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 复 戡 （1902-
1989），鄞县梅墟人，
原名义方，号静龛，40
岁后改名复戡。曾为西
泠印社理事、中国书协
名誉理事，现代著名篆
刻家、书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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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年蔺草收获季节，总有一
批“割草客”从远方来到宁波。
他们拖家带口，起早贪黑，在蔺
草地里挥汗如雨。今年4月，史凤
凰拍摄的反映割草客生活的纪实
作品 《扛》 入展中国第 17 届国际
摄影艺术展。这一刻，她很是欣
慰——跟拍割草客，她已足足坚
持了 10 年。一次次，她被蓝天下
碧海似的蔺草地震撼，也一次次
被割草客的艰辛、坚韧所打动。

与史凤凰熟悉之后，我愈加
相信了“痴迷”与成功的因果关
系 。 史 凤 凰 的 日 常 几 乎 完 全 被
摄 影 笼 罩 ： 与 她 外 出 旅 游 或 喝
茶 谈 天 ， 没 聊 上 几 句 ， 她 保 准
会把话题引到拍照上去。饭桌上
如果“不幸”坐在她的边上，十有
八九她会掏出手机，让你一幅一
幅欣赏她的近作：这一张是在什
么情形中偶得的，那一张拍摄时
有 多 惊 险 —— 她 的 神 情 是 如 此
专注、着迷，令你实在不好意思
移 情 于 转 盘 上 的 美 味 而 漠 视 与
她谈论艺术。

因为摄影，她的生活变得异
常充实。双休日忙完家务，她就
长时间坐在电脑前整理、筛选照
片。报社编辑、朋友一个电话邀

她拍个场景或是人物，她立马放
下手中活儿，欣然前往。近来她
为 《宁波晚报》“文化地图”专栏
撰稿，用图文介绍那些古村古镇。
每到一处拍摄，为了获得满意照
片，常常往返数次。今年“世界读书
日”，她应邀去“十里红妆”书店作
摄影讲座；江北区文创连萌文化
传 播 中 心 等 社 会 组 织 也 发 出 邀
请，希望她去作公益讲座。

（二）

有人私底下说史凤凰“换相
机、镜头就像换衣服”。说这话的
人肯定不知道，1995 年，她买第
一架胶片相机，还是向同事借的
钱，后来每月发工资时分期还。
在远山近水的跋涉中，相机经常
会出“意外”。有一次，为了寻找
一个低角度，相机被海水打湿，
几乎报废，有次放在后车厢里的

相机整套被盗，她心疼得要命，
还不敢跟家人说。

史凤凰的摄影史，得从她高
中毕业那年说起。一位同学有架

“凤凰 205”相机，假期里，她俩
你一张我一张，初次感受到相机
的奇妙。参加工作后，报社几位
搞摄影的同事将她领进门，从此
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说来也怪，
以 前 我 体 弱 多 病 ， 自 从 迷 上 摄
影，经常跋山涉水，居然身体也
好了。”史凤凰曾到老年大学旁听
钱永福老师的摄影课，每每“缠
着”报社同事要求点评自己的图

片。加入宁波市摄影家协会后，
协会的沙龙活动，王新辉、沈一
鸣、叶炜等名家的经验分享，让
她受益良多。

2012 年，史凤凰首次在月湖
大方岳地举办“走过四季”个人
摄影作品展。此时，她已开始在
各类摄影比赛中获奖：《回寨过
节》 获 2011 年浙江省第二届群星
视觉艺术大展金奖；《人在旅途》
获 2012 群星璀璨全国群众美术书
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金奖。同年，
她成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此
外，她还为 《再寻麒麟童》《跟着
太阳走一年》《慈城年糕的文化记
忆》《金川世家神像考》 等书籍，
提供了大量精美图片。

2017 年 10 月，史凤凰出版了
个人摄影集《流年碎影》。

23 年的摄影生涯，史凤凰的
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繁华都市，
偏僻村寨，塞外高原，她用镜头

记录风土人情、人事变迁。深山
里的老妪、出租屋里的异乡人、
蔺草地里的割草客、水乡河埠头
的洗衣女子……都成为她镜头中
的主角。

北国冬日，气温零下三四十
摄氏度，外出拍摄，她有时候都
想哭。不是因为痛苦，而是一种
情绪：为什么要自找苦吃？这样
执着究竟图个啥？有一次台风天
去海岛拍摄，浊浪排空，她和一
众摄友爬上一座大礁石，一位腿
脚 不 便 的 摄 友 却 留 在 了 小 礁 石
上。临近中午，风云突变，出现

了 被 当 地 人 称 为 “ 注 浪 ” 的 现
象 。 一 个 个 巨 浪 铺 天 盖 地 打 向
小 礁 石 ， 礁 石 上 的 那 位 摄 友 突
然 不 见 了 …… 史 凤 凰 吓 得 简 直
要 哭 出 来 。 所 幸 ， 那 位 摄 友落
水后用脚奋力一蹬，浮出海面，
紧紧抓住救护船上抛来的绳子，
逃过一劫。

自然，拍摄途中也不乏美好
记忆。比如行走在古老的村庄里，
拐角处突然蹿出一只大黄狗，连
声狂吠，吓得她大喊“救命”，主
人急急跑来解围，并投来歉意的
目光；临近中午，村里的阿姨婶
婶 看 到 女 摄 影 师 汗 流 浃 背 ， 会
热 情 邀 请 她 去 家 里 吃 饭 ， 还 送
上 采 摘 的 新 鲜 果 蔬 …… 一 些住
在深山的老人，一辈子没有走出
过大山，从未拍过照片，遇到这
样的情况，史凤凰会细心记下地
址，将扩印好的照片邮寄过去，
或在第二次采风时送上。

（三）

人们迷上摄影，多半是缘于
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史凤凰也不
例外。拍摄之初，花海、名胜、
笑靥如花的人们，是她聚焦的主
要目标。随着对摄影认识的逐步
深入，她越来越意识到，摄影的
更大价值在于记录即将消失的事
物，留住稍纵即逝的瞬间。一张
照片，最重要的是影像核心的表
达和背后意义的传递。她开始主
攻纪实摄影。

她拍摄的 《人在旅途》，荣获
2012 群星璀璨·全国群众美术书
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金奖。评委之
一、《法制日报》 美术摄影部主任
居 杨 （现 中 国 摄 影 家 协 会 副 主
席） 对它的评语是：“好的摄影作
品考验作者对细节的把握，看能
否抓住好的瞬间。这幅 《人在旅
途》 看似普通其实很有意思：以
前坐火车是黑皮、绿皮火车，旅
途很累，现在是条件很好的卧铺
车厢，三个女人还要在有空时做
个面膜，从中我们可以感受生活
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专家的
评 点 ， 使 史 凤 凰 备 受 鼓 舞 和 启
迪：好的摄影作品要传递出作者
的情怀、态度和立场。

从此，史凤凰不再满足于零
敲碎打的拍摄，而专注于精选主
题，打磨系列作品。宁波枕山濒
海，拥江揽湖。史凤凰力图用镜
头诠释家乡浓浓的地域气息和特
质。《流年碎影》 中的“水乡埠
头 ” 系 列 ， 让 人 重 温 童 年 的 生
活，试图留住一种正在逝去的生
活情态。其中有一幅作品，拍摄
地是青林湾古渡。大桥上，一列
高铁正疾驰而来，而桥下的河埠
头，一群妇女正在洗衣汲水。远
与近、快与慢、古老和现代，在
光 影 里 奇 妙 邂 逅 。 摄 影 集 中 的

“海韵”系列，似有一股鱼腥味扑
面而来；“讨生活”系列中的那幅

《春耕图》，农人赶着老牛在雨中
耕田，白鹭在一旁翩翩起舞，自
然的诗意映衬着生活的艰辛；而
在“都市拓荒”系列中，你能感
到喧嚣和浮躁中一种久违的宁静
和安详。这些作品，不正是时代
和地域的标本和见证吗？

纪 实 类 作 品 ， 无 需 过 分 修
饰 ， 重 在 平 凡 中 发 掘 内 涵 和 趣
味 ， 这 就 需 要 作 者 拥 有 一 双 慧
眼。“蔺草收割季的孩子们”系列
展 现 了 这 样 的 场 景 ： 炎 炎 烈 日
下，大人们手持镰刀挥汗如雨，
他们年幼的孩子，有的在遮阳伞
下熟睡，有的在成捆的蔺草堆上
玩 耍 ， 有 的 乖 乖 地 趴 在 母 亲 背
上。一位母亲，劳作之余正在给
孩子喂奶……看到这些，你的心
会瞬间变得柔软起来——生活尽
管艰辛，但爱融化了一切。

我市资深摄影家、宁波市摄
影家协会原主席沈一鸣先生曾经
说过：“有了数码技术之后，拍一
张好照片容易，但要拍出一组好
照片、搞一次优秀作品展、出一
本著作就很不容易了。史凤凰不
是专业摄影工作者，她近几年的
创 作 热 情 可 以 用 ‘ 发 烧 ’ 来 形
容，创作出了不少好作品。”史凤
凰的《扛》，不久前入选中国第17
届国际摄影艺术展。中国国际摄
影艺术展览是一项久负盛名的国
际性摄影活动。本届赛事共收到
来自世界各地的 23 万余幅摄影作
品，经过 10 余位国内外评委评
选，最终分纪录类、艺术类、“方
向·视界”主题类三个类别，遴
选出 300 件入展作品。《扛》 的入
选，实属不易。

生活中的史凤凰，常常梳着
一条麻花辫，风姿绰约。这位身
材高挑的女子，一路行走，一路
记录，在光影中收拾世间美好，
用艺术滋养着自己的人生。

方向前

阿 育 王 寺 有 许 多 匾 额 、 对
联，其中一件“大雄宝殿”匾
额，线条淳厚，书风庄重古朴，
为甬籍书画篆刻大家朱复戡先生
所书。

在 二 十 世 纪 中 国 书 画 篆 刻
界，朱复戡是一位极有分量的大
家。他涉猎广泛，马公愚对朱复
戡作过如此评价：“他渊博多才，
工诗文，精金石，擅书画，精研
六书，博览群籍，融会贯通，识
力兼臻。凡有所作，无不古浑秀
穆，度越前人，别开蹊径，而自
成宗派，实千年来一人而已。”

要了解朱复戡先生的艺术成
就，不妨从其书法、绘画、篆刻
三方面入手。

朱复戡篆、隶、楷、行、草诸书
体俱擅，尤以篆书及行草书最具代
表性。篆书是朱复戡一生研究和创
作的重点，其研究和创作涉及石
鼓、秦诏版、小篆及青铜铭文。他的
书风雄浑厚重，笔力扛鼎，具有博
大凝重、庄严肃穆之庙堂气。挚友
刘海粟对其篆书评价极高：“笔墨
之间，渊然有思，醰然有味，游神于
三代，冥心于造化。”

朱复戡的篆书得益于对古文
字的考证和研究。他不但关注

《毛公鼎》《散氏盘》《大孟鼎》及
《虢季子白盘》等青铜铭文，对秦
汉简牍、陶文、砖瓦文等也有自
己独到见解。秦诏版在我国书法
史上影响巨大，朱复戡通过深入
揣摩、学习，他写的篆书无论风
格还是技法，深得秦诏版精髓，
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已经超越
了秦诏版，作品厚重、正大、高
古，富金石气息，在临写及创作
上，可谓无出其右者。值得一提
的是，秦诏版出土时，作品缺失
严重，文字短缺 11 字，朱复戡
先 生 经 过 研 究 考 证 ， 为 之 补
缺，这是篆书发展史上的一个
伟绩。又如 《泰山刻石》，由于
历经二千余年的磨劫，几乎分
辨不出所书内容，仅剩九个半
字 ， 朱 复 戡 先 生 凭 积 年 学 养 ，
修 复 了 《泰 山 刻 石》， 全 文 共
223 字，这一事件引起海内外的
轰动。可见朱复戡先生在文字学
及篆书领域的功底。

在草书创作领域，朱复戡先
生也是成就非凡。他擅章草、大
草、行草诸体，尤其是他的“以
篆入草”，一改原有草书飘逸灵
动、秀美婉转之书风，使得草书
更显浑厚、古朴。朱复戡还以篆
隶字法相渗，兼取“二王”架
构，使其草书的笔法与字法更加
丰富多变，真正把“碑学”与

“帖学”融为一体。朱复戡先生对
草书有自己独特的认识：“汉魏以
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

“书刻先须通金石”。他对草书的
审美取向，受到过海派巨匠吴昌
硕的较大影响。

作为近代最具影响力的书画
篆刻家，吴昌硕的艺术得益于

《石鼓文》，取法于秦汉篆隶碑
版，书风富有金石气息及汉魏古
风。朱复戡先生曾经告诉别人：

“我把说文解字 9353 字，记得滚
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暮
写，有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

吴老的金石良言，我实践了一
生，受用了一生。”

“碑学”自清中期鼎兴以来，
社会上学碑之风盛行，不少书家
在学碑同时，吸取了“帖学”风
味，这一“折中”的方法，其实
代表了民国以后的书风走向。尽
管朱复戡书法以“碑学”为立
场，但在其学书道路上没有放弃
过对“二王”帖学的汲取。如他所
作《论二王书》题跋，就有对“帖学”
的一些看法：“二王之中，右军笔笔
沉着，特重结体，大令轻巧取媚，尤
乱法度，故献不及羲；又如逸少沉
着雄健，子敬潇洒奔放，故若能合
而兼之，何可胜蓝。”从朱复戡的行
草作品中，我们发现，他对“字法”
的取向，源于对“二王”结体的借
鉴和吸取。

朱复戡的篆刻，早年受吴昌
硕、赵之谦影响，同时旁及皖浙
名家，风格上趋向于流丽娴雅。
中年后，他宗法商周秦汉，向源
头取法，印风高古浑厚，并具自
家面目。马国权先生在 《近代印
人传》 中对其篆刻作如此评述：

“金文喜作商末周初之体，气势雄
劲，凝重浑穆，每以增点填实及
加重捺刀之法，调节字之重心，
或将笔画改正为斜，变直为曲，
易方为圆。至耄耋之年，仍气吞
斗牛，阳刚之气慑人心魂，揆诸
历代书法大家，亦不多见。”朱复
戡先生以三代金文、秦诏刻石，
从源头至原创变化入印，凭其扎
实的文字考证，成为印学开派的
又一金石大家。

朱 复 戡 先 生 是 一 位 全 能 大
家，诗书画印俱全。偶尔绘画，
品格极高，所绘人物、山水、花
鸟、走兽均以篆书线条出入，体
现了中国画高古雄丽之风貌。朱
复戡先生文学修养深厚，诗词功
夫了得，故在其绘画中，多擅以
自作诗词为画中题款，诗、画、
书法均属上品。

民国时期，张蹇叟先生曾为
朱复戡制定过篆刻润单，其当时
计价高于吴昌硕。大上海高手如
林，朱复戡先生的作品得到行内
人士看重，实属不易。

在今天的艺术市场中，朱复
戡作品几乎还未进入主流的大拍
卖公司，仅在二三线拍卖公司偶
有所见，价格也不高，四方尺书
法作品在 5 万元上下。记得前几
年宁波一家拍卖公司搞过朱复戡
先生书法作品拍卖专题，有十余
件作品上拍，拍品据说来自一位
山东藏家，但成交表现并不十分
理想。朱复戡先生作品的艺术水
平与市场价值存在一定的偏差，
相信他的作品随着时间会慢慢成
为藏家喜爱的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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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凤凰，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从事摄影创作二十多年，作品
多次在各大摄影比赛中获奖，其中
《回寨过节》获2011年浙江省第二
届群星视觉艺术大展金奖；《人在旅
途》 获2012群星璀璨·全国群众美
术书法摄影优秀作品展金奖；《蔺草
收割季节里的孩子们》获2015年宁
波市首届摄影艺术展纪实类金奖；
2018年 4月，《扛》入展中国第17届
国际摄影艺术展之纪录类单幅作品。

2017 年 10 月，个人摄影作品
集《流年碎影》由宁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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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凤凰：摄影“发烧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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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复戡书法作品 （方向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