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东迈书法对联

! ! ! !吴东迈（!""#$!%&'）是
著名艺术大师吴昌硕之三
子，一生秉承家学，潜心艺
术，为人谦和，淡泊名利。他
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上海
中国画院画师；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首批馆员、上海文物
管理委员会委员、中国美协

上海分会会员、上海市书法
篆刻研究会会员。最近，“纪
念吴东迈诞辰 !() 周年书
画文献展”在上海笔墨博物
馆举办。

吴东迈先生幼承庭训，
早年就酷爱书法绘画。其数
十年摹写《石鼓文》，笔法沉
厚浑朴、笔力雄健苍劲，直得
昌老神髓，几可乱真。画作山
水、花卉，富古趣、重气韵，清
雅秀逸自有风貌，尤擅大写
意花卉。在训诂、词章、篆刻
等方面也均深有造诣。

吴东迈除了自身的艺
术成就外，更在传承吴昌硕
书画艺术、弘扬海派文化方
面有功。

一是承上启下、光前裕
后。吴昌硕有三子一女，吴
东迈是他幼子，而在传承吴
门艺术方面吴东迈属第二
代中佼佼者。由于他的言传
身教，自他之后，更世代传
承，人才辈出。他的儿子吴
长邺*吴昌硕之孙+，同样在
书画艺术上秉承了缶门书
画的精髓，也是上海市文史
研究馆馆员、中国美协上海
分会会员，曾任西泠印社理

事、吴昌硕纪念馆馆长、吴
昌硕研究会副会长，不仅在
国内颇受推崇，且名扬海
外，深受日本、美国、新加坡
等国人士的青睐。吴东迈的
孙辈（吴昌硕的四代重孙）
也都在传承家学方面多有
建树，可谓缶门传承成家
风，英才辈出硕果丰。

二是办校著书，传授艺
术。吴昌硕老人逝世后，为
使其艺术后继有人，当年东
迈先生毅然斥巨资，在贝勒
路望志路（现黄陂路兴业
路）创办一所“昌明艺术专
科学校”，延聘昌硕先生至
交王一亭先生为校长，并自
任副校长，司理全校教务。
校设国画系、西画系、音乐
系等，并延聘当时颇有名望
的潘天寿、贺天健、谢公展、
王个簃等任教师。数年中培
养出一批优秀艺术人才。他
生前还曾著书两部：《艺术
大师吴昌硕》（浙江人民出
版社 ,%-"年出版）与《吴昌
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年），还曾撰写多篇研
究其父艺术成就的学术论
文。这些著作都以其独有的

视角、丰富的资料，全面详
实地介绍了吴昌硕先生的
一生和艺术生涯，深得学术
界、美术界的重视。

三是无私捐赠，功德无
量。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上
海博物馆初建和浙江西泠
印社的恢复阶段，吴东迈多
次无偿捐赠大批家藏稀世
珍品，其中大部分属于国家
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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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金石书画颐
性养年，现代篆刻
大家中不乏寿享
遐龄、德艺双修
者，如齐白石、黄
宾虹、王个簃、沙
孟海等，皆年登寿
域。在苏州，更有
一位参得永年之

术的百岁人瑞张寒月。
张寒月*,%/&—0//1+，名政，字莲光，号

兆麐，别署寒月斋主、空安居士。江苏苏州
人。其父经营米行，诚笃信佛，又雅好书画，
受其熏染，张寒月自幼也好绘画，十八岁时
受印光法师传授开示，学道修行。后癖嗜篆
刻，在父执鲍南平的引荐下，趋至上海拜谒
吴昌硕，得缶翁教诲，并由其推荐又拜识了
缶门高弟赵古泥，时相请益，不数年已窥缶
庐堂奥。,%0%年秋，年轻的张寒月出版了
《寒月斋主印存》，李根源、王蕴章等欣然题
赞，摹习缶翁一路已深获好评。期间张寒月
结识了张善孖、张大千、叶恭绰、萧退庵、邓
散木、王个簃、张一麐等名家，技艺益进，声
名鹊起。三四十年代在苏州悬润治印，,%23
年一度在上海鬻艺，建国初重返吴门，六十
年代初先后参加了江苏省与苏州市书法印
章研究组，也迎来了他的篆刻创作高峰期。

以革命领袖与红色经典人物的诗词、
格言、笔名为题材，进行篆刻艺术创作，是
新时期下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一文艺政策定位的真实反映。自
,%1&年上海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组织会员合刻鲁迅笔
名之后，印人们压抑已久的印癖终于找到了释放点，并
藉此纷纷效仿。张寒月自 ,%&,年始，毕数年之功，刻成
鲁迅笔名印一百五十九方，书名印三十方，辑为《鲁迅笔
名印谱》，引起海内外印坛的广泛瞩目，被同里著名书法
家费新我称为：“固艺苑之新葩，亦革命之史补。如此精
心之作，谁不钦佩？”张谱所收的鲁迅笔名数量，超过中
国金石篆刻研究社近三十件，并在印侧详尽镌刻了该笔
名与著作发表的原始出处，具有重要的史料性。

当“文革”狂潮席卷全国，艺坛一片肃杀之际，热爱
梓里，对篆刻艺术痴迷不已的张寒月躲进小楼，韬光晦
迹，以举世闻名的苏州园林景观为专题，默默进行着一
系列的组印创作，篆刻了《苏州风光景名印石刻》及《虎
丘》、《沧浪亭》、《寒山寺》、《网师园》、《曲园》、《耦园》、
《枫桥夜泊诗》等大量苏州风景名胜印，并在《苏州风
光》、《姑苏桥名》边款中，精心绘刻了各个园景风光，使
方寸之间，既寓文字之美，又得林泉之趣，也与苏州园林
小中见大、体现文人情怀的造园理念相通。

除苏州名园精华系列外，张寒月还刻制了《杭州西
湖十景名印》、《十二生肖印》、《名人肖像》等系列印，并
在耄耋之年吸收白描石刻及阴阳相参的技法，虔诚地将
佛教艺术与金石相结合，创作了《苏州东山紫金庵十六
尊者像》、《苏州西园寺五百罗汉尊者像》和《观音十二法
像》石刻，深得赵朴初、明开法师等佛教界名流的赞赏。

张寒月篆刻主攻缶翁一路，颇得雄浑古朴之意味，后
间参赵古泥，部分印作篆法劲健，且富有装饰性。丰额长
眉的张寒月天具寿徵相，其曾对笔者出示张大千为其所
写生头像，神形逼肖，活生生一个人间罗汉。漫长的近一
个世纪的印像、佛像，他一边操刀弄石，一
边长斋礼佛，既以金石养生，享受艺术创
作所带来的快乐，又清净养心，抛却人我
纷争，淡然地沉浸在理想永恒的世界中。
张寒月晚年长生久视，享百龄福寿，为古
来印人之冠。

! ! ! !说到曼生壶，就要说到古今两位
书画名家。一位是清乾隆三十三年
（,3&"年）出生的陈鸿寿，浙江钱塘人
（今杭州），他的篆刻出入秦汉，绘画精
于山水花卉，书法以隶书最为著名，是
清代嘉道年间涉猎广泛、造诣极高的
一位金石书画家，也是著名的西泠八
家之一。他在溧阳任知县时，会同幕客
江听香、高爽泉、郭频迦、查梅史等，在
公余之暇研究识别紫砂矿的优劣，设
计壶的造型，创制了壶型简洁、格调高
雅的十八种款式，由当时制壶名匠杨
彭年、杨凤年兄妹、邵二泉等制壶，并
由这批文人墨客在壶上作画、题铭文，
为紫砂壶开启了一代新风，带来了生
机。陈鸿寿将他高超的金石书画艺术
与紫砂壶艺结合在一起，使紫砂陶艺
更加文人化，将普通的日用工艺品升
华为艺术品。它既是泡茶的日用品，又
是艺术品，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艺术生

活化”。此举，可以说陈曼生是“艺术生
活化”首创第一人了。

陈鸿寿过后一百多年，出了一位
杭州唐伯虎———先父唐云（,%,/ 4
,%%.）。先父是当代著名国画大师、海
派画家领军人物之一，是颇有眼力的
文物收藏家和鉴定家。,%%.年先父仙
逝后，家人依照遗愿将他的作品和收
藏的书画、金冬心诗稿、曼生壶，册页、
折扇、砚台、铜镜等 ,%1件文物捐赠给
杭州市人民政府，现收藏于西子湖畔
的唐云艺术馆。其中八把曼生壶，是世
人瞩目的稀有文物，也是唐云艺术馆
的镇馆之宝。

现在八壶回归到唐云的故乡杭
州。八壶的制造者、将普通的生活器具
变成艺术品的陈曼生是杭州人，八壶
的拥有者、收藏者唐云也是杭州人。制
壶、藏壶都是杭人，其中的机缘巧合也
是上天安排的美意吧。二位先贤的事

迹、故事深深打动了又一位杭州人，就
是当今八壶精舍文创中心创始人刘钧
深先生。他采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
用点状软性无接触三维测绘法，用了
大约六、七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八把
原壶的无接触测绘工作。然后到专门
的机械加工中心，将原壶的立体铝模
复制出来，解决了壶型的问题，制壶匠
人有了一个可供参考的精准的实体壶
型进行摹制。刘钧深先生说：“希望以
开发摹古曼生壶方式，还原曼生壶的
生命力，让曼生壶的灵魂回到有温度
的日常生活中，让更多的现代人有机
会触摸这些会呼吸的器物，感受到从
陈曼生到唐云所传承的生活意趣。”曼
生壶中有乾坤，千秋大业一壶茶。八壶
精舍文创中心以摹古曼生壶起步，进
而开发唐云高雅艺术的文创品。在此
祝贺八壶精舍文创中心事业如日中
天，蒸蒸日上。

! 张寒月篆刻!寒山寺"

! ! ! !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大学不仅拥
有一大批享誉中外的大师学者，其中更
有通晓书画的名家，如郭绍虞、朱东润、
伍蠡甫、吴剑岚等，就连担任过国家和大
学领导人的周谷城、苏步青先生也写得
一手好书法。复旦教授中最享盛名的王
蘧常先生，更是独步当代的书法大师。这
个优良的人文传统，于今在历史系高智
群教授身上又得以继承。

高先生与我都是恢复高考后复旦第
一批历史系学生，也是朝夕相处的好同
窗。本科期间，只知道他刻苦用功，喜好书
画，周末经常到上海杭州一带拜访请教书
画名家，偶尔也看到他写写画画。后来他
研究生毕业留校，专心从事上古史研究和
教学，书画艺术仅仅是业余爱好，限于鉴
赏和收藏。这两三年他重拾画笔，闭门研
习书画，很快取得出色成绩。他工于篆隶，
从石鼓文入手，上探卜辞钟鼎，下追秦汉
刻石，书风坚实朴茂。又以书法入画，擅长
海上大写意吴派花鸟，设色明艳古厚，线

条老辣披纷，构图饱满多变，渐显名家风
范。观其近作，既感惊诧，又在意料之中。
高先生虽非书画专业人士，但具备良好的
先天条件和深厚的学养，以及不可多得的
境遇。他父亲是福建著名金石篆刻书法
家，自幼深受家庭艺术氛围熏陶。文史方
面他是历史和国学大师杨宽和王蘧常先
生的得意弟子，又深得于省吾、裘锡圭、姚
孝遂、马承源等古文字和青铜器著名学者
的教诲指点，专业修为深厚，得到学术圈
的敬重认可。又因为弱冠求学期间就亲炙
江浙一批大画家如谢稚柳，陆俨少、朱屺
瞻、诸乐三、陆抑非、陆维钊、沙孟海、余任
天、沈柔坚等先生，尤其得到谢老的不少
指点，眼界大开，加之天性聪颖，人品敦
厚，勤奋努力，故此一旦进入艺术领域，就
能厚积薄发，触类旁通，很快崭露头角。

欣闻安徽文史馆本月二十三日将在合
肥赖少其艺术馆举办《高智群书画展》，特撰
短文致贺，并以海上知名文化学者、书法家
王运天贺词之句为题。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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