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16 砚边
E S S A Y S

责任编辑／厉亦平／0571-853118342 0 2 32 0 2 3 .. 0 60 6 .. 1 01 0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有位眉山先生在《吴昌硕先生》一文

里这样描述他说：

“他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人。颜面丰腴

和蔼可亲，眼睛小小的，须只有稀疏的几

茎。他的生活非常俭约，起居饮食也都有

节制，所以他虽然一年一年地老去，到了

六七十岁而鬓间没有白发，步履却仍然康

强，不像已经有如此大的年纪的人。”

古稀之年而鬓发黝黑，哪怕是现在也

真是不多见的，于是让人不由得联想到，

是不是因为吴先生豁达乐观而自律克制

的人生修养呢。

1879 年，吴昌硕的《篆云轩印存》编

成，高兴地捧着心爱之作前往杭州向他的

老师诂经精舍山长俞樾请教。俞樾耐心

地看了后，很是满意，还为之题了辞。题

辞这样写道：

昔李阳冰称：“篆刻之法有四：功侔造

化，冥受鬼神，谓之神；笔墨之外，得微妙

法，谓之奇；艺精于一，规矩方圆，谓之工；

繁简相参，布置不紊，谓之巧。”夫神之一字

固未易言，若吴子所刻，其殆兼奇、工、巧三

字而有之者乎？

老师评价学生的篆刻具备了奇、工、

巧三个方面的极高造诣，又何须再求鬼神

之法呢。也足以看出，昌硕的篆刻得到了

俞樾极大的肯定。

吴昌硕在成名之前，曾有过一段孤山

脚下诂经精舍的求学历史。练字成了他

每天的必修课，不过有一点，他掌握着自己

恒定的节奏。吴昌硕来这里时就有一定

的金石篆刻功底，自然也明白，其学习乾嘉

学派之精髓也是为了提升自己对于书画

艺术和篆刻的更深的理解，当修养不断提

升，对于万事万物及自然规律的理解便会

不断变化，从而表达在他的书画作品和篆

刻中。受俞樾崇尚先秦古文和两汉碑铭

的影响，昌硕的书法在这一时期常常临摹

石鼓文，偏重于笔法气势和结构章法。

曾师从吴昌硕的书画大师陈师曾

（1876-1923）写过一首诗《题画寄怀吴缶

老》，诗言：

万物皆刍狗，千山有卧龙。

不才天地间，充隐古今同。

问道青苔滑，谈经白鹤翀。

是非二耳听，莫扰大聋翁。

因吴昌硕据说有耳聋，诗里的大聋翁

便是指老师昌硕先生。当年吴昌硕在上

海暂居期间，陈师曾与昌硕的弟子一同拜

访过老师，仰慕先生的金石书画之法，并

得到先生的亲授。

早些年，我从万卷出版公司的《陈师

曾说中国绘画》这书里读到一幅他的画，

名曰《秋花图》轴，尤为倾爱，无论怎样看

都是大气超脱，而又不过分张扬。其叶纹

肌理朗硬分明，菊瓣包容且有张力，红花

与绿叶各自相宜，其布局，其墨色，才情四

溢，而最使其画情致超然之处，就是他书

法的发挥。没有纤弱，没有秋天的苍凉消

沉，反而以粗犷沉厚而使整幅画作充满筋

骨，这与吴昌硕的书法精神相承，但更加

含蓄一些。吴昌硕为此评价他的画说：

“师曾老弟，以极雄丽之笔，郁为古拙块垒

之趣，诗与书画下笔纯如。”

而直到现在才明白，是吴昌硕先生影

响了陈师曾的书画观。他曾在《文人画之

价值》一文中阐述对于文人画的看法：

文人画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学问，

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

善。盖艺术之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应

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

能自感也。所谓感情移人，近世美学家所

推论视为重要者，盖此之谓也欤！

画有画品，如果画作仅是描摹，那便

全然失去了画之意蕴本身，最终成为复刻

而已。唯有具备了人品、学问、才情和思

想四要素，才能称之为其文人画，而纵观

近现代作品，至少在陈师曾心中，吴昌硕

是模板。后人王森然亦于此评价说，吴先

生实乃开创东亚文人画之新纪元。

陈师曾的父亲陈散原（1853-1937）曾

这样概述吴昌硕先生的艺术成就：盖先生

以诗书画篆刻负重名数十年。其篆刻本

秦汉印玺，敛纵尽其变，机趣洋溢；书摹猎

碣，运以铁钩锁法；以诗至老弥勤苦，抒摅

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画则宗青藤、白阳，

参之石田、大涤、雪个。迹其所就，无不控

括众妙，与古冥会，划落臼窠，归于孤赏。

其奇崛之气，疏朴之态，天然之趣，毕肖其

形貌，节概情性以出。故世之重先生艺术

者，亦愈重先生之为人。（《安吉吴先生墓

志铭》）

为何吴昌硕先生的成就能纵横艺坛，

最根本在于他领会各家之长却绝不遵循

他们的妙处、长处，而在贯通古代大家之

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风格。

说勤能补拙是没错，但勤之用力需要

有一定的学理为本，在这一点上，我想，倘

若吴先生没有当年在诂经精舍孤霜寒雪

地治学，也无法托起他如此厚重的艺术人

生吧。（作者系浙江省现代文学学会会员，

杭州市艺术美学研究会会员）

文人画的精神：吴昌硕与诂经精舍
■苏翔

西泠印社

钟以敬书“西泠印社”
■王佩智

钟以敬书“西泠印社”

华严经塔下，文泉之阳，有一铁篆“西

泠印社”四字静静地嵌在岩石上，精整隽

拔、苍劲有致。写下这幅巨擘篆书的人叫

钟以敬，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钟以敬祖上经商，家境殷实，但到了他

的手上，既不善理财，又出手大方，且有声

色之好，偌大家业挥霍殆尽，最后败落到无

立锥之地，寄居古刹僧舍。他性格使然，秉

怀孤耿，不肯低头求人，过着衣不蔽体食不

果腹的生活。可就是这样一位落魄浪荡子

弟，后来竟成了大篆刻家。他的人生经历

应了一句老话：浪子回头金不换！

钟以敬因为庭训家学熏陶的缘故，年

少时便嗜金石，治印宗浙派，擅拟赵次闲、陈

秋堂两家，形神兼得精整隽拔。自语“篆刻

一道，当以效法秦汉为上，元明人非不佳，去

浑朴苍劲远矣。吾杭自龙泓丁先生之后，

得刻铜遗意者，唯秋景庵主人，其篆法刀法，

皆有所本。余作殊乏师承，东摹西仿，固无

足观。”24 岁便有此见，可见其早慧过人。

钟以敬是西泠印社的常客，与创社诸公相

熟，同人请他为山川雨露图书室撰联，欣然

命笔，联字并美，文采不俗：“筑数椽在柏堂

竹阁之西，讲艺论文，岂仅湖山供眺览；树一

帜于文苑词坛而外，抗心希古，更欣风雨共

摩挲。印社落成，偶撰俚句，博同人一粲。

窳龛钟以敬并书。”寥寥几句，就把印社的宗

旨要义、文化内涵展示出来了。

他书写的“西泠印社”四个篆字，功

力、笔势，很有金石气，可称得上集浙派大

成之作。字如其人，透过字面，或许能想

见他身上那点文人加富家子弟的清高孤

傲，始终舍不得丢弃。即便在贫困潦倒的

艰难面前，时时仍要顾及颜面，这可能与

他承受的教育及人生经历有关。所以他

的书法，俊秀的骨子里透着一股磅礴浩然

之气，如同一个人顶天立地于人间。

人物链接

日前，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局

关于 1911 年后已故书画等 8 类作品限制

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根据相关规定国

家文物局研究修订了 1911 年后已故书画

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研究制定了

1911 年后已故陶瓷、雕塑、扇子、织绣、玺

印、烟壶、漆器等7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

单。钟以敬的名字在《1911年后已故玺印

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里，他的作品

一律不准出境。

（作者系西泠印社社委会文物管理处

原处长，图文由西泠印社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