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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蘸墨彩描绘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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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最佳本《集王圣教序》竟有衍误艺坛
鸿爪

书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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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
独具

在佛教盛行的初唐，写经立碑等佛事层
见迭出。唐玄奘西行取经归来后，唐太宗李世
民和唐高宗李治分别为其所取佛经译文作
《序》和《记》，圣教序文由此而成。唐太宗为铭
记这一“胜朝盛事”，便筹备将其刻于石碑之
上。此后共有四种圣教序碑流传至今，其中最
为有名的当属《集王圣教序》和褚遂良的《雁
塔圣教序》。这里我要讲的便是《集王圣教
序》。
《集王圣教序》是由怀仁和尚从王羲之真

迹中集字镌刻为碑而成。帝王文与书圣字的
完美结合，造就了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

作品。此碑历代屡经椎拓，存世拓本较多。传
世者以北宋拓为最早、最好，故历来收藏此碑
者都重宋拓。

在朵云轩碑帖课上，我们对三本代表性
宋拓本———传世最佳本、明库装本以及墨皇
本的出版物进行比较考据，却意外发现最佳
本某一处和其他两个版本有所不同。在原碑
第六行考据处，最佳本为“空之心长契神贞
敏早悟三”，其他版本为“贞敏早悟三空之心
长契神情”。不难发现，问题症结在于“空之
心长契神情”和“贞敏早悟三”颠倒了顺序。
为此我们特翻出一件能呈现原碑文顺序的

全碑拓本，并对照《圣教序》原文，最终确认
正确顺序应为“……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
心；长契神情……”。由此可以推断，最佳本
此处有衍误。

那为何传世最佳本会出现这样的特殊情
况？上海碑帖鉴定专家王壮弘先生在这本传
世最佳本的出版后记中写道：“此本明时为张
应召所藏，一九五八年余于沪上茂名路一旧
家征得……此乃宋时旧装。”据此我们可以推
断，最佳本很可能是在宋代装裱时便已弄错。
然而时间久远，难以考证，究竟是何原因，还
请各位专业人士指点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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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是我的师弟，同出沪上钱君匋老
师门下。匋师生前，不断有人上门请教，我
也陆续听到某人在说他是君匋老师的关
门弟子，我思忖这“门”怎么老不关!但世
态炎凉、人情冷暖。"#$%年君匋老师过世
后，一些成了名的求教者，从此在他们的
光辉历史中，只字不提君匋老师的名字，
转而攀附其他名流，可悲又可笑。我只对
那些有情有义，懂得感恩的人，心怀敬意，
并引为可以结交者。国强成名后，高调治
艺，低调做人，与人无嗔，凡有介绍其艺事
时，不忘师恩，这是我尊重他的首要原因。
其次，当然是我觉得他的印艺值得我学习
和推荐。
国强，号谷芗，斋名迟乐斋。少时即爱

好艺术，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

年，著名画家陶冷月的公子陶为浤先生成
了他的篆刻启蒙老师。后来，国强又参加了
“文革”后第一届上海青年宫的书法篆刻培
训班，指导他的是汤兆基、陈茗屋、徐云叔
等老师。出身“名门”，加上耐得住寂寞并勤
学苦练，基础扎实，所谓上海人说的“吃过
萝卜干饭”，自然出手不凡。之后，在 "$(&

年，同钱君匋老师及同学王荆龙，在大阪举
办了三人的书法篆刻联展，)$((年，以西泠

印社、君匋艺术院社名义，为匋师联系了日
本书道名家梅舒适先生，举办了二人的书、
画、刻联展，在日本引起轰动。那也是“文革”
后在日本较为成功的书法篆刻展。"$$*年，
受澳门市政厅邀请，他又陪君匋老师前往
进行艺术交流。)$$&年陪同君匋老师到香
港办展览。

舞台上有生、旦、净、丑，书法上有真、
草、隶、篆，绘画中有工笔、写意。故印章中
的吴昌硕、齐白石、来楚生等的雄厚写意
篆刻，与赵叔孺、王福庵、陈巨来等的工笔
铁线篆与日月同辉。当今印坛，颇多底气
不足却自诩创新的“印家”，其无根之木，
无源之水的作品，正在误导着众多的青年

爱好者，使他们认为，原来刻印这么简单。
而从我所认识的沪上徐云叔、裘国强等印
人及深圳鞠稚儒等的印作中，可以欣喜地
看到篆刻艺术中，一支重要的工笔元朱文
风格得到传承的光芒，尽管笔者所追求的
是吴昌硕、来楚生、齐白石印风。

我认为国强追求的工笔印风，可以与
众不同的，或者说比较属于强项的是他不
但善于刻石章，而且对常人所不能的在玉
质、翡翠、象牙等异型印材上大有作为。沪
上一代大画家唐云、黄幻吾等都曾得到他
的玉印。由于国强几十年的心摹手追，从
秦汉玺印及明清著名印家的作品中广泛
吸取营养，故所作布局精稳，用刀稳健，既
有传统的古意，又有其秀逸的清新之气。书
法篆刻中的线条乃作者的生命密码，印如其
人，基本功扎实，不做劣马乱奔。国强的元朱
文，包括其屈曲盘绕，布局得体的鸟虫篆印，
反映了作者的优雅宁静与世无争的人生态
度，给人的感觉，就可以用“静美”二字概而
括之。其隶书作品也同此风。读者可以从他
的作品中印证我此言不虚。
近日，海上印社有六人艺术展，看到国

强参展的一批精品印作，乐意写此小文向读
者介绍，并祝国强百尺竿头有更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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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识默轩欣赏黄宏疆的竹刻，几块留
青竹刻尤其夺人眼球：只见山峦叠嶂，松风
烟云，幽谷清泉++++++都在一片片薄薄的竹片
上表现出来。画意好，刻得精致，好似一阵
清风扑面而来。朋友说，黄宏疆在上世纪
(,年代曾是上海青年女排的主教练，因施
教有方为国家队输送多名优秀队员，后又
调任上海男排教练。排球从武行，竹刻为文
玩，两者的反差很大。
其实，黄宏疆从小就和艺术有缘分，有

事无事总喜欢画画刻石和雕砚。即便以后
进了部队，打上了排球，外出训练和比赛
时，也不忘带上刀笔和寿山石，一有空便舞
刀弄墨，自我陶冶。上世纪 (,年代初又有
缘成了现代海上名家沈迈士老先生的孙女
婿，得到沈老先生的亲授文辞与绘画，开始
步入正规的艺术之路，笔墨功夫日益长进。
在沈老先生最后的几年里，黄宏疆跟

随相伴，常随老先生出席各种文坛名宿和
画坛名家之间的雅聚和笔谈，有幸耳闻目
睹老一辈名家们精彩纷呈的诗词唱和与临
池挥毫，又得他们的指教和传授，这样的福
分实在令人羡慕。当他迷上了留青竹刻后，
篆刻大家钱君匋先生专门传教刀法给他，
还为他题了“得古之法”，以资鼓励，让他深
受感动。
自教练岗位退下来后，时间宽裕了，他

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留青竹刻的艺术创作
中去。为了觅到竹节长、密度好的竹刻材
料，这么多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浙江、安徽、
江西、福建等地的大小竹乡。上世纪 $,年
代末，在朋友们的怂恿下，他拿了两块竹刻
作品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参加了上海的艺术
展览，居然一炮打响，还得了奖，让他一发
而不可收。

! ! ! !提到陈国兴，著名山
水画家王克文对自己的
这位爱徒连声夸赞：“国
兴画画勤奋，成绩突出，
进步显著。”国兴自上世
纪八十年代中期师从王
克文学习山水画，几十年
来经常跟随老师去各地
写生，理论结合实践，既
丰富了创作素材，又锻炼
了造型能力，逐渐形成雄
健清逸的风格并于 -,"-

年入编《上海书画篆刻家
名典》。-,"*年，国兴在
朱屺瞻艺术馆成功举办
了个人画展，获得同仁高度评价。中央电
视台旅游卫视还为其做了专题访谈。

国兴年轻时曾深入贵州山区插队十
年，纯净古朴的原生态山水自然风光在他
年轻的心灵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当
他后来拿起画笔时，多年来累积在脑海中
的画面记忆数据库自然而然就打开了，化
成笔墨源源不断地流淌于画面中。知青岁
月丰富了国兴的人生阅历，也使他更懂得
珍惜光阴，发奋努力。国兴的好学使他总
有机会得到名师指点，像汪家芳老师也曾

指点过国兴，令他获益匪浅。
画画是画家的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

的过程。中国的水墨画尤其山水画，已非
常有高度，同时又是一个很大的画科体
系，笔墨从古代发展到现在，已达到顶峰。
笔墨当随时代，对画家而言，更要注重的
是如何把传统笔墨与当今时代背景相融
合，笔墨依附着背景，要适应和表现当今
时代的审美趋向。讲到风格形成，国兴认
为，一个画家形成自己的面貌，不能强求
硬做而成，而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自然

而然形成，且一定是
结合了画家自身的
修养表现出来的。好
的风格面貌要使人
看了感到有正面的
力量，健康的气息。
国兴日常除了画画，
喜欢读读诗词，听听
古典音乐，增加艺术
修养，同时他也积极
关注社会民生。习总
书记讲，要弘扬民族
文化，青山绿水就是
金山银山。国兴画画
时总想着怎么画出

一种健康向上的力量，反映出这个时代欣
欣向荣的大好河山。国兴说：“我们这一代
人吃过苦，但也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
虽然我每天画画的时间很有限，但我总是
力争把有限的时间转化为最大的效率和
收获。我对生活的态度是‘知足常乐’，对
艺术的信念是‘自强不息’。我对自己充满
了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新时代新风貌，我们期待画家陈国兴先

生，在深入研究传统绘画的基础上，积极开
拓新思路，饱蘸墨彩，创作出时代的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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