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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溢彩 翰墨生香
回望朵云轩 120周年与上海书画出版社 60周年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whb@xmwb.com.cn

    朵云轩是上海乃至全国历史
悠久、影响广泛、独具特色的文化
艺术品牌，成立于 1960年的上海
书画出版社则与朵云轩同气连枝。

昨天下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行
的“大美朵云 翰墨华章———朵云
轩创立 120周年、 上海书画出版
社成立 60周年座谈会”上，文化
艺术界学者、专家畅谈与两家的渊
源，“他们是与中国艺术密切相关
的知名文化机构。 ”

书法家的记忆犹新
“1964?，文物出版社曾与朵

云轩合作，珂罗版印制了毛主席的

《沁园春·雪》和郭沫若的《看〈孙悟

空三打白骨精〉》等诗词墨迹。由此
可见，文物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
社有很深的渊源。”中国书法协会

主席苏士澍讲述了他在上世纪 80

?代进入文物出版社从事编辑工

作后了解的历史，在他的回忆中，
《历代书法论文选》《现代书法论文

选》等出版物一直是书画爱好者的

案头必备，而《中学生字帖》《历代

法书萃英》《中国碑帖经典》《中国

碑帖名品》等系列字帖，在读者中
有口皆碑，是书法字帖中的经典品

牌。“《书法》《书法研究》《朵云》《书
与画》等专业期刊，影响了一代又

一代书画爱好者。这其中，尤以《书

法》杂志对书法界影响最为重
要。”《书法》正式创刊于 1978?，

视野开阔，敢想敢干，不仅在 1979

?第一次举办了全国规模的群众

书法活动、1980?举办了全国第一
届书法篆刻展，更是在 1985?率

先开展国际书法交流活动。在这些
活动中，涌现出一批我们现在耳熟

能详的书法名家。

合作者的历历在目
“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

也是图像的文明，书籍是用文字，

图像是用艺术，构成了文明的光
芒。上海书画出版社从 1980?以

来，就致力于高水平的艺术研究，
出版了大型工具书、大型的文集

和大型的画册，数次召开国际国

内学术讨论会，是国内领先的美
术出版社，在艺术普及上更令人

钦佩。”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知名

艺术史学者范景中印象深刻的是
朵云轩复刻的《萝轩变古笺谱》和

《十竹斋画谱》，他会经常翻阅，并
在教学中使用。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也对
木版水印《萝轩变古笺谱》印象深

刻，他回顾了上海博物馆与朵云

轩、上海书画出版社长期合作的
历程。“1981?，历时 3?的木版

水印《萝轩变古笺谱》出版，底本
即为上海博物馆藏明天启六?孤

本。上世纪 80 ?代，朵云轩是收
购民间书画碑帖等艺术品的重要

窗口，以谢稚柳先生为组长的中
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对朵云轩的库

藏做了全面的排摸鉴定，同时，朵
云轩向国家捐赠所藏历代书画作

品，其中提供给上海博物馆 84

?，提供给辽宁博物馆 218 ?，以

充实丰富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
馆的藏品。”

几代人的执著努力
1900?，朵云轩笺扇庄成立，

这也标志着其后名闻文化艺术界

的上海文化老字号———朵云轩的
正式诞生。朵云轩初营苏杭雅扇、

各式信笺，到开展艺术品经营、收

藏、拍卖、研究，培养和熏陶了众多
知名书画家，今天已经发展成为集

多元业态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品
产业集团。

起步于朵云轩木版制编辑部
的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起航之

初，以木版水印技艺复制历代名家

书画”。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
翔告诉记者，“几代书画人非常执

着，不惜长期投入，很多项目都持
续一二十?，五六?一个项目是普

遍现象。韩天衡、周慧珺、刘小晴、
刘一闻等曾先后借调到书画社工

作，少则三个月，多则半载两?，使

书画社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书法家
方传鑫等更是把一生都献给了书

画社，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尤其应
该向他们致敬，记住他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黄强在座谈会中表示，朵云

轩 120?、书画社 60?，既是发展
历程的节点，更是全新的起点。

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周慧琳、
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出席了会议。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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