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博断想全集卷一>>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博断想全集卷一>>

13位ISBN编号：9787532133413

10位ISBN编号：7532133419

出版时间：2008-8

出版时间：上海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鹏举

页数：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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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博断想全集卷一>>

内容概要

本书收录了作者在解放日报 “文博断想”专栏1995年至2007年的所有文章。
其中，“文博断想”《跟活着》一文还曾荣获2007年全国副刊文章评选金奖，同年又获中国新闻奖二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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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鹏举，1951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收藏鉴赏家协会副会长，上海诗词学会副会长
。
本书为解放日报《文博》版“文博断想”专栏文字全集。
著有：《黄椽无恙集》、《美意蒙胧》、《九人》、《凤历堂题记》、《凤历堂尺牍》、《陈注唐诗
三百首》、《陈鹏举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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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罐?晋瓶?隋佛像（1995?06?11）　　我家有一个腹围三尺的汉代大陶罐。
两边的兽纹各衔一陶环，三圈水波纹荡漾飞动。
当年的釉色斑斑点点，几乎已如挂角羚羊，依稀隐现于青灰的陶胎之中，周身的一环凸纹，几处剥落
了，留连着永难知晓的或悲或怨的依依往事。
　　因它壮硕、敦实，我是很少搬动它的。
有一回，一位朋友送来了一大丛清香的桂花，于是突发奇想，给陶罐盛满水，养起这生气盎然的桂花
来。
这罐这花，让我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古朴和新鲜是如此和谐地倾诉着一个“美”字。
这使我想起中国的水墨画，甚至骑青牛的老子和化了白蝶的庄子来。
　　我见过一只晋代青瓷四系瓶。
那晋瓶高逾一尺，亭亭玉立般的美人腰肢，大盘口，瓶身周遭有着精细的花纹和两个惹人生冷的兽头
纹。
那晋瓶破土而来，青青的釉色依然润泽浏亮。
早晨的阳光照射着它，也微微震颤。
更让我为之心醉、为之神伤的，是瓶身的大部的釉泽已如梦如幻地被泥土溶去了，露出的殷红的胎骨
，像一团熊熊燃烧着的火焰。
这火焰，穿越了千年的风霜。
我想，见到那个晋瓶的人们都会由衷地喜欢它的，因为它是那么惊心动魄地让你震颤，让你感动于它
的残缺美，并因此想到了人生。
　　隋代的一群佛像，被癫狂的皇帝砍去了头颅，剩下一千多具不屈的身躯，昂然挺立了一千多年。
近闻一位著名的画家，为之神伤心碎之余，决计要在本世纪最后的几年里，重塑一千多个佛头，让这
个一千多年来的悲怆故事，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我想，这位画家的真诚让人感动。
然而，一千年的风霜是可以重现的吗？
和断臂维纳斯一样，这被砍去了头颅的隋代佛像所闪耀着的凄凉的美感，无疑是千秋难再的。
走过了昨天的人类，总是在自己先辈留下的充满美感的人文景观中，感受到一种只有人类才有的温馨
和激情。
这个世界上，昔日的雪泥鸿爪总是弥足珍贵的。
　　书札?菜单?册页（1995?06?25）　　我有郑逸梅先生的手札数十通。
　　这些手札，少则一二十字，是便笺，多则数百字，是他的脍炙人口的文章。
读郑逸老的手札，让我倾心的不止是他的博闻强记，还有从他“病腕”底下一一走出来的“舞之蹈之
”的字。
这字一个个蓬头粗服，稚拙可爱，可以想见老人在他的那间亭子间北窗前躬身而坐，精瘦的手握着一
支钢笔，时而斜望天空，时而会心而笑，像孩童般在纸上信手涂划的神态。
手札中有一篇《我是怎样排遣我晚年生活的》，据老人的儿子后来告诉我，那天写完这篇文字时，老
人突然昏倒，后经医院抢救，才得以逃生。
当时，家人都以为这篇文字，怕是老人的绝笔了。
这位一生荣辱不惊的老人后来几乎活过了百岁。
我每每读这些手札，总觉得老人谈笑依旧，其人与其文、其字俱活。
　　刘海粟大师九十三岁的生日是在上海度过的。
我有幸参加了他的生日庆筵，并留下了一份菜单。
　　那天的菜肴十分精致。
谈笑风生之际，大家都叹惜这精美的筵席上，少了刘海老素来喜啖的鸭屁股。
据说老人一餐可净一大盘。
那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杯盘交错之际，刘海老建议为了这次欢聚，每人留一份菜单，凡在座者不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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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地位，一起在每份菜单上签名，以作留念。
记得当时在座者共二十四位，刘海老领衔一份份签去。
我的那份菜单上刘海老和夫人夏伊乔的亲笔签名，双双居于中央，至今看来神采飞扬，确有睹字如睹
人的难与人说的妙处。
　　人间的温馨，真的不少，只一份菜单，就会让人去回味永久。
　　张充仁先生是出名的雕塑家，他被称为“中国的罗丹”。
可这位很洋气的艺术家，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中国气派的文化人。
　　我和张有十多年的交谊。
他去了欧洲之后，我们仍有书信来往。
大概五年前，当时的法中美术交流协会主席、保加利亚籍的软雕塑大师万曼，打算邀我访法。
张得知后，写了一封长信，三张薄如蝉翼的信笺上，真正的蝇头钢笔楷书，热情洋溢地介绍了法国的
风土人情，和应该注意的礼节和事项。
这封极为珍贵的信，它让我看到一个老人的充满慈爱的心，如同他的创作风格一样，纤毫不差的严谨
和精致。
　　两年前，他从欧洲归来时，曾和我有一次极为愉快的见面。
为此，他特地为我写了一幅字。
一尺见方的册页上，极为典雅的汉隶“匠心独妙”四字，透露出时已八旬的老人深沉的故国情怀和深
厚的中国文化的涵养。
　　成大事者，必有非凡的胸襟与才情。
这大概又是一个例证。
　　关于拍卖（1995?07?09》　　自有了书画及艺术品拍卖行．都市生活便添了一道色彩绚烂的风景。
将最雅的事儿和最俗的生意经融为一体，无疑让人既美不胜收，又“俗”不可耐。
　　于是，原本很悠闲地品味的美丽，变得灼热如火燎一般。
于是，吴湖帆热、黄宾虹热、张大千热，还有高古陶瓷热、文房四宝热，如走马灯般流转起来。
这热实在不是万千人的一时性起，而实实在在是因了拍卖行家们的一个“炒”字。
　　当然，这道风景是很迷人的。
因为你会在平淡和烦杂的人生里，陡然为曾在很久远的年代里，花几十元钱买下的一把齐白石的扇子
，而感叹不已；会为在经过“文革”那样的地震后，还保存着一只完好宋代瓷碗而欣喜万状。
　　王铎的一帧行书绫本立轴，被拍到了五十万元，让很有些沉闷的朵云轩“九五年春季拍卖”会，
有了一道亮色。
　　书画及艺术品一经拍卖，便像无多艺术性可言的百货一样进人了市场。
同样也因为是生意经，被拍卖的书画、艺术品，赝品、伪作充斥其间，让人往往真伪莫辨。
很显然，这已不只是鉴赏家眼力有限的缘故。
　　而价真货实，是一条永远的铁律。
王铎的那帧珍品，曾先后被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国美术全集?清代书法》卷和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中
国历代美术?书法篆刻编》收录。
货是真了，买者自然就多。
五十万元的价钱，比之五点六万元的开拍价，飚升得生气勃勃，看得出竞拍者一往无前的豪气和志在
必得的焦躁。
内中，是不是还有一种僧多粥少的悲凉呢？
　　拍卖会的最大魅力，大概要数一件拍品拍出的“新高”。
每次拍卖，总要排出个类似网球世界的英雄座次。
然而，这个“类似”的说法，其实也是不确的。
因为体育类的竞技，可以明火执仗地决胜负，而艺术品的水准高低总是说不透的。
齐白石、吴昌硕，谁优谁劣，千秋难说。
至于张大千，林风眠，喜爱的人多，倒是事实。
而每回的“新高”，还不止是述说这一种的无奈，它时不时会近乎奇诡地让人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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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丁绍光的画，竟然干脆利落地坐上头把金交椅。
当时的灿烂，几乎要灿烂到让人误以为要出现一部改写的中国美术史。
如今明白了，所谓“新高”，只是生意场上的一抹灿烂。
　　你方唱罢我登场。
有一份看戏、观景的福分，真的不错。
　　说说徐悲鸿（1995?07?23）　　看徐悲鸿一百周年遗作展，好比经受一次雷震。
难以想象，尘世的笔能如此精到、生动地在纸上再现那些美丽的生命形态。
徐悲鸿笔下的人物、奔马、雄狮、苍鹫，透视、造型之精确，实为世所鲜见。
说他有庖丁解牛之功力、郢人运斤之神奇，都是言不为过的。
刘海粟十上黄山之后，在上海樱花度假村小憩，与他神聊时，我曾问他：“徐悲鸿如何？
”刘海粟说，他当然是一位大师。
　　曾听说四十年代，徐悲鸿在重庆时，用《奔马》换取了书法家李天马的一纸小楷。
这回见了徐悲鸿的传世真迹，有些懂了，徐李有此缘分，大概就是因为他俩都是以功力称雄的艺术家
。
　　精到与生动，是徐悲鸿的扶摇双翼，得此双翼者，实在不多，而徐悲鸿竟能如此天然地飞翔在烂
漫的天空里！
　　出手不凡的徐悲鸿，让人倾心的，还有他同样不凡的眼力与境界。
　　湮没了多年的油画家沙耆，当年以动物画，引起了毕加索的青睐。
沙耆曾对我说，有许多朋友都已淡忘了，而徐悲鸿忘不了。
因为正是徐悲鸿，让几乎只谙绘画的沙耆进入了美术大学，还举荐他去欧洲深造。
虽然，沙耆的画，天生便与徐悲鸿的画泾渭分流。
　　齐白石原被绘画界视作“野狐禅”，是徐悲鸿见出齐白石的大家本色，延请他登堂入室，成为美
术大学教授。
徐悲鸿是写实的巨匠，而齐白石是写意的神手。
徐悲鸿不以己度人，表明他相当完美地具备了作为一代宗师所应具备的才质。
　　站在高山之巅的人，其胸襟的开阔，见地的远大，毕竟是不同于常人的。
　　与徐悲鸿的杰作咫尺相亲，心中涌起的是一种崇高的感觉。
看他的《箫声》，似闻凄咽的箫声不绝于耳，内中的离愁，是浸透了国难家愁的。
两帧巨作《愚公移山》和《九方皋》，所画的人物、骏马，俱是血肉之躯，凛然的阳刚气，直可充溢
天地。
徐悲鸿笔下的奔马与醒狮，留白处，都是西画中的光色变幻所致。
其体态神色之壮烈激昂，迸发出来的是人间的英雄气。
　　徐悲鸿让同代乃至后代人久久景仰的，是他那浸透了时代忧患的悲鸿情怀。
“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
多难兴邦的伟大年代，孕育出了伟大的徐悲鸿，而徐悲鸿，用他伟大的笔，毫无挂碍地倾诉了他的悲
鸿情怀。
　　绍兴三章（t995?08?06）　　我几次到绍兴，都去了大禹陵。
　　听画家沈柔坚说，原先大禹陵上的大禹像，庄严、亲切，活现出“三过家门不入”、“两胫无毛
”的劳动者风采，和“战战兢兢，自临深履薄处走出”的真英雄本色。
可惜迟到的我，见到的已是普天下寺庙陵园中常见的那种完人天仙了。
我觉得一种朴素的美正离我远去。
　　如今可以带我走近大禹的只有那片窆石。
窆石，是大禹下葬时所用的原物。
它亲身经历了治水英雄从此不朽的伟大祭奠。
大禹不朽的是精神，而窆石因为大禹也从此不朽。
这大概便是人与物的区别，也是人与物的亲缘。
时空无情，让后人只能面对窆石睹物思人，只能把所有的对大禹的敬意，都作成对窆石的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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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茫茫九派，养育了世世代代的大禹子孙。
这是恩泽。
而窆石真让人感激。
因为它忠实地替后来人早早地奉献过虔诚，又久久地凝结着哀悼。
　　这是一个晋代的酒杯。
椭圆的杯口，两边是耳轮般的杯沿。
它的雅称是“羽觞”，俗名叫“耳杯”。
　　耳杯享有盛名，因为它曾在那个三月初三，在蜿蜒的小溪里漂泊过一天。
那个盛会叫“兰亭盛会”，那个漂泊叫“曲水流觞”。
参加这个盛会的四十一位晋代名人，都在流觞曲水中写下了文字，遗憾的是，耳杯的最终成名，却是
因为集了这些文字的一个序言，是由王羲之书写的。
著名的《兰亭序》让王羲之成了“书圣”之名，也让耳杯有了千秋的美名。
　　物与人有区别，有时物比人更见出精彩来。
就像四十一位晋代名人已让人淡淡忘去，而在曲水中耳杯缓缓流动的神采，却让人久久向往。
那次去兰亭，我便让它在曲水中尽情地漂泊了一回。
　　沈园很动情，因为陆游的缘故。
《钗头凤》是一首凄美的歌子，而曾听到这首歌子至今尚在的，只有沈园里的那一汪葫芦形的宋代水
池了。
　　站在水池边，望着又是一番绿意的春水，心中涌起的竟也是陆游一样的凄情。
“伤心桥下碧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这是陆游风烛残年时写的诗。
可见陆游是把他毕生的不解情结，都凝固在了这汪春水里了。
而在后人的心中，陆游本人，也被凝固在这汪春水里。
　　物与人有亲缘，有时物包容了人的情感。
因为人的情感，物也充满了情感。
　　沈园的这汪春水，我是怕见第二次的。
　　关于赝品（199 5?08?20）　　我的一个同学，五六年前，成了东邻的新嫁娘。
记得归国省亲时，约我谈了一事。
她婆家祖传一件署名我国南宋画家陈容的《墨龙图》。
据考陈容的《墨龙图》，世存仅五六幅。
她公公宝其画，有意将它写进县志。
为慎重起见，特地把原画全貌及几个局部拍成了精细入微的照片，让她归国时鉴定一下。
　　后经上海博物馆谢稚柳先生鉴定，认为笔力松疏，至多为明清摹品。
我实言越洋以告，惹得东邻老人浩叹“中国的文化太高深了。
”终于没把《墨龙图》写进县志。
　　我想，这是关于赝品的正剧。
　　七八年前吧，一位香港有名的收藏家，携带他的书画藏品来沪展示。
当时的上海博物馆大厅一时琳琅生辉。
上海一家杂志特地为这个藏品展出了上下两期的专刊。
原拟是刊登全部藏品的，可惜上海的鉴定家们认为藏品中的一件极品石涛《山水图》是赝品，最终这
次展示和两期专刊，终于没有花好月圆的圆满，而是一钩缺月般的凄美悠然。
　　我不知那位令人尊敬的收藏家的心情如何？
只觉得这是一个关于赝品的悲剧。
　　世上有真品，便有赝品。
以书画界为例，几乎所有的书画家都是从临摹前人的精品杰构开始的。
而那些天才画家的临摹佳作，有不少几可乱真，甚至那种充满灵性的艺术光芒，真让人为之目眩。
张大干就是内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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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是他天真的本性，恃才傲物，还是他大孩子般的恶作剧心态，他制造了不少赝品。
又因其手指触摸般的精微、真挚，他创造的赝品往往精美绝伦，堪称是“美丽的错误”。
　　酷爱艺术而得赝品，是一味酸、一味苦，而得到出自张大千之手的赝品，该是一味甜。
这大概是关于赝品的喜剧了。
　　几帧遗墨（1995?09?03）　　偶理书案，重睹沈迈士十年前手书的一首七律。
全文如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八年抗战摧顽敌，壮烈山河血染红。
滑夏狂图妄黩武，同仇众志斥降戎。
长城铁壁胡容寇，广岛核弹促势穷。
反霸今朝宏济世，弭兵造福看新功。
一九八五年九月沈迈士”。
　　编辑副刊，见到的大抵是书画家的作品照片，而这首七律，是沈迈老用一个个核桃大的字抄录在
盈尺长的宣纸上，特地委人送到我手中的。
　　忆起沈迈老的音容，是那么清俊疏朗。
可仁人长者，也会金刚怒目，当有人欺侮我们的民族，和欺侮了之后又拒不认罪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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