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刘小虎与剪纸结缘受益于
母亲的启蒙。小虎的母亲年轻
时有一手剪纸好手艺，逢年过
节，邻居们会找上门来请她剪
些窗花，图个喜庆。年少的小虎
最喜欢看母亲剪纸，看多了就
培养出了兴趣，有了动手的欲
望，跃跃欲试。有时候母亲不在
家，碰上登门求剪纸的，小虎就
代剪。结果这一剪就剪出了自
己的艺术人生路。母亲的剪纸，
传统元素多，具老派美。小虎则
在传统的基础上，加进现代元素符号，表现形
式更为简洁、新派，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小
虎剪纸的名声自此渐渐传开。
对小虎来说，剪纸是他接触最早也是最

早掌握的技艺，随着年龄增长，他又迷上了书
画篆刻，成为一个“多面手”，游走于各项艺术
之间，借鉴各项艺术之长。他在剪纸手法上的
处理借鉴于他在绘画中养成的观察力以及在
篆刻中形成的布局掌控力。剪纸是精细活中

的精细活，像头发丝一样的线
条已不能用剪刀剪，只能用刻
刀刻。小虎最大的梦想就是用
三年时间剪出一幅《清明上河
图》，但想到其中的难度，就心
有余力不足。小虎平日创作剪
纸，手机电话皆关掉，闭关。一
个电话进来，思绪被打乱，下一
刀就要受影响，一根线条断掉，
前功尽弃。所以小虎的“清明上
河梦”可谓是任重道远。

说到对剪纸的前景希望，
小虎认为，剪纸本是乡下人的艺术，社会底层
的百姓接触不到字画更玩不起字画，但他们
也喜欢美，追求美，于是自然而然地拿起剪刀
剪出心中的美好，表达对美的向往。小虎说：
“剪纸属于民间艺术范畴，理所当然扎根于民
间，人人能看懂，人人能参与，贵在淳朴自然。
只有在民间大力推广宣传引导，剪纸艺术才
能走向大舞台。‘清明上河梦’只是我的小梦，
剪纸艺术的创新和繁荣才是我的大梦”。

! ! ! !我藏有几幅江寒汀先生的画稿，每
当见到，脑中时常浮现其堂弟江石邻先
生身影。江石邻先生生前喜欢说笑，画
风很大气，做人和绘画一样，潇洒浑厚，
很是得人敬重。上世纪八十年代江石邻从山东
退休回沪，我俩住得很近，走走几分钟，那时一
有空便到江老家去坐坐，看他作画与他谈笑，
那时江老家去得人也不多。随着城市的发展，
在江老先生的住处建起了延安路高架，江老家
便搬到了梅陇，这一搬，去的次数也就少了很
多。但每月我总要抽空去一两次看望他，他也
总留下自己喜欢的作品，让我帮去装裱。
一次到江石邻家，江老拿出几张旧稿和

我说，这几张是江寒汀的画稿，在山东画的，
当时上海中国画院到山东采风，山东美协就
叫江老陪同，江老就一直陪着堂兄江寒汀王
个簃等人，江老从小由堂兄江寒汀照顾着，也

跟随江寒汀学画，在绘画上，从小就打
下很好的基础，一生就以绘画为终身事
业，在陪同中也时时没有忘记多向堂兄
求教。一天看到一只鸟站在树杆上，王个
簃老先生笑着说，山东的鸟真大，江寒汀
说这鸟漂亮入画，江老即问堂兄这叫什
么鸟，江寒汀笑答不知名就叫山雀。晚上
江寒汀先生拿纸，叫他站在旁边看着怎
样画这只鸟，果然画得栩栩如生。

这些画稿没有签名、盖章。江老
就叫我去江寒汀之女圣行家去加章，
并说当时绘画不像现在一切都讲个价，
过去就是好玩，娱乐的同时提高自己
的艺术的修养。

当这些画稿加章后放在家中好几
天时，一日巧得很，陈鹏举先生来我家，
见这些画稿连说画得好，现在无人能
及，我说这肯定的，这是江寒汀给其堂
弟的稿子，是叫我请江圣行补章的。鹏
举叫我将其买下，我说不好意思开口，
鹏老说，世上只要买卖公平，再说你们

一场相交，问他是否愿意卖，只要愿意，多付
一点钱给老人家便可，我想想也是，后我问江
老这些画稿能否卖给我，江老说你喜欢就拿
去吧，我说钱一定是要付的，不要钱我是肯定
不会要的。改日我便和江寒汀女儿约好一起
到其堂叔家，在江老家一起聊江寒汀平生的
点滴趣事，后江石邻先生就将这几张画稿给
了我，我又叫江老在画上写了几个字。临走时
我将钱给了江老，大家均未谈过多少钱，一切
都按良心做事。我和江圣行一起回家，路上圣
行还说，你钱好像多付了一点，没有这么贵
的，我说圣行啊，不能让老人家吃亏，我是图
个心安，再说几张画稿，一段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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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道光五年（!"#$ 年）十二月十
九日傍晚，龚自珍专注地摩挲着一
方玉印，眼神中荡起一丝从未有过
的满足感，抑不住狂喜长吁了一声%

“终于到手了！”八岁的长子孝拱抢
去看了看，随手扔在地上，父亲揪
住他打了几下，训斥道：“小祖宗，
这可是老子花五百两银子换来的
哟！”其实这笔交易还另加了一部
宋拓那也值不少银子的。玉印的物
主原是嘉兴的文鼎，是位能画、善
刻的行家，又精于鉴别，对这方玉
印也钟爱有加，当然不肯轻易脱
手，那究竟是方怎样的印呢？
相传此印为汉成帝妃子赵飞燕

的遗物，纯白玉所制，凫钮，缪篆四
字“緁伃妾娋”，入手宛若凝脂，是件
可遇不可求的稀世之珍，自面世以
来便生出许多故事来，吸引着历代
文人争相垂涎，清人孙诒让所记最
早为北宋画家王晋卿所得，便认定
是赵飞燕旧物，元时在顾阿英金粟
山房，明嘉靖年进权相严嵩之手，严
氏籍没后流入项子京“天籁阁”，万

历年间被李日华所获，曾把此印比
作和氏璧：“汉宫赵飞燕緁伃时印，
不知何年流落人间，余爱慕十余载
始购得，藏于六砚斋，为一奇品，永
为至宝，若愿以十五城，岂能易也？”
孙辈散出入嘉兴文鼎囊中，平湖朱
为弼有《咏文后山所藏汉赵緁伃玉
印》：“后山雅似文三桥，阁开清秘邻
紫桃。紫桃轩中一方印，入手换却青
琼瑶。当年姊妹联春宴，娇殊赤凤无
人见。何时手截素鹅肪？鸟体绸缪似
飞燕，燕子飞来风自芳，纤腰携佩杂
明珰。细看小点黏红粉，曾写新歌钤
绿章。”此印历经宋、元、明、清流传，
到了晚清偏偏又撞见龚自珍，龚官
京曹时见此印蜕，眼中顿觉一亮，这
不正是传说中赵飞燕玉印吗？脑海
中即刻浮现出一个身轻如燕、曼妙
多姿的赵緁伃，为了这方魂牵梦萦

的玉印，几经周折，最终花了五百
两白银和一部海内孤本宋拓的《娄
寿碑》从文鼎手中易归。
龚自珍获印后喜极，考为孝武

钩弋夫人亦姓赵氏，而此印末一字
为鸟篆，鸟之啄三，鸟之趾二，故知
隐寓其号矣，决为赵飞燕遗物，视作
奇珍，睡觉时也搂着玉印同眠，在完
成一篇《玉印说》后兴犹未尽，因赋
四律：“寥落文人命，中年万恨并，天
教弥缺陷，喜欲冠平生，掌上飞仙
坠，怀中夜月明，自夸奇福至，端不
换公卿。入手消魂极，原流且莫宣，
姓疑钩弋是，人在丽华先，暗寓拼飞
势，休寻《德象篇》，定谁通小学，或
者史游镌。夏后苕华刻，周王重璧
台，姒书无拓本，姬室有荒苔。小说
冤谁雪？灵踪閟忽开，更经千万寿，
永不受尘埃。引我飘飖思，他年能不

能？狂胪诗万首，高供阁三层，拓
以甘泉瓦，燃之内史灯，东南谁望
气，照耀玉山棱。”并广征寰中友
人互为题咏，还准备在昆山之玉山
一侧筑三层的“宝燕楼”来存放玉
印，无奈龚嗜赌成性，自鸣其赌学
之精，然逢赌必输，筑楼未果，最
后玉印化作了赌资。
龚氏后又经道洲何绍基、粤东

潘仕成“海山仙馆”递藏，估客何昆
玉以三百金售予潍县大金石家陈介
祺，推为簠斋“万印楼”之冠，尤足珍
秘，欲得原印钤拓，非十两银子不
办，撩人的终究还是汉宫里那位轻
歌曼舞的赵飞燕。进入民国后，陈氏
后人将印卖给了大总统徐世昌的弟
弟徐世襄，中间还曾有过张学良将
军欲购赵飞燕玉印赠赵四小姐的插
曲，终因东北沦陷，张怕背负“不爱
江山爱美人”的骂名才作罢。五十年
代初徐夫人将此玉印售予故宫博物
院。经博物馆研究人员释读，谁都未
曾料到，终“娋”而非“赵”一字之误，
印主竟然不是赵飞燕，围绕她近千

年的浪漫故事就此戛然而止。
鄙藏“緁伃妾娋”原印全形朱钤

墨拓，为徐世襄拓赠者，顷由篆刻大
家吴子建先生鉴识，诚可宝也。

掌中飞燕玉精神
! 王金声

! ! ! !自 &"''年新疆古楼兰遗
址发现晋简的随后百年间，广
袤的国土下陆续发现并发掘
的简牍已逾二十五万枚，其
文字达数百万字。这是迄今
能直接触摸并观赏到的最古
老、最可靠的古人墨迹实物，
它的出现澄清了书体变化的
历史疑问，填补了由秦至汉
书法真迹的空白。
所谓“简牍”，是指在纸张

发明之前，古人用以记录文字
的竹片、木片，竹为之简，木为
之牍。简牍的产生可上溯春秋
战国，盛行于秦汉，下迄魏晋。
简牍文字的书体则以隶为骨，
上承篆书遗意，旁兼真、行、草
诸体。其书风古朴率真，奇趣
肆姿，各种笔法孕育咸备，完整而形象地展现
了汉字形体的演变过程、风格样式以及当时人
们的审美情趣。汉代简牍，从传统文字书写的
发展进程而言，当时民间书写文字正处在一个
化篆为隶和化繁而简的过渡时期。手书简牍墨
迹，则再现了篆变、隶变、章草、今草、行书、楷
书等字体的起源和它们之间孕育生发、相互作
用的动态全貌。由于为非书家书写，加上书写
者的情感宣泄与表达，故字体的风格和结构皆
因书写者及书写内容的不同而异彩纷呈。其特
点主要展现在点、线、面的随意发兴，心游所
致。或古质挺劲，或灵动苍腴，或含蓄古拙，或
刚锐遒劲；或时篆成隶，或时隶成行，或时
草成简。通过线条的穿插、揖让、顾盼、收放、
虚实、疏密等对立统一，浑然天成地表现出各
种书写意态，形简神丰，萧散淡远，张弛相
应，纵横奔放，将实用性上升到书写性灵的
绽放，尽显简牍书法的自然之美。

书法篆刻家陶经新是我父亲方去疾的入

室弟子，也是一位对简牍艺术
有着近乎偏执追求的性情中
人。数十年来，他在挥毫奏刀
之余，时时浸酣于两汉碑版、
简帛残纸之中，醉心钟情简牍
文字。那种个性彰然、充满活
力乃至野性的古人墨迹，强烈
地震撼了他对书法艺术所独
具的心灵，触动着他致力传承
中国简牍艺术的敏感神经。
《居延汉简》的工写兼备，急就
率意；《武威汉简》的刚柔并
济，灵动苍腴；《马王堆汉简》
的章法茂密，大气磅礴；《银雀
山汉简》的方整古雅，秀丽多
姿……秦汉之际简牍书风的
变化多样和异彩缤纷，使他长
长沉缅其间，似痴如醉，在残

编坠简之中采光剖璞，汲取精华。于是，就有了
通过以集字而再创作的方式向今人推介的《汉
简集字唐诗》、《汉简集字宋词》、《汉简集字对
联》字帖，以宣泄他对简牍艺术的感悟。其中因
简牍文字中匮缺的字，则依据简牍书写结构及
偏旁部首再造为之，并力求不失其韵味。综览
全篇，文字遴选严谨，部首组合妥帖自然，体势
呼应、章法布局统一且有变化，使之每幅作品
各显现出其独特的古贤遗风和节奏韵律，在字
里行间演绎着一种内含的张力。既符合现代人
的平面结构审美意趣，又展现了传统艺术与现
代意识流的交融，犹如一曲空灵的古典交响，
令人倍感赏心悦目和古拙苍茫的大气。
经新兄以恬静的心态和独特的艺术视角，

探寻古今文化的结合与弘扬，构架着超古典
通向当代的视觉桥梁，使现代人读懂古人、
品味古人的情趣，发思古之幽情。这样的性
情，这样的心境，这样的理念，在当今勃兴
的书坛中确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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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虎的剪纸梦 ! 胡海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