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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又闻书墨香
——上海书展书法篆刻图书掠影 张瑞田

王宠《杂书帖》：

笔调峻拔 耐人品味

8 月 14 日，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

上海周开幕。今年的上海书展与往届

有所不同，即倡导“回归阅读本位”，参

展出版社达 500 多家，图书种类多达 15

万种。其中书法图书仍以碑帖为主体，

相关技法类图书份额比重持续加大。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

“袖珍印馆——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

第二辑的签售活动异常火爆，短短两个

小时内签售达 2000 余册，成为此次书展

书法篆刻类图书的最大亮点。

碑帖新品佳构迭出

本次上海书展开设了独立的碑帖

展室，陈列了文物出版社、上海古籍出

版社、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书画

出版社等出版的碑帖新品，这在全国性

的书展中可谓独树一帜。

高端精印本和高仿真本在此次书

展上获得了极大的关注，由此可见纸质

图书越来越具有典藏化的特点。此类

书籍主要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四欧宝

笈》、《西安碑林名碑精粹》及《翰墨瑰

宝》第二、三辑，上海书店出版社的《宋

拓郁孤台法帖》、《宋拓凤墅法帖》，上海

辞书出版社的《馆藏国宝墨迹》等，此类

图书装帧精美，定价不低，受到了一些

专业人士的关注和好评。

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上海书画出

版社出版的《中国碑帖名品》，此套书体

量庞大，规格高标，壁立展厅，极为壮

观，在业界赢得了“大红袍”的美称。据

悉，陈列所用的大展架是整个书展中唯

一一个为碑帖印本专门设置的。作为

新品的第三辑共 22 种，包括褚遂良《孟

法师碑》（翻印李宗瀚本）、《石鼓文》（吴

昌硕本）、《刁遵墓志》（朵云轩藏旧拓

本）、《崔敬邕墓志》（朵云轩藏清拓本）、

《司马昞墓志》（翻印罗振玉藏本）、《张

黑女墓志》（翻印民国印何绍基藏本），

其中《司马昞墓志》和《张黑女墓志》中

的所有印章均“翻红”套印，十分逼真，

而且原有题跋十分齐全，值得推荐。上

海书画出版社今年还陆续推出了“书法

经典放大系列”，打开来看，墨色淳古，

赏心悦目。据出版社负责人介绍，所用

图片采用了微距拍摄技术，在印刷工艺

上也绝对属于国内同类产品中顶尖的，

受众群体不光是普通的书法爱好者，也

包括一些专业的研究者。

文献、技法类图书各领风骚

书法文献类图书对于广大书法爱

好者虽然属于冷门，却是进行书法研究

和创作的基础。此次书展上故宫出版

社、广西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兰亭

书法全集（故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的《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上海博物

馆藏战国楚竹简》，中西书局的《清华大

学藏战国竹简》、《肩水金关汉简》，上海

书画出版社出版的《兰亭序研究史料

集》（水赉佑编著），浙江人美出版社的

“中国艺术文献丛书”均引起了书法研

究者的兴趣。这些文献类图书属于“资

料集”和“文献集”，因不是鉴赏类图书，

故与普通书法爱好者有一定的距离，但

对于专业读者来说却是消暑的佳品。

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上海文化出版社

出版的《二十世纪名人书法大成》，此书

收录了近百年来 393 位名人、420 幅墨

迹，粗粗看下去，有“一部浓缩了的中国

近现代史”的感觉。

不同于书法文献类图书，技法类图

书一直是书法图书中的重要板块，此类

图书品类繁多，难的是要有自己的独特

性。此次书展上让人眼前一亮的技法

类图书，主要是上海书画出版社的“书

法工作室”丛书，这套书的作者有胡传

海、李双阳、仇高驰、刘宗超、林玉梅等，

他们都是在当今书法界有一定影响的

书家。据出版社相关人员介绍，该丛书

从选题阶段便确定了编法，考虑到以往

很多技法书侧重于讲解而无示范，故在

编写这套书时，加强了示范性的指导，

可以说这是结合当今书法界发展现状

而设置的一种新的教学方式。譬如在

讲解《泰山刻石》时，注重图文参照，深

入浅出，从整体到局部，乃至到细节，作

者都做了通俗易懂的分析，具有了一般

工作室教学中导师和学生面对面传授

的功能。一些书法技巧中的关键之处，

经作者轻轻点拨就显得豁然开朗。作

者还运用相类似风格作品的比照来加

深读者对本帖风格技法的印象，在创作

环节还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由临摹到

临创，再到拟创，最后进入独立创作的

过程，使每位学习者可以通过本书获得

一种将临习的知识转化为自己创作能

力的可能。

篆刻类图书异军突起

相比于书法，篆刻则相对小众。但

此次书展却杀出一匹黑马。8 月 18 日

中午，上海书画出版社“袖珍印馆——

近现代名家篆刻系列”第二辑的签售活

动异常火爆。第二辑五本包括《徐三庚

印举》、《童大年印举》、《邓散木印举》、

《来楚生印举》、《吴朴堂印举》。此套

印本中每人都有一百五十方印，印谱选

编者袁慧敏、唐存才、张遴骏、舒文扬

均为西泠印社社员。对篆刻艺术而言，

“西泠印社”是一面旗帜，“袖珍印馆”

名家编、编名家，无疑具备了专业品质

的保证，加上现代化的印刷技术，这些

印谱将成为篆刻界、收藏界重要的金石

文献。这些印章来源除公共机构收藏

外，还有不少原件是从私人藏家手中征

集到的，经过精心的钤印，加上精美的

印刷，使得印谱的内容更加接近于原钤

印水准。

签售会后，提供了大量个人藏品并

始终关心这套丛书出版的西泠印社副

社长童衍方谈到该系列印谱最大的特

点 有 三 ：一 、每 本 印 谱 全 部 是 原 大 印

花、原大印刷；二、这些印章都经过精

心遴选，每本 150 方左右，都是选篆刻

家最精、最具代表性的印章，大多以前

没发表过，其中《童大年印举》中有五

六十方都是首次面世，包括徐三庚的印

章也有很多是没发表过的；三、每本印

谱后都附有篆刻家年表，对每位篆刻家

的 生 平 和 艺 术 轨 迹 都 做 了 详 尽 的 梳

理。“所以，我们拿着这个袖珍开本的印

谱能随时翻看，学习和临摹都极为方

便，我觉得这是个创意。”他总结道。

此次上海书展对于广大书法篆刻

爱好者而言，有不小的惊喜，特别是单

独开设的碑帖展室，将各大出版社出版

的书法类图书集中在一起，便捷了交

流，贴近了读者。与此同时，也可看出

书法篆刻类图书未来的整体走向，图书

既要具备独特性，同时也要做精、做细，

如此方能赢得读者长久的青睐。

不相信图书销售排行榜由来已

久。出版商和广告商炮制出来的排

行榜究竟有多少水分姑且不论，单看

那些轻浮的书，那些供给消遣、消费

的出版物，我就明白了当前的中国阅

读处于哪个层面。

市场经济有市场经济的规则与

趣味，清浅与直观的阅读取向属于这

个时代，它将伴随社会的曲线发展而

沉浮着，不去杞人忧天，不会怨天尤

人。

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对读书人来

讲是幸福的事情。我的书，跟随我到

过吉林、深圳、成都，最后在北京汇聚

了，我不敢怠慢它们，把家中最宽大

的房间留给这些默默无语却异常聪

颖的“朋友”。我知道，自己的大部分

时光都将与它们共同度过。

迩来不买新书了，一是觉得新书

浮华、价格奇高；二是自己的藏书足

够阅读。我敢说，把自己私藏的书读

到十分之一，不成为专家，也会成为

饱学之士。

读 旧 书 ，是 我 近 年 来 的 阅 读 选

择。

其 实 所 谓 旧 书 ，只 不 过 是 几 年

前、十几年前或二十几年前出版的

书，零星购买，积柜盈箧。人到中年，

似乎活得明白，因此，对岱峻先生的

话倍觉亲切——“今天的新闻，未必

可以写进历史；而既往的历史恰恰有

大量的‘新闻’。”

现实的确如此，读书亦如此。我

最近的阅读计划，所选的书大多是旧

书，比如《王世贞文选》、邵燕祥《我的

心在乌云上面》、王元化《人物小记》。

《王世贞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1年 9月版）由钱仲联主编，收有 80

篇古文辞。王世贞一生坎坷，这决定

了他的人生准则和写作趣味。因此，

在他的文章中看不到身居高位的沾

沾自喜，更多的则是对人间的思考、

对自己的追问。在《太上宰杨公》一

文里，他对父亲的冤死表达了自己的

愤慨——“先人死，死严氏耳，非死法

也”。毕竟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

文人，作为晚明小品文的先驱者，他

的文章弥漫着浓郁的诗情诗意。《求

志园记》写戏曲家张凤冀的求志园与

其他名园的特点、异同，阐发一己的

自然之趣和艺术之趣。庄老思想、禅

学旨趣，在王世贞的笔下经过腾挪，

散发出沉稳的生命光泽。

一定是看到了太多的荣华与苦

难，王世贞在一个冷酷的社会里，还

能表现出文人的雍容、大度，足可以

让我们欣慰。与王世贞同时代的文

人归有光主张文章与天地同流，权势

虽能荣辱毁誉其人，却不能奈文章

何。文章的价值，作者应有自己的判

断。因此，他反对王世贞“文必两汉，

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观点，

把“声华意气，笼盖海内”的体制内文

学家，又是“高级干部”文学家的王世

贞称之为“一二妄庸人”。归有光的

批评是否准确，可以讨论，其批评行

为至少让我们感受到批评者的勇敢、

表达内心感受时的真诚、挑战权威时

的无畏。王世贞乃当朝刑部尚书，然

而，在安亭江上教书的老举子归有

光，以文学的观念谈文学，显然没有

把王世贞的个人身份放在眼里。归

有光先王世贞而去，对其文学成就予

以肯定的却是他的论敌王世贞。王

世贞在《归太仆赞》一文中肯定了归

有光的文学观，并对自己文学主张有

所追悔。他说：“先生于古文辞，虽出

自 史 、汉 ，而 大 较 折 衷 于 昌 黎 ，、庐

陵。当其所得，意沛如也。不事雕

饰，而自有风味，超然当名家矣。”

反思自己、肯定对手的王世贞，

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楷模。

我是邵燕祥的粉丝。青少年时

代就被邵燕祥的诗篇鼓舞，中年后又

在他的杂文、随笔中找到精神的力

量。如果说邵燕祥的诗歌富有时代

激情，那么他的杂文、随笔则冷静、幽

深得多，旷远、博大得多，清醒、明确

得多。我曾反复读《我的心在乌云上

面》（作家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它

给 我 的 收 获 是 ：独 立 思 考 、直 抒 胸

臆。这对读书人来讲最为珍贵。

王元化曾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

长，不同的是，这位副部级的部长，少

了官僚气，多了学究气。时下，许多

学人、专家进入领导岗位，遗憾的是，

“人一阔，脸就变”，学人风度、专家气

象，在权位上顷刻消解，取而代之的

是滑气与戾气。

王元化不滑气，也不戾气，有的

只是学气和文气。这一点，他的《人

物小记》（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 1 月

版）一书体现得非常清楚。这本书是

“小记”，也是小书，亲切、好读。王元

化以白描的笔法记述了他与熊十力、

顾准、王瑶、孙冶方、郭绍虞、林淡秋、韦

卓民、辛劳等人的交往，也写到对他们的

认知。他写熊十力就是证明——“这天

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

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当时我

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

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

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

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

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

亲切感。”

《人物小记》也收进了王元化的

几篇读书札记，其中有《谈“论语”小

集》、《读鲁迅小集》、《读胡适小集》、

《贺麟“文化与人生”》、《谈无政府主

义小集》等，语言质朴、学理清晰、识

见独特。王元化发现鲁迅与龚自珍

有相通的地方，而鲁迅却从未有文字

涉及他——“我不能断定在对龚自珍

的评价上，鲁迅是否受到了章太炎的

影响。我希望有学力的研究者做出

深入的研究……章太炎在《訄书》中

说：‘瘢夷者恶燧镜，伛曲者恶绠绳’，

便是对于社会上反对揭示真相的讽

刺文学的有力驳斥。”

真学问、真思想，是我对王元化

文章的认识。反复读《人物小集》，也

常有新的发现。旧书蕴藏的新知，是

需要时时探求的。

（作者为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

兼秘书长）

旧书与新知

释文：

夜燕石湖草堂

风竹泠泠虚草堂，春星历历净琴张。冥栖自许专丘壑，痛饮宁辞典鹔鹴。歌曲玲珑花鸟恨，舞衣飒沓薜萝长。十年献赋头蓬葆，明发天台度石梁。

杂书帖 （局部） 王宠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书法报》上有闵祥德教授主持

的“图说书史”栏目。

2009 年 5 月 20 日“ 图 说 ”《月 仪

帖》时，报纸给此帖加注了释文，方便

读者理解。令人想不到的是，帖上通

顺晓畅的古文，由于教授（或者是编

者）读不懂它，居然没有一个标点符

号放对地方。

“月仪帖”（首页），章草书法。字

字 清 晰 不 难 识 读 ，它 是 两 段“ 四 六

句”。正确的释读是这样的——

正月具书。君白：大族布气，景

风微发。顺变绥宁，无恙幸甚。隔限

遐途，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

葛》。企佇难将，故及表问。信李麃

麃，俱蒙告音。君白。

君白：四表清通，俊乂濯景。山

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斯诚明

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

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

“图说书史”栏目却把它搞成了

这个样子——

正月具书，君白大族布气景，风

微 发 顺 变 绥 宁 ，无 恙 幸 甚 。 隔 限 遐

涂，莫因良话引领，托怀情过，采葛企

佇，难将故及，表问信李麃，俱蒙告音

君。白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

无由皓之，隐朝有二八之盛，斯诚明

珠耀光之高，会鸾皇翻翥之良秋也，

吾子怀英伟之才而遇。

如此“释文”，简直没一句“人话”。

4 年多时间过去了，不知编者、作

者、读者发现这一错误没有。如果发

现了，报纸该不该做个“重要更正”呢？

《月仪》蒙羞《书法报》
德 祥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履吉，号雅宜山人，人

称“王雅宜”，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明代著名书法

家。他一生仕途极为不顺，八次应试皆落榜。王宠博

学多才，书画皆精，书法初学蔡羽，后追慕晋唐，楷书

师虞世南、智永等。他的小楷空灵萧散，极具意趣。

行草书取法于《十七帖》、《圣教序》等。在当时，他与

祝允明、文征明并称，被誉为“吴门三家”。何良俊《四

友斋书论》评其书：“衡山之后，书法当以王雅宜为第

一。盖其书本于大令，兼人品高旷，改神韵超逸，迥出

诸人上。”

王宠诗作清逸，在当时甚有名气。《杂书帖》所书

诗作写于其三十四岁时。诗中表现了他八次落第，遂

隐居于石湖草堂时所见的场景，文中描述的景色虽恬

淡美好，但字里行间中还是充斥着一派萧散、愁闷的

情绪。仕途上的不得志或许是他散淡、空灵的书风形

成的主要原因。

此册页书七言律诗六首，字虽为草写，但字与字

之间的连带不多，每个字都较为独立。通篇用笔干净

利落，书写的转笔处具圆润之感，但收尾常带反捺笔，

显露硬拙峻拔的笔调，与圆润之处形成对比，显示出

书写的节奏感。册页上钤“石渠宝笈”“嘉庆御览之

宝”“宣统预览之宝”等印，可见其曾为皇家所收藏且

流传有序。

袖珍印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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