届
紫砂陶艺节上荣获二等奖和三等奖，
她的“翠玉提梁壶”获得了中国国际壶
业博览会金奖。她的作品集实用性和
艺术性为一体，受到壶友们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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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代金石考古大家罗振玉一门，枝叶硕
茂，学术传家。罗氏五子，除次子罗福同早殇
外，长子罗福成、三子罗福苌、四子罗福葆、
五子罗福颐，劬古绩学，在西夏学、敦煌学、
金石学、玺印学、古文字学及异域方言等领
域，均有建树。其中建国后在学术界颇具影
响的罗福颐，一生致力于古玺印研究，著作
等身，是现代玺印学科奠基人。

罗福颐（$!%+—$!)$），字子期，别署梓
溪、紫溪，七十后自号偻翁。祖籍浙江上虞。

七岁时辛亥革命爆发，父亲罗振玉挈眷亡命日
本，年幼的罗福颐也一并随往。在京都八年，罗
福颐餍饫良箴，谨守诗礼之训。因家藏的古器物
数量、品类极为丰赡，颖悟超人、勤于钻研的罗
福颐开始对金石篆刻、古文字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十多岁时已将周秦两汉玺印文字合辑成《古
玺文字徵·汉印文字徵》各十四卷，以汇录古玺
文为专著，当以此为开山。建国初罗福颐在北京
任文化部文物处副研究员。$!++年，当晚清以
来古玺印大藏家陈介祺、陈汉第、陈宝琛、徐懋

斋、王锡璜成千累万的藏品转交故宫博物
院保管时，罗福颐参与接受、整理工作，并
建议：“古玺印之在今日，应作综合研究，
古为今用，如只蕴赎藏珠，殆非保存之意
义，亦负过去蒐集之苦心。”丰富的古玺印
鉴赏阅历和扎实的史学考释功底，使罗福
颐在古玺印研究中如鱼得水。他不仅眼界
开阔，还善于利用新出土的文物资料。他
的古玺印研究综合成果，较早发表于
$!('年出版的《印章概述》中。

从“文革”结束至八十年代初期，是
罗福颐古玺印学术研究的黄金时代，先
后出版了《汉印文字徵》、《古玺印概论》、
《古玺汇编》、《古玺文编》、《故宫博物院
藏古玺印选》、《近百年来对古玺印研究
之发展》、《西夏官印汇考》、《秦汉南北朝
官印徵存》等重要著作。他丰硕的学术成
果，使原先冷僻的古玺印研究演变为一
门综合、系统的专业学科，学术地位得到
了极大提升。各类古玺印印谱、字书的出
版，更如雪中送炭，及时缓解了“文革”后

篆刻资料匮乏的状况，对当代篆刻艺术的
复兴与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罗福颐除精研学术理论外，还嗜好刻

印，十余岁即将临摹的秦汉玺印得到了国
学大师王国维的称赞。家学的浸染，父亲扬
铸抑凿的理念和“一艺之微，亦当端其趋
向”的教诲，深深影响了罗福颐的篆刻审美
取向，所制仅限战国朱文小玺、秦汉铸印和
元朱文等规整一路，印风整饬冲和，典雅质
朴，但配篆、章法及用刀稍感拘谨，这与他
吸收传统的单一化不无关联。恪守秦汉印
风的罗福颐不涉明清一步，导致他也不善
镌刻边款。他对个性张扬的篆刻家吴昌硕
虽为称赏却拒绝效法，对齐白石更是大加
贬抑。这种审美差异，在民国以来大部分学
者型印人中普遍存在，推陈而不思或抵触
出新，也许是那个时代必然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