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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昌硕(1844—1927)作为海上画派后期领袖，是晚清民初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
他以诗、书、画、印四艺合一的整体艺术成就享誉海内外，并对近百年来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走向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于吴昌硕其人其艺，以前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
本书作为“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一种，希望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开掘，提出自己的见解。
 首先，本书欲以近代史、近代文化史(包括绘画史)的沿革为经，以江南中心区域的浙西文化圈、浙苏
皖江南画家群、海上画派、浙派文化人等群体的活动为纬，努力勾勒出吴昌硕在晚清民初社会、文化
变迁中的真实位置。
 本书取名“百年一缶翁”，自是着意于揭示出吴昌硕与时代的关系。
吴昌硕一生所处时代，正是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他生于鸦片战争爆发后四年，与近代史开端共生。
他又享长寿，活到了1927年。
生当此时，他既在战争中饱受摧残，又在仕途坎坷中壮志不伸，但也得到了这个大时代的许多慷慨赠
予。
 吴昌硕的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惊涛骇浪。
五年逃难流浪生涯的磨难给了他一生以深刻的影响，使他通达了世事人情，锻炼了坚忍心志和刚强人
格，也使他在日后长时问的逆境里能始终葆有一份豁达的心境和对苦尽甘来的憧憬。
此后，吴昌硕在青年的科举求学、中年的宦海漂泊兼卖印鬻画谋生中苦苦寻觅、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
路，游学、游艺、游宦生涯构成了他一生中时间最长也最为重要的部分。
其中，从而立之年到年近古稀对仕途生涯的追求与官场转徙，向来被研究者有意无意地忽视，其实这
却是他在艺术追求外最持久的追寻。
如他在苏州为小吏、候补官员多年，多次入幕，并以金石之艺周旋于晚清官场，亲身参加了中日甲午
战争。
仕宦阅历和政治理想对他的艺术并非都是负面影响，也使他的艺术具备了更高远、阔大、深沉的内涵
，得以从一般画家中脱颖而出。
晚年，吴昌硕又经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一生都在乱世之中，所以临终仍有“坐观太平双眼悬”的
期盼，这使他对超越现实苦难、追求美好理想境界有更深的理解。
他曾感慨“风波即大道，尘土有至情”，还希望“安得梅边结茅屋”。
他笔下那些色彩绚丽、充满真实生趣却又充溢着非现实美感的花卉作品给人异常深刻的印象，因为这
正是他心灵渴求的寄托和外化。
 在百名我们为之立传的浙江文化名人中，吴昌硕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绘画史、艺术史中的延续性比
开创性更强。
他是最后的文人画家，忠君爱国，追求仕途和诗文组成的典型旧式人生，却也在无可避免的时代变迁
中，受到了现代气息的濡染。
他终于在清廷覆灭后，彻底放弃了对功名的幻想，走出了最后一步，定居上海，以卖书画自给终其一
生。
这是前代文人画家如徐渭、石涛、八大及“扬州八怪”们命运的延续，却以喜剧结尾。
吴昌硕更将毕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修为注入书画，依托早年在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中得到的丰厚内涵
，并以广泛的交游，以及睿智豁达的人生智慧和亦雅亦俗的人生取向，广结善缘，顺应时代，终于在
人生最后阶段登上了海上画派、西泠印派的最高峰，成就了百年中难得的人生传奇。
 本书还希望能凸现吴昌硕人生与艺术的广阔背景——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清代及晚清文化语境、学术
氛围，如乾嘉以来文字训诂之学兴盛，道咸以来碑帖学兴替、金石画风兴起，以及明末以来市民思潮
的涌动与文化市场的兴起，石涛、“扬州八怪”张扬性灵、“狂怪求理”画风的风行。
 在时代影响之外，本书还特别注重吴昌硕早年在江南中心区域，也就是古浙西一地的浙北、苏南包括
沪上等地游学、游艺及与浙江学人、画人、印人交往的经历，凸现古浙西文化一脉、绘画传统对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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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就的重大影响。
 吴昌硕的出生地(安吉鄣吴村)和成名处(上海)的关系，正如两地水系的关系一样富有隐喻意义：安吉
正是上海黄浦江的一个源头。
吴昌硕的一生正如他小时家前的那条小溪，流出群山深处，汇成苕溪，流入太湖，流向东海 。
吴昌硕当年就是以浙江人恋乡不恋土、顺应时代的态度(几乎和今日浙江人从小乡镇走向大城市的流向
模式一样)，从安吉、湖州、苏州、上海，一步步渐行渐远。
 古浙西一域正是江南水墨繁华地，自南宋以来，元明清七百年间，书画家多出自此地。
1840年后，又有“海派”崛起于此域，成为高峰和新的开端。
吴昌硕所擅的画、书、印、诗四艺在浙西有着深厚传统。
他在青年时代得以知遇此地许多大家，也遇到许多不得志却身怀绝艺的民间才人逸士，得到了人品、
性情与才艺上的熏染。
而且，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期，周围都有浙江人、湖州人、安吉人，给他以各个方面的帮助。
 当然不能单纯以时代与地域来限制吴昌硕，他生前身后的影响早已超越了一时一地。
但如果不把他放在近现代百年历史变迁和江南地域文化氛围中，只单纯从艺术史、绘画史角度看，是
无法真正深刻理解他的艺术所代表和彰显的文化精神力量的。
 其次，本书希望能写出吴昌硕作为近代重要文化人物而非单纯书画家的一面，也就是致力在文化层面
上将他作为个案，探讨、揭示兼旧式文人、书画印诗人、画坛领袖于一身的他在文化转型中的典型意
义及复杂性，以求塑造出更丰满、真实的形象。
并希望能通过对其生平的融通性研究，把他纳入近现代浙江文化史研究之中，成为其中有机的一部分
。
 有清一代正是融通与集传统大成，各种学术与艺术复兴的时代。
到了清末民初，中华文化传统尚未被时代与人为因素全然斩断。
正是在传统文化融合、会通的大背景下，成就了那一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深邃广阔。
吴昌硕艺术的最大特点和优点也就是融通和超越，这成就了他的大名。
 写吴昌硕传时，能特别强烈地感觉到地域与时代对他一生的巨大推动力，但在机缘之外，他自身的刻
苦努力也是他成功的重要原因。
所以，也希望能把这本传记写成某种程度上的生活启示录。
 作为一部艺术家的传记，本书以传主生平为主线，兼顾其艺术，最终仍归结于其人其事。
希望能重现传主坎坷而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写出他性格真实、复杂的一面，写出一个饱满、可亲的
形象：为人多情重义，饱经沧桑，深沉甚至有些世故，却又至老不失热情、天真与幽默；性格宽厚，
不拘小节，朋友极多，时而有狂放不羁的名士气，骨子里却始终人世，待人诚挚，对艺术刻苦勤奋。
并突出其身上的“浩然之气”，这一股“气”既来自他强悍的生命力，也来自传统文化在大时代中求
变产生的强大能量，最终化为他艺术中强健浑厚的精神内涵。
 吴昌硕艺术最重要的两个特色就是野逸与高古，正如他诗画中常见的“ 野梅”和“苍石”意象，朴
野之气与金石之气并存。
前者来自深厚的地缘带来的山野之气和旺盛生命力；后者则来自他一生钟情的古缶、石鼓文等古金石
元素，如他曾“以缶为庐”，把金石作为精神和艺术的寄托，并化入书、印、画，成就独特的艺术生
命。
这两个特点，内在可统一为吴昌硕受道家思想(也是中国艺术精神主流)影响，追求自然朴拙美的“道
在瓦甓”的艺术思想；外在则统一在他平生最出色的以金石书法所写的粗笔写意花卉上。
他将海上画派赵之谦、虚谷、任伯年等人画风的创新更推进一步，以浓艳的色彩赋予水墨花卉以生机
活力，使文人画向市民审美情趣倾斜。
但由于浓厚的金石气，他的画被人誉为“古艳”而非“俗艳”，那正是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的，从《
离骚》、古金石、唐诗等艺术精华中开出的笔墨奇葩、古艳之花。
 吴昌硕艺术的独到之处，就是以金石人印、入书，再入画，以最传统的艺术因素和审美理想塑造了崭
新的艺术风格和风气。
这自是得益于他从不屑做任何人的门下走狗(即使是他平生最敬重的徐渭，他也说“板桥肯作青藤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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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狗人其宜”)，有着比其他同时期画家更清醒的开宗立派的意识。
 关于吴昌硕，还有许多方面都是很耐人寻味的。
如他艺术和人生的雅俗 趋向，他是否文化遗民，还有“晚年是诗翁”等都值得探讨，在本书中都有所
涉及。
 吴昌硕一生中复杂的际遇、丰富的性情和广阔的交游，给他的传记增添不少色彩。
而他因时代而存在的局限，如曾执著于仕途，如卖画以求“吃一口肉饭”，也都是真实可爱的。
还有他在艺术方面的不足，如追求野逸而流于“江湖气”，追求金石高古之意带来的“干枯”，也反
衬出他在艺术上的创新意识和强烈个性。
他的人格与艺术魅力，至今仍令人深思。
 吴昌硕身后在书画印学上的声誉，借众多出色弟子和画派鲜明风格之力在近80年来气势不减，影响远
及今日画坛，艺术生命绵延不绝，更一度因为建国后大众对雄健刚强审美趣味的偏好而独领画坛风骚
。
吴氏的后人、学生更用回忆和景仰塑造了一尊艺术上的偶像，巍然、俨然，却也渐渐失去他原本人生
的生动、朴实和亲切。
 本书致力撷取可信的一手资料(如吴昌硕本人诗文，吴昌硕早年友人及同时代人的墓志铭、来往书信
、赠诗等，以及从日本回归的吴昌硕书画诗信等资料)，努力祛除历史中的浮光掠影。
希望能在再现时代的复杂背景上，还原历史的本相、人情的隐秘，再现一些细致生动的场景，描绘出
吴昌硕真实一生的大致线条，显现其独特经历所孕育的丰富个性色彩。
并解释为何吴昌硕能在群贤辈出的清末民初之际成为一代画坛宗师，正视与正确评价崛起于近代海上
的他作为近代书画界偶像的真实文化意义。
既不因日后一些海派末流狂怪无理、渐入江湖的作风而贬低他在画史上融通雅俗与超越传统的历史贡
献，也不过分揄扬，旨在写一部平实的人物传记。
 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回顾近代中国文化艺术的百年历程，今人对吴昌硕的复杂感情，正来自他们对过
去百年中国文化命运转折的怀疑与继续探索的决心。
无论如何，吴昌硕的地位是不可摇撼的。
他在那个时代，既葆有文人画书、画、诗、印的格局，又能独创新意；既顺应了各方面的潮流，又成
就了自己的成功人生，并有着大量的追随者，确实无愧于“百年一缶翁”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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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晶，1970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温州市，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
曾任教于温州师范学院。
现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致力于浙江、杭州地域文化研究。
出版《李商隐传》、《画之大者——黄宾虹传》、《中国5000年问蜜柑内第一证——良渚古国》、《
西溪湿地》、《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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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家鸡、野鸡之辩    吴昌硕在湖州，不但与许多正统文人交往，还与当时湖州的一个古董商人金杰
因金石结缘。
    吴昌硕的《石交录》中有他手书的金杰小传：“金颊将名杰，震泽(今江苏吴江)人。
任侠使气，好古，以收藏古物为务，力有不逮，必多方称贷以济。
尤癖嗜古甓，蓄至数百种。
一甓之值，或十余金，倾其资不顾也。
为质库司会计，岁人之俸，尽以购古物。
素与余厚，曾书‘道在瓦甓’四字赠之。
频将得书狂喜，以古缶为答。
余宦游吴门，颗将送余苕上，临歧揖别，有黯然之色，心颇讶之。
未几，讣音果至。
颊将既殁，家唯四壁，所藏亦星散。
余每击缶，辄有人琴之感焉。
”还有日后的《十二友诗》里也有写金杰的一首：“双脚误踏市井门，移家苕上鸡与豚。
独树当门傲五柳，坐石醉客洼一尊。
抱汉晋砖当白璧，识金银气游黄昏。
土缸持赠未及报，呜呼死别声难吞。
”(《缶庐集》卷一)    小传和诗说的正是两人的一段生死交情。
吴昌硕结识金杰，大约是第一次到湖州时，在1872年前。
金杰是开典当铺的，这使收集古董既是他的职业又是爱好。
他是江苏吴江人，住在湖州，可见在当时，长三角区域内的人员流动是很频繁的。
金杰为人任侠使气，可见是个久历江湖的商人。
但他不但能诗、书、金石，又好古，尤其嗜好古陶、古砖瓦，可见又是个有些痴气、文人气的雅人名
士。
他得知吴昌硕也酷爱古砖，就引为同道。
吴昌硕早年在湖州常去金杰处寻宝，两人还常互以古物拓本相交流，情谊日渐月进，终为至友。
    吴昌硕是很欣赏金杰的，所以说他是“傲五柳(陶渊明)”。
后来还赠他“道在瓦甓”四字，语出庄子《知北游》里的“道在蝼蚁、道在瓦甓、道在屎溺”，指出
艺术、学问之道无所不在，也暗喻金杰虽是商人身份，却也是金石知音。
金杰很欣喜，因为说到了他心坎里，于是以珍贵古缶赠答，以谢吴昌硕知己之意。
    作为早年好友，金杰给了吴昌硕很多助益。
他曾在1872年带吴昌硕初到上海，结识画家高邕，为吴昌硕打开通向上海之路。
后来又鼓励吴昌硕去苏州、杭州寻师学艺。
    吴昌硕生平交往很广，对他的事业和艺术都有很大裨益，而与头脑灵活、紧跟时代、爱好艺术的近
代浙商的交往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分子。
除了早年的陆心源、金杰，还有后来在上海与宁波人严信厚及湖州人王一亭、刘承干、周梦坡等人的
交往。
更重要的是，来自民间、经历过平民生活的吴昌硕更在与浙商这一群体的密切交往中，及时捕捉与适
应了上海等通商口岸城市市民的审美趣味的变化，将平民大众风格趣味带入一向为士夫名士所垄断的
艺术领域，也重塑了自己亦雅亦俗的艺术格调。
    此时在湖州，吴昌硕一面跟随陆心源出入“湖州六才子”门下，也曾带金杰去潜园参与聚会。
雅俗之辨在许多貌似通达的名士心中还是存在的。
虽然陆心源也借印书尤其是买卖古砖大发其财，但潜园的主人和客人对身为商人的金杰还是有偏见的
。
有人甚至发表议论，以为雅俗终是不同路。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一缶翁>>

    对这一雅俗之争，吴昌硕因为身份，表面上也不能多说什么。
不过，他心里是不服气的，所以才会说出“家鸡野鸡，毛色不同，还不都是鸡”这样的话。
其实吴昌硕本也是雅俗之辨很严的人，对自己的士夫出身很是珍惜，如《十二友诗》为金杰所作的第
一句诗就流露出为他“双脚误踏市井门”可惜的意思。
但吴昌硕由于在民间流浪多年，结识了一些俗人朋友，受过百姓的好处，知道卑微者中也有天性高贵
、高雅的，所以比那些一生都在书斋中的人多一些通达的见解。
他为金杰抱不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自己呜不平，因为他当时的身份是司账，也是很微妙的位置。
所以他说的话虽有些粗俗，可是背后的牢骚不满却是很真实的，表达的见解也是颇为深刻的。
    吴昌硕的“家鸡野鸡”一语，虽似俗语，却还是有出典的，用的正是“家鸡不如野鹜”之意，出自
南朝文人典故，还是书法史上的故事。
说的是与王羲之同时的书法家庾翼少时与王羲之齐名，后来王羲之书法大进，庾翼见人们习王羲之书
体，颇不以为然，以为时人是贱家鸡、爱野鹜。
后来这句话成为熟典，如苏轼《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绝句》中就有“家鸡野鹜同登俎，春蚓秋蛇总
入奁”的诗句。
吴昌硕也常用在画中，如他曾题画：“新石桥东，老石桥西，借一枝栖，家鸡不如野鹜。
”吴昌硕此时用乡贤王羲之典故，未必没有借古讽今之意，表达一种野鹜终能胜过家鸡的倔强傲气。
吴昌硕将金杰和自己比作野性难驯的野鹜，显现了冲天的志向。
日后他更是在任伯年等人感召下，突破了雅俗的局限，别有取径，终于在正统与变革之间成就了自我
。
    后来吴昌硕还常常与金杰来往。
到1882年，吴昌硕还得到金杰赠送的古缶，这正是“缶翁”、“缶庐”别号的由来。
                          P94-P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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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致力撷取可信的一手资料，描绘出吴昌硕真实一生的大致线条，显现其独特经历所孕育的丰富个
性色彩，并解释为何吴昌硕能在群贤辈出的清末民初之际成为一代画坛宗师，正视与正确评价崛起于
近代海上的他作为近代书画界偶像的真实文化意义。
    本书语言平实，资料翔实，重现了吴昌硕坎坷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塑造了一位形象饱满可亲
的画坛巨匠，值得一读。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百年一缶翁>>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