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派三老的合笔友情
◆ 李笙清

■《缶翁行看子图》轴

风凌石·崖壁春秋
◆ 原 野

在品类繁多的文物中，剔红器
物虽不如金银器般光芒夺目，却以
巧夺天工的技艺独树一帜。故宫博
物院收藏的剔红石榴花纹圆盘，便
是剔红技艺的集大成者，承载着工
艺美学与文化符号的双重密码。
剔红工艺堪称漆器艺术的巅峰

技艺。匠人需将漆料反复调和，以
数十层甚至上百层漆液髹涂于木质
胎体，待漆层干后，以刻刀在厚漆上
雕琢图案。漆层越厚，雕刻难度越
高，需精准把控刀法的深浅与走势，
使图案兼具浮雕的立体感与漆器的
温润质感。成品色泽沉稳如琥珀，
纹理细腻似玉雕，每一道线条都凝
聚着匠人对“极致之美”的追求，让
平面漆器蜕变为凝固的立体诗篇。
圆盘在古代绝非普通器皿，其

规整的圆形蕴含着“天圆地方”的哲
学观，象征着圆满、和谐的文化理
想。从早期实用的餐饮器具，逐渐
演变为兼具礼器属性与艺术价值的
珍品，折射出古人从“生存需求”到
“审美追求”的生活进阶。而剔红工
艺的融入，让圆盘超越实用范畴，厚
重漆层与立体雕刻赋予其宫廷器物
的华贵气质。
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多

子多福”“家族兴盛”的象征，常被用

于建筑、服饰、器物装饰。当剔红工
艺邂逅石榴花纹，便实现了技艺与
寓意的完美融合。盘面上的石榴花
或绽放如火焰，或含苞似凝露，枝叶
舒展，果实饱满，刀法流畅处尽显生
机。立体雕刻的石榴突破平面装饰
的局限，既保留传统吉祥寓意，又以
浮雕技法强化视觉冲击，使纹样成
为工艺与信仰的双重载体。
剔红石榴花纹圆盘以精确的形

制与细腻的工艺成为明代漆器的标

杆。它高4.5厘米，口径32.5厘米，
足径25厘米，浅腹圈足设计，符合明
代宫廷用器的典雅范式。盘面满雕
石榴花，枝叶穿插疏密有致，四周陪
衬的花卉线条简练流畅，与主体纹
样形成虚实呼应；足底“大明永乐年
制”针刻款虽为后涂，仍可窥见宫廷
器物的制式规范。髹漆厚重处如膏
脂凝润，雕刻转折处圆润自然，历经
数百年仍保持柔和光泽，展现了明
代漆器“藏锋于拙”的审美格调。
透过这件剔红漆器，我们看见

的不仅是层漆堆就的精美器物，更
是一幅鲜活的历史切片。烛光下专
注运刀的匠人身影，诠释着“择一事
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从漆料调制到
纹样设计，从宫廷审美到民间信仰，
它串联起中国古代工艺、民俗与社
会的多元图景。作为跨越六百年的
文化遗产，它既是中华文明的物证，
更是启发当代设计的灵感源泉。这
件剔红石榴花纹圆盘，以器为纸，以
刀为笔，书写着中国古代工艺的极
致追求与文化基因的永续传承。

花梨木·母子双象
我珍藏的花梨木母子双象木

雕，源于26年前云南西双版纳之
旅。那日，我在一家挂着“祖传”招
牌的木雕店邂逅了这件作品。店
铺与作坊合一，看起来七十多岁的
店主正专注雕刻一枚生肖，看到有
客到来便放下刻刀攀谈。他拿出
《祖传木工雕刻》一书，边展示图谱
边详述雕刻理念：“看物要细，记忆
要好，构思要巧，线条要清晰，刀法
要准确”——这五条祖训，道尽传
统工艺的严谨与境界。
货架上，十二生肖、仙鹤凤凰

等木雕琳琅满目。我留意到，每件
作品皆木质坚硬、纹理清晰，造型
生动处尽显匠人对自然之美的捕

捉。此时，店主推荐了高23厘米、
宽25厘米、厚15厘米的母子双象
雕件：整料花梨木制成，树材珍贵、
质地坚韧。大象带小象的造型，既
含“力量勇气、踏实稳健”的吉祥寓
意，又象征母子情深、家庭和睦，兼
具文化与收藏价值。
打动我的不仅是工艺，还有店

主的热忱。包装时，他细心传授保
养之道：在阴凉通风处摆放，每年
用核桃油或家具蜡擦拭两三次即
可保持光润。26年来，我依此养
护，这件木雕始终光泽迷人。观其
厚重材质、魁梧身躯、温和神态，总
觉温馨雅致——它不仅是一件藏
品，更是时光与匠心的见证。

◆ 郭树清

剔红石榴花纹圆盘
◆ 彭宝珠

■ 剔红石榴花纹圆盘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二十
年代后期，上海成为东南地区经济
文化中心，一群倡导新绘画观念的
画家在此活跃，创造出清新活泼的
画风，被称为“海上画派”，简称“海
派”。这些聚集沪上的画家相互交
流，留下诸多佳话，其中任伯年、吴
昌硕、王震合笔的《缶翁行看子图》，
穿越近20年时光，曾在中华艺术宫
“金石力�草木心——吴昌硕与上
海”展览中展出，画轴间充盈着文人
画家穿越岁月的真挚友情，令人驻
足感叹其亦师亦友的深厚情谊。
《缶翁行看子图》为纸本设色，

纵120厘米，横50厘米，由三位海派
重要画家合笔而成。画幅右上王震
题跋，诠释了在任伯年遗墨竹上补
绘吴昌硕小像的缘由：“修竹数竿，
任先生遗画，清风习习，亟貌缶翁于
其中。距先生落墨时已廿易寒暑
矣，回首师门，清泪盈眶。甲寅秋七
月客春申浦上王震谨记。”钤朱文
“一亭”印。画无作者题款，仅右下
角钤“颐颐草堂”朱文印，此为任伯
年画室名。左侧中下空白处有吴昌
硕题诗及跋文，诗曰：“岂敢侪嵇阮，
清风满竹林。天心容月抱，老态作
书淫。醉合吞湖海，愁真贯古今。
为谁南斗倚，秋兴不须吟。”诗后题
跋讲述三人情谊：“画中之竹，廿年
前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余画
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
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
之。甲寅秋七月老缶题记，时年七
十有一。”甲寅年为1914年。
此画始作者为任伯年，初绘数

竿墨竹，虚写木叶烘托场景。1914
年，任伯年去世近20年后，其女任
霞将画赠给任氏弟子王震。同年七
月，王震补绘吴昌硕小像，题跋中留
下“回首师门，清泪盈眶”之语。画
面截取几竿修竹中上部分，墨色淋
漓，生气盎然。王震所绘吴昌硕小
像正面立于竹后，长衫持扇，面目慈
祥，髯须飘拂，凝眸观竹，似有所
悟。作者着重刻画面部表情，头实

脚虚，设计巧妙。吴昌硕以“诗书画
印”兼长闻名，书法富金石气，此画
中他题诗跋文逾百字，五行纵排不
显拥挤，凝练遒劲，貌拙气酣，参差
有致。全画简意深，人物纳凉观竹
意趣跃然，书法映衬其间，“岂敢侪
嵇阮，清风满竹林”一句引嵇康、阮
籍典故，将画意推向高远。
任伯年（1840—1895），浙江山

阴（今绍兴）人。幼从父学画，后师
任熊、任薰，为海派杰出画家，擅肖
像、人物、花鸟、山水，以人物与肖像
画成就最高。吴昌硕（1844—
1927），浙江孝丰（今湖州安吉）人，
近代书画家、篆刻家，海派代表，西
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虚谷、
蒲华并称“清末海派四大家”。

1883年，40岁的吴昌硕与年长
4岁的任伯年相识于上海，曾久居
任家，得诸多指导。二人性情率真，
一见如故，往来探讨艺术，成莫逆之
交。任伯年为吴昌硕绘《芜菁亭长
小像》《酸寒尉像》等多幅，吴视其为
知心师友。任伯年去世时，吴昌硕
撰联“北苑千秋人，汉石隋泥同不
朽；西风两行泪，水痕墨气失知音”
哭之，足见友情之深。
王震（1867—1938），字一亭，祖

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上海。
早年学画得徐小仓指点，后师任伯
年，画艺大进，成海派名家。他兼具
实业家、慈善家等多重身份，为海派
书画繁荣及对外交流贡献突出。任
伯年恬淡不修边幅，一生致力于艺
术；吴昌硕性情耿直，中秀才后绝意
功名，50多岁时由丁葆元保举任安
东知县，因不愿曲意逢迎，一月后辞
任，自刻“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印
明志，有陶渊明风骨，此后卖画为
生，以“酸寒尉”自嘲。任伯年曾绘
《酸寒尉像》赠吴，吴题190字五言
长诗回应。王震虽涉官商，1937年
日军占沪后坚辞伪职，避居香港，显
爱国气节。王震为任伯年弟子，与
长其23岁的吴昌硕成忘年交，自称
“四十后，与安吉吴先生论画敲诗无
虚日”，二人有“王画吴题”“海上双
璧”佳话，吴曾以“天惊地怪生一亭，
笔铸生铁墨寒雨”赠之，故吴在题跋
中视王为“道所在而缘亦随之”的挚
友。任、王、吴三人亦师亦友，在这
幅跨时空遗作中联袂合笔，意趣美
好。从题跋落款看，二人补绘题跋
应于1914年秋同一时间完成。
此画集三位海派大家艺术于一

体，立意美好，格调明快。墨竹瘦
挺，枝节苍劲，竹叶纷披。用笔劲健
洒脱，兼工带写，功力可见；用墨简
逸，焦墨钩骨，浓墨写叶，虚实浓淡
相生，景物虽少而意境深。人物小
像笔墨简练却刻画细腻，形象生动，
与书法、墨竹浑然一体，充盈艺术友
情气息，令人叹赏。

微缩盆景追求缩龙成寸、小中
见大的效果，将山水风光缩影于掌
中。在上海盆景大师顾宪旦工作
室的玻璃柜中，“崖壁春秋”微缩盆
景在晨光中泛着温润光泽，凝练着
龙虎山的千年时光。

2002年秋，顾大师游览江西
龙虎山，丹霞赤壁在晨雾中显形，
泸溪河波光粼粼，悬棺吊装表演震
撼人心。渔夫驾竹筏，用麻绳将朱
漆棺椁送入三十余米高的崖洞，这
一幕被他定格。崖葬即悬棺葬，是
一种特殊的祭祖方式。古人认为：
“弥高者以为至孝，高葬者必有好
报。”当地先民将棺木悬置于江河
沿岸的悬崖绝壁或岩洞之中。
几年后，顾先生在沪太路石展

中偶然觅得一方产自内蒙古的风
凌石，长6.5厘米，高、宽各4厘米，
经自然风沙雕琢，集“瘦、漏、透、
皱”于一身，兼具多种石材特质。
其左侧如龙尾，右侧似虎首，呈龙
盘虎踞状，且有三处天然洞窟，主

洞深邃，左上方副洞似留白，石基
纹路与悬棺朽木肌理相似。
创作“崖壁春秋”的百多日里，

顾宪旦将“一拳代山，一勺代水”的
哲学发挥到极致：主体石45度倾
斜，符合地质规律与道家宇宙观；
山巅罗汉松枝干虬曲，针叶青翠；
左侧红枫对应龙虎山秋景，与石色
形成视觉冲击。最令人称道的是
对悬棺意象的艺术转化。他用微
雕技法在主洞置两口绿豆大小棺
木，比例精准，可见棺盖木纹；副洞
放半截枯棺板，有虫蛀痕迹，与渔
夫撑筏场景形成生死对话。
“崖壁春秋”的精妙在于对传

统文化的现代诠释。顾宪旦保留
风凌石“清、丑、顽、拙”特质，让现
代审美与古老智慧碰撞。红枫与
青松搭配，既表“万古长青”，又喻
文化传承不息。这方盆景凝聚地
理奇观与人文思考，观者欣赏时，
不仅见小石体上的精妙布局，更能
体会艺术家对大自然的深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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