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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

﹃
暨阳三杰

﹄

—
—蒋廷锡

、杨沂孙

、赵古泥作品展

本报讯 通讯员 姜振 4 月 22
日，正逢上巳节，由中共张家港市委

宣传部、张家港市文体广电和旅游

局主办的暨阳书画社成立仪式以及

“暨阳三杰”——蒋廷锡、杨沂孙、赵

古泥作品展开幕式，在中国书协名

誉主席沈鹏题字的张家港市永联村

举行，首期书法培训班、暨阳书法名

家雅集等系列活动同步亮相，力求

让书画艺术植根乡土，助力乡村文

化振兴。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华人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

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研究

员刘绍刚，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刘

涛，湖南大学中国简帛书法艺术研

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陈松长，中

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董正贺，《中国书

法》杂志社长朱培尔，《书法报》总编

毛羽等欢聚一堂，共庆暨阳书画社

成立之喜。张家港市副市长梁曦出

席活动并致辞。

有爱有善有美便精神富有。张

家港市暨阳书画社结社于永联村，

在苏州江南农耕文化园内新建了一

座专门的活动场馆，设置展览区、教

学区、研学区、阅读区等区域，将特

邀一众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

美术家协会会员、著名专家学者为

顾问，常态化开展培训活动，举办各

种形式的主题展览，致力打造书画

创作的共享空间、书画艺术的鉴赏

空间、古风古韵的学习空间、温馨静

谧的休闲空间。

暨阳，炎汉之旧乡。有记载：

“汉平秦，取会稽郡，改延陵乡为毗

邻县，析延陵之地为乡属之，是为

暨阳乡。”境域涉及今常熟、张家

港、江阴三市地界。永联小镇位于

张家港市南丰镇，属暨阳古址。暨

阳自古名家荟萃，以杨沂孙、蒋廷

锡、赵古泥为代表的书画印艺术成

就夺目。中央美院副教授刘涛为

新落成的“暨阳三杰碑”撰写碑记：

“清初蒋廷锡南沙花鸟画，花红羽

翠，色墨并施，富贵庄重，开创‘蒋

派’。晚清杨沂孙濠叟篆书，早年

学邓石如，后以金文融入小篆，端

严整饬，造诣超越同代书家，颉颃

完白山人。近代赵石古泥篆刻，得

吴缶翁面传心授，中年变法，化缶

翁圆转浑厚为方折雄健，江南印家

效法，人称‘赵派’。三家蜚声艺

坛，邑人引以为荣。二零二三年，

暨阳书画社同仁追仰蒋廷锡、杨沂

孙、赵石三家艺术贡献，刻立‘暨阳

三杰碑’纪念先贤，砥砺本地后昆

传承书画篆刻艺术，光大祖国优秀

传统文化。”

张家港市永联村党委书记、张

家港市暨阳书画社社长吴惠芳表

示，成立张家港市暨阳书画社，是永

联村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的重要举

措、引领乡村文化振兴的具体抓手、

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永联始

终把提升村民文化素质与发展经济

摆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加快建设

健全文化阵地，打造文艺组织团队，

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为乡村振

兴注入文化动能。

正逢上巳开风雅
暨阳书画社成立并“暨阳三杰”

蒋廷锡、杨沂孙、赵古泥作品展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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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谱系其实很宽，你可以从中

找一个类型加以重塑，形成自己的

风格。 ——孙慰祖

最新一期《书法》杂志封底刊晚

清朴学大师俞樾书联：“风卷竹声来

午枕；雨蒸花气入丁簾。”我觉得移

评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博物馆

研究员、中国美院书法学院博士生

导师孙慰祖篆刻的味道竟然相当妥

帖。承平湖玺印篆刻博物馆盛意邀

请，4 月 21 日，“温故知新——孙慰

祖篆刻《论语》选句”展斯文亮相，嘉

兴市政协副主席盛付祥以及来自江

浙沪地区的部分西泠印社理事与社

员等出席。

篆刻方寸之地、雕虫小技，可琢

磨的形意空间却很大。在一般篆刻

界同仁眼里，孙慰祖的印学家形象

盖过他篆刻家身份，这个当然没错，

而他的篆刻艺术不仅仅是他近60年

东寻西找的最爱，更多的是已经融

入他生命状态的情怀，古稀来临，这

种感觉越发强烈。造室孤灯，“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以印学

家的眼光出手篆刻艺术，自有寻常

蹊径之外的本领，他的腾挪秦汉、借

镜唐宋、出入明清的篆刻既具古典

法则，又饶海派气象，浑朴、遒劲、圆

润、有趣，文心匠心合一，神采为

上。明王野：“然泥法则无生气，离

法则失规矱，以有意则不神，无意则

又不能研精，惟不即不离、有意无意

之间，而能事毕矣。”篆刻是苦旅，也

是快事，其“阴阳不测之谓神”，思理

为妙，神与物游。始终清醒地与潮

流保持着一定距离，孙慰祖篆刻的

神来之笔能够驾驶多种风格且烙印

自己“有意无意”的语言，有点像精

致的杭帮菜，清淡而不寡淡，味在味

中，“辄假寸铁驱蛟龙”，风神高迈。

《论语》精详入印来。孔子《论

语》的人文精典性在儒家文化占主

导的中国长期至高无上，警句俯拾

皆是，乃篆刻家反复开采的原矿。

“温故知新——孙慰祖篆刻《论语》

选句”展，用一个有思想的篆刻家的

一杆刻刀纵横挥洒，“大珠小珠落玉

盘”，抽象加意象，寻常与异常，充分

展现了篆刻“他性”的古穆、蕴藉、神

验。部分原石公开陈列，由独乐而

为众乐，其情可嘉。

不能不提孙慰祖在印学理论、

以印考古方面的诸多贡献。说到海

昏侯这个名字，估计大家第一时间

想到的是南昌西汉海昏侯古墓，这

是我国目前发掘面积最大，保存最

为完好，也是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汉

代列侯级别古墓，当初可谓轰动了

海内外。海昏侯墓考古有两方印是

关键：“刘贺”与“大刘记印”，权威考

证者即孙慰祖：“大刘记印中的‘记’

字是小篆文字，印风是标准的西汉

晚期风格，印钮也是典型的西汉晚

期风格。”西泠印社副社长李刚田曾

这样评价孙慰祖：“近年，慰祖兄推

出了几本厚厚的印学专著，这是他

半生的心血所聚，尤其是研究中的

一些原创性的重大突破，如对马王

堆汉墓残缺封泥‘利豨’和三号墓主

身份的破译，对《淳化阁帖》收藏印

的断代结论，对古代封泥的系统研

究以及对汉晋官印分期、唐宋元官

私印的鉴定整理等成果，都引起了

学术界的震动。”

《论语》精详入印来
“温故知新 孙慰祖篆刻《论语》选句”展斯文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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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文 勇者不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