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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记得有位哲人说过：“一个明智地追求快乐的人，除了培养赖以支撑生活的主要兴趣之外，必会设法
培养其他许多闲情逸致。
”高尚的兴趣爱好可以陶冶性情、丰富生活、提升品位、增进修养。
但在当下的生活中，案牍劳心、应酬伤神，属于自己的心灵港湾总是缺乏应有的平静、充实和满足。
黄沂海却是一位能将繁冗工作和兴趣爱好巧妙结合的人。
作为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的一名员工，阿海身兼综合业务、金融文化等多项管理职务，同时担任
中国唯一一家银行博物馆馆长，业余喜好舞文弄墨，笔耕不辍，短短几年间，出版了“金融散文三部
曲”等书著，洋洋洒洒百万字，获得圈内外的好评；近来又在收藏领域里崭露头角，颇有建树，令人
为之刮目。
丰富高雅的志趣爱好成为了阿海金融生活的补充和延伸，也是银行人追求文化品味的一个缩影。
捧读阿海新作《扇有善报》，让我们有机会分享他涉猎扇面收藏天地的丰硕成果，尽情体验他扇面收
藏过程中的喜乐得失。
《扇有善报:阿海笑侃私家藏扇》汇集了阿海私家珍藏的扇面作品一百多件，不乏名家名作，亦有画人
佳构，多姿多彩尽在其中；十余万字藏扇故事轻松叙来，文笔延续了阿海作品的招牌风格，生动流畅
，机智诙谐，引经据典，触类旁通，学术味与幽默感相得益彰。
字里行间，我们可以读到一名银行员工充实而快乐的业余生活，可以感受到作者笔尖闪耀的思想光芒
，更可以体会到培养一种高尚趣味对人生和事业的帮助，正如书名所冀望传达的意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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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讲述了作者收藏扇面的诸多掌故。
其中就每幅扇面的文化内涵、购买收藏扇面的点滴心得、扇面所涉及的书画艺术、人情世故及相关人
物故事等等，作者都有自己较独到的理解和阐释。
共80多篇文章，80多篇故事，再配以近百幅扇面图。
图文并举，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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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沂海，笔名阿海，作家、藏家，银行高级管理人员，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馆长，金融文化时尚杂志《
行家》副主编，《银行博物》主编，著有金融散文三部曲《笑看金融》《笑问财缘》《笑点赢家》、
漫画作品集《家庭投资理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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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嘿嘿，“小人书”大师——贺友章《小二黑结婚》扇面湖平岸阔一帆悬——昊湖帆书画《墨竹》扇
片舍不得银子套不住“羊”——程十发书画《牧趣图》岛面闻“香”识豪杰——何香凝《双青》扇片
梨园高手VS丹青妙手——梅兰芳《济公》成扇、尚小云《蔬果青蛙》扇片潇洒“王”——申石伽《万
竿翠竹》成扇望“梅”止渴——谢稚柳《梅花图》成扇摇啊摇，“姚”到运河桥——姚虞琴《梅兰竹
菊》成扇三件套一“刻”值千金——支慈庵书画《花虫竹石图》成扇一门丹青三代情——王个簃、王
公助、王葵祖孙三代成扇作品独“木”不成林——吴琴木《山水》成扇、邓散木书法成扇螺蛳壳里“
画”道场——任率英《文姬返汉图》成扇避“石”击“胥”——郑孝胥书、金城画《烟柳双燕图》成
扇亲情友情“调一调”——沈尹默书、褚保聪画《梅枝》成扇1939外滩往事——钱鼎画、赵宗抃书《
上海外滩》成扇墨宝天天见——谭泽阎书、周柏生画《墨龙》成扇老子、儿子与扇子——俞陛云画、
钱崇威书《秋山雨过》成扇“垃圾千金”——张石园书、郑佐宸画《锦灰堆》成扇“吃”心绝对——
未梅村《仕女图》扇片“问”君能剪几枝“梅”——胡问遂书、颜梅华画《花鸟图》成扇人淡如菊—
—袁淡如《秋山睛霭》成扇孙中山秘书传奇——田恒书画《兰花图》成扇“野”“生”品质——吴野
洲、吴谷生父子扇画，杨千里、况维琦扇作被甲骨文撞了一下腰——叶玉森书、宣哲画《山石人家》
成扇“卖”兜响当当——赵丹《黄山奇观》团扇天道衡艺——韩天衡《郑板桥咏竹诗三首》扇面有其
父必有其女——钱松嵒、钱心竹父女《耕织图》成扇，丰一吟书法扇面扇子就是面子——瞿蜕园《花
草奇石》成扇、潘飞声书去成扇全家都“来赛”——王康乐、王克文、王守中父子（女）扇画作品情
深深，“鱼”濛濛——汪亚尘《菱池鱼戏》成扇、凌虚《三鱼图》扇面转角遇见爱——刘德六《乌语
花香》扇片果色生香——丁辅之《夏日水果》扇片旷世绝恋泪洒“千秋”——李秋君《芬香怡人》成
扇母女难“团圆”——陈小翠画、方介堪书《螳螂捕蝉》成扇妙手仁心——陆渊雷书、邹敏画《古木
清幽》成扇非“陈”勿扰?——陈从周《花鸟图》成扇、朱犀园《松柏图》成扇第一老人九宗“最”—
—苏局仙书、唐炼百画《墨竹》扇面这把扇子叫“顺溜”——高马得书画《关羽渡江》成扇翁婿情长
——陆仰非、沈雪生翁婿书画《观瀑图》成扇沪上书坛“双雄会”——任政《宁静致远》成扇、赵冷
月《杨柳枝词》成扇我是“哈韩族”——韩敏、韩伍、韩硕三兄弟扇作“明”“铭”白白养其拙——
林曦明画、张桂铭书《海南椰子》成扇三幅石榴图——曹简楼、杭英、佘桂荣同题扇画作品我家的“
表”叔数不清——樊浩霖、吴慈堪、胡久庵、孙雪泥、江采、曹铭扇作双竹报平安——乔木、邱受成
竹画成扇借“鸡”发挥——孙静波书画《三角鸡恋》成扇青梅竹马的感觉——于濂元《罗汉图》成扇
、周昌年《夜半故人来》成扇“淘”花扇——赵士鸿《花卉》成扇“国宝”画家也是宝——张锦标《
熊猫吃桃》团扇赚到行情赚心情——钱行健画、韩敏书《梅花香自苦寒来》扇面“飞”“翔”来了！
——车鹏飞书、陈翔画《溪山高隐图》成扇奇人·鬼才·多面手——谢春彦《不观斗图》扇面、黄阿
忠《风物潇洒》扇面古玩城捡到“皮夹子”——陈星平《福寿镜》扇片、张大根《钟馗嫁妹》扇面“
漫”园春色——沈天呈《春风得意》扇片纸上“遛鸟”记——应诗流、曹瑞祥同题《花鸟》扇面藏扇
有“喜”——王宏喜书画《太白诗风》成扇功夫在画外——徐建融《鸡冠蛱蝶图》扇片、童衍方书去
扇面画如戏，戏如画——杨秋宝《九天玄女》成扇活脱似像父子兵——名家之后杨尧棠、陆亨、陶为
浤、胡考扇作沈嘉禄“二人转”——沈嘉禄书画《姹紫嫣红》《冬暖夏j京》成扇情迷石库门——李守
白重彩画《小憩》扇面清风“平平”拂雅来——管继平书、耿忠平画《渔父闲钓》成扇月朦胧，扇朦
胧——李云昌画、高式熊书《高处不胜寒》成扇童心谁剪裁——未新昌《顶牛》《嬉闹》扇面、贺竹
元《童乐童趣》扇面艺“林”不了“晴”——刘小晴书、祖局林画《花鸟》成扇“缘”本如此——张
渭人《闲适通遥图》成扇、丁筱芳《天籁》扇面沪甬双“陈”记——陈志明《水光掩映》扇面、陈谷
长《荷花》成扇“一鸣”近人——蔡一鸣书画《千里江陵》成扇喜羊羊与“绘”太郎——蒋伟《三羊
开泰》扇面花开在眼前——顾秉松《富贵牡丹》成扇谁辛苦，谁逍遥——郑辛港幽默画扇面“BTOME
”——王震坤《犀牛望月》扇片“笔挺先生”，挺！
——许艺诚《商山四皓》扇面心“净”人扇凉——汤其耕《山色溪声》成扇虎！
虎！
虎！
——陈一芗《风云际会》成扇、蔡育贤《双虎图》扇面“口红效应”——史三千《滕王阁序》成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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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朵金花”带回家——范生福《荷花仙子》扇片、刘海郡《四大美女》成扇新剃头，“打”三记——
张恢《女人香》扇面“仙”声夺人——华逸龙、沈培耕同题作品《八仙图》成扇一扇容纳六千言——
马向君《道德经》《孙子兵法》书法成扇潜伏——辛裕画、寒江书《工上风帆》成扇“中国版毕加索
”——营秀文、陈富林等农民画扇面买“珠”还椟——洪志准《春风何时至》成扇阿弥陀佛！
——灵暑中《至乐读书》成扇卧虎藏龙——梁振华、徐宝明、冯毅平扇作“躲猫猫”也精彩——无款
《钟馗图》《ICBC创意粟谱》扇面“别拿村长不当干部”——街头画匠徐德仁、林雷风景成扇都有一
颗“扇”变的心——与尔冬强、陈亮的扇型艺术之缘谁解“套”中味——清代苏绣扇囊我的扇子我的
画——阿海自画《申江风情录》扇面纸醉扇迷（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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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小浦东购房记》出版后不久，我在《新民晚报》上写了一篇旧时纳凉的文章，贺友直先生看
到了，就打电话过来，说是读过觉得趣味盎然，触发了他的许多记忆，顿生灵感，打算替小文配一幅
画。
没过多久，老先生果真托人捎来画作，题款书有“旧街夏景／友直画沂海先生文意，时年七十有八”
，叫人无限感动。
展开画卷，老底子的乘凉风情，在贺友直先生的纳凉图里，活脱似像地描绘出来了。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贺友直先生一直认为，作为画故事的画家，必须学会“做戏”。
所谓做戏，就是胸怀故事全局，挖掘人物内在的性格冲突，选取和捕捉生活中富有表现力的可视形象
。
连环画《李双双》中李双双和喜旺闹别扭后和好，贺友直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双双让小孩把开门钥匙递
给喜旺这一细节，这个构思，“戏”出来了，相当生动、传神。
他的“做戏”，既富有情趣，又真实可信。
又如长达396幅的《山乡巨变》，那些生活在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湖南山乡的人们，在农业合作化运动
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被描绘得妙趣横生，真切自然。
跟贺老师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他达观开朗，诙谐风趣，一辈子的曲折经历，使老人拥有一份睿智和
大度，足以令他笑对人生的风云变幻。
他的名片上有幅自画像，给自己画了对很夸张的长耳朵，一双锐利率真的眼睛，从眼镜上方审视般地
注视着纷纷杂杂的人世万象，那潜台词是：“哈，什么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这位八十七岁的高龄画家，仍拥有一对清澈纯真的眼睛！
如今，装裱后的扇画《小二黑结婚》已经挂在了我的书房里，读书写作之余，每每看到贺友直先生功
力深厚的笔墨，想起自己也快要结婚啦，禁不住小曲哼哼，露出二声“嘿嘿”⋯⋯咦，我这不也是小
二“嘿”结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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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好写原创短信，迷上扇面收藏后，兴之所致，写过这样一条短信：“大款看车子，领导看肚子，导
演看胡子，文人看扇子⋯⋯”自古以来，中国文人有处处留墨的雅好，扇子一经文人之手，便与书画
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条美妙的圆弧，以及由两个端点的圆半径而构成的扇形，成为独具一格的书画艺术形式，吸引了无
数藏家高手。
扇子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扇中来，收获特别多。
屈指算来，扇子在我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小时候读书，看到四大古典名著里就有关于扇子的描写：《西游记》里有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红楼
梦》里有晴雯撕扇的情节，《水浒传》里蒋门神驱暑赶蝇的蒲扇，《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手中徽摇的
羽扇；当然，扇子还引出人生悲喜剧，悲剧如孔尚任缠绵悱恻的《桃花扇》，喜剧如“鞋儿破，帽儿
破，一把扇儿破”的济公和尚⋯⋯因此，在我有缘与扇面亲密接触后，根本无须情绪的铺垫，许多奇
妙的感觉也就款款而至，于是一发而不可收，“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爱扇藏扇，为
扇痴狂。
藏扇的好处，窃以为有三：好藏、好看、好玩。
先说好藏：扇子体积小，折扇收拢后仅尺把之长，故有“怀袖雅物”之美称。
不像收藏明清红木家具，或是四屏条八屏条字画，家里无处安身。
我集藏的百来把扇子，一个拉杆箱足矣，藏而不露，委婉涵蓄，非常符合我的性情；再说好看：扇面
艺术源远流长，方寸之间蕴含着大千世界。
在扇面上挥毫，难度极大，明代大书法家祝允明，曾将扇书比作美女在瓦砾上跳舞。
折扇扇面，上宽下窄，形式特殊，要求画家必得精心构思，巧妙布局，使扇面疏密聚散有序，“长河
无点墨，似见笔纵横”，视觉上有延伸感和想象力；最后说好玩：扇子赏玩最方便，不管是一人独处
，还是邀三两知己，烹一壶新茶，展一柄折扇，可关注笔墨，可赏析意境，可检弄扇骨，可把玩扇囊
，情景交融，心灵相通，不再讲究谁人职位大小，亦忘却窗外的阴晴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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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扇有善报:阿海笑侃私家藏扇》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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