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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收藏

    劳黎

华在书法
上几十年

的积累、
探求和参

悟，正在
显现出越

来越突出的结果。也许是所有的积淀，都

有一个或者几个质变的机会。也许是世
间的机遇和内心的变化会在一个时机交

汇，而后成就一个人艺术的成型。

说到艺术风格的成型，在当代，似乎
就是一个商标的设计完成。但是对劳黎

华来说，不是。他早年师从周坚白先生，

从帖学入门，得精微之学；后工碑学，尤
重邓完白的线条质感；复以王孟津、杨铁

笛为范，追求豪放纵肆。所谓“游于艺”，
正是黎华这几十年的写照。

他广为人知的铁线篆书，恰如佛学

的律宗，每一件作品、每一个字都经过深
思熟虑，进入了无懈可击的状态，可以说

达到了不能移动一毫米的精确状态。就
像一位精进的高僧，行止坐卧，自然合

律，于静穆中透出不容置疑的威仪。他的
铁线篆多次入选大型展事，绝非偶然，即

使将他的铁线篆置于王澍钱沾之中，也
绝不示弱。所谓工匠精神，到了极点，也

只有用律宗的威仪才能形容。

如果说劳黎华的铁线篆精严如律宗
的威仪，那么行草书才是他释放心境的

真正理想。他对自己行草的要求，常常是
拿书法史上的巨匠的技法和精神来对照

的，心中的标杆多了，法度的精熟、气势
的充盈、意态的自然却总是难以面面俱

到。不过长期的追求，慢慢地洗涤着所有
不符合高雅眼光的尘杂，却慢慢显现出

理想中的自我。这个理想中的自我，不一

定是法度精熟到晋唐的高手，也不一定
气势浩然到晚明的沙场，只是把过去一

切的训练，放到了下意识的书写之中。
近来看到的一批黎华的行草书，真

的是渐入佳境。当所有的尘间梦幻都已
消散的时候，对生命的参悟才是人生的

终极思考。而思考也渐渐退去的时候，写
出的字就会有新的境界。曾经学过的碑

帖、曾经熟练运用的技法包括章法、线

条、轻重变化都大大地淡化了，然而并没
有松懈、走样，更没有走火入魔的任性。

这是一个参悟的过程，前面几十年的路
没有一步是白走的，正如前面几十年的

饭，没有一碗是白吃的。
有人说，黎华的铁线篆和行草书是

“双重人格”，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修行的

两面。篆如守戒，越严越好；行如参禅，越
透越好。两者都做好了，尘间杂念就少
了，字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为什么

当代的艺术成了秀智商的平台，炫技巧
思能令人叹绝，人格思想却无力感人，因

为在红尘的迷失中寻找自我，是很多人

不想做的一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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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止堂中国字砖馆藏有一块

汉代方相氏驱鬼逐疫砖（见图），
它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东汉时期疫

病的流行。
此砖出土于河南省许昌市。

它是一块空心砖，长 141厘米，宽
35.3厘米，厚 12.5厘米。从砖的形

制和纵向布局的图案来判断，它

应该竖立在墓室入口处。
此砖上部的画面中间站立着

驱鬼逐疫之神———“方相氏”，其
头部两边出角，顶部隆起，满脸胡

须，须状如针；两手持戈，身披熊
皮，身体略下蹲，作驱鬼捉妖状。

《周礼·夏官·方相氏》中说：“方相

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
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

索室驱疫。”这就是说，西周时已
有方相氏身着熊皮，头戴黄金面

具，上穿黑色，下穿红色，拿着戈
和盾等法器，口念咒语，率领上百

人驱鬼逐疫。

此砖上的方相氏头部两边出
角，顶部隆起，与四川地区汉代

出土的方相氏头生双角，顶部有
圆形发髻基本一致。双手所持之

“戈”是专用于驱鬼的，也可称
“终葵”。

方相氏是傩舞仪礼的主持

人，是驱鬼的开路先锋。在古代，
人们对各种瘟疫充满了恐惧，认

为瘟疫是鬼神作祟所致。于是巫
术在民间广为盛行，并产生了傩

舞这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祀礼
仪。古人通常戴着面具，把自己装

扮成面目狰狞的傩神，跳着狂热
的舞蹈以驱鬼逐疫。

在周代，傩舞被纳入了礼制
的范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

傩舞仪式，成为了一项国家重要

活动，以此驱鬼逐疫，保佑平安。
《礼记·月令》载，周王朝一般一年

要举行三次傩舞：一是仲秋进行
的傩舞，专为周王举行，称为“天

子傩”；二是季春的傩舞，由周王
与诸侯共同举行，称为“国傩”；三

是季冬时全民性的傩舞，老百姓

都要参与，称为“大傩”。古人认
为，寒暑更替时鬼神作祟，疾病最

容易传播，所以要举行傩舞来对

抗瘟疫。秦、西汉相承周代，到了

东汉，以方相氏为领队的傩舞出
现了空前的隆盛。这是因为东汉

疫灾严重，瘟疫盛行，数量之多，
范围之广，后果之重，影响之大远

胜于前代，仅史籍记载的疫灾就

达 42次，光武帝建武年间就发生
了五次大疫病。著名医学家张仲

景撰写《伤寒杂病论》的动机之一

也是因为东汉末年暴发的疫病，
他家族二百多人因疫病而死了三

分之二。由于那个时期的人们对
疫病的认识有限，缺乏有效的治

疗手段，更不可能知道疫病的背
后是病毒，细菌，寄生虫等惹的

祸。所以人们畏惧疫病的死亡威

胁，转而借助于方相氏的傩舞祭
礼来祈福祛疫。

明止堂的这块砖就处在东汉
时期，间接表明了那个时期疫病

的流行和方相氏傩舞祭礼的盛行

和隆重。此砖方相氏的左右两旁
绘有傩舞祭礼仪式进行时在山林

中的行走场景，从砖中可见山峦
起伏，参加傩舞的人们手执武器，

俨然是一个个士兵，他们沿“之”
字形山路蜿蜒而上。这些士兵下

半身隐藏于茂密的丛林中，仅露

出上半身和武器上端。还有看似
孔明灯的东西在空中飘浮，可能

用来向山下传递信息。从画面中
看出这不仅是傩舞的队列，更是

军礼的写照，队伍整齐，旌旗飘
飘，兵器森然，仪仗威严，有的拿

弓，有的持戟，好一幅高山丛林千
万丈、万马千军度阴山的壮观场

面。此砖证实早在东汉时期方相
氏率领的傩舞仪礼已经成为了军

礼，这比《通典》文献所载傩舞在
唐代成为军礼提前了近 400年。

根据敦煌文献《除夕钟馗驱
傩文》，方相氏在唐代就演变成了

钟馗。方相氏驱鬼逐疫就变成了
钟馗打鬼了。此砖中方相氏双手

紧握的驱鬼棒也叫“终葵”，于是
“终葵”的谐音变成了大名鼎鼎的

钟馗。更有学者认为，中国人家喻
户晓的孙悟空形象的原型也是方

相氏。孙悟空在整部《西游记》中
最重要的职责是驱鬼逐妖，保护

唐僧去西天取经，而唐僧代表的
就是人类。孙悟空的两件法宝，一

是能分辨妖魔鬼怪的火眼金睛，

这个来自于方相氏的“黄金四
目”，黄金四目不单是指四个眼

睛，也指火眼金睛能观察四面八
方。二是“如意金箍棒”来源于方

向氏的那根叫“终葵”的驱鬼棒。

宋代以后，这种傩舞祭礼仪
式还传入了日本，叫作追傩式，

由日本神道教神社负责。至今日
本每年除夕和立春都会举办追傩

仪式。

    “一壶世事如潮，看淡凡间沧

桑”。人生浮华，或悲或喜，或失或
得，何为执念？大道自然随缘，醉

饮山水云湄。随缘，是一种修养，
是阅尽人情的经验⋯⋯

紫泥“随缘”，系宜兴黄龙山

紫砂原矿提炼而成，作品线条简
洁、清晰流畅，造型古朴端庄、一

器浑成；泥色呈棕紫色调，成熟稳
重、端庄肃穆；冲茗透气性佳，热

淋变色率高，亲茶性颇符中庸之
道，易掌控冲泡时间，当属雅俗泡

茶利器；采用纯手工制作，大小适

宜，能安定心灵，亲和力甚佳，作
品蕴涵着人的气息和痕迹。作者

谈曙君，为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
陶艺名家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

员。1962年出生于古阳羡陶瓷世
家，从小兄妹随母制陶、制壶。师

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李昌鸿、沈

遽华等。自幼酷爱书画及陶艺，从

配练泥土、制作、雕刻、烧制，练就

一套全方位的扎实基础和功底。
多年来缘结各地名人、高手，通过

融会贯通互相学习，切磋交流，制
壶技艺得到长足进步。2018年，成

立海派三心斋，成为核心人员之
一。2002年注册“上海君陶居紫

砂工艺品制作有限公司”，长期
收集老茶壶、临摹古代名家名

作，作品坚持用精细的纯手工紫
砂传统制作方法，通过细致的构

思和大胆的创作，使作品豁达大

度，尽透阳刚之气。壶嘴、把、盖、

钮雕塑装饰，惟妙惟肖，件

件作品体现出其思想内涵。
多次参加全国展览评比，荣

获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各类
奖项数十次，作品得到了国

家权威部门的肯定和收藏
家们的喜爱。

“紫砂传神韵，一壶容

乾坤”。万事随缘，顺其自
然，这不仅是禅者的态度，更是我

们快乐人生所需的一种精神。随
缘是一种平和的生存态度，也是

一种人生的禅境。宠辱不惊，闲看
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

外云卷云舒。萍水相逢是缘，邂逅

相遇也是缘。人的一生是因缘而

来，随缘而合。因为有缘我们能相
见，似曾相识在久远，因为有缘有

情人终成眷属。“随缘”蕴涵、渗透
着年代的变化和美好记忆，令人

爱不释手。（图片摄影：王 路）

紫泥·随缘 ◆ 王炳奎

    我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

收藏了一尊长 100公分，宽 25公
分，厚 10公分的黄杨木雕全堂佛

像。这尊共有 100多尊的佛像，雕
工精细，线条流畅，结构清晰，形

神兼备，层次分明，造型生动，栩
栩如生。让人深深地感悟到木雕

文化的无穷魅力。

我对这尊全堂佛像还有一种
特殊的情结，那是当年我从部队

转业时，一位部队的老首长送给
我的转业礼物，我用玻璃镜框镶

嵌着并与其他几幅书画一起安装

在书房里。这尊全堂佛像，木料产
地为浙江东阳，材料是用黄杨木

根块精雕而成。然而，黄杨木是珍
贵树材，质地坚韧，纹理细腻，

生长周期缓慢，有“千年黄杨难
成柏”之说。能成为雕刻全堂佛

像之类的材料，实在难得。

好马配好鞍，材质好，还要雕
刻的好。此尊全堂佛像精美雅致

的雕工，尽显民间艺人的精湛技
艺和聪明才智。那姿态各异、惟妙

惟肖的佛像，有立像、坐像、倚像、
卧像、飞行像等，通过平雕、透雕、

镂空雕等手法表现得出神入化，

整个浮雕精美、华丽或朴素的外
形，以古朴的风格，别具匠心，细

腻精巧的制作达到了完美的境
界，无不透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和

淌动着传统的韵味，使人对工匠
高超智慧肃然起敬。从中可以领

略到中国几千年博大精深的木雕

文化，饱览东方文明的一枝奇葩，
更是为居室增添了几分雅致。

我对佛学可谓是一窍不通的
门外汉，但欣赏着这尊全堂佛像，

对艺术趣味的养成、心性的
陶冶、境界的开启有着一定

帮助和启发。每当闲暇之余，
在全堂佛像前静看，那逼真

的金黄色的佛像，充满生命
流动感和张力，衬托着飘浮

的云朵，让人在恍惚间有亦
动亦静透出灵气之感，仿佛

如入画中。

黄杨木全堂佛像
◆ 郭树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