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艺林 NINGBO DAILY

2020年6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叶向群

电子信箱/yxq@cnnb.com.cn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枕流

近几年，鉴宝剧和盗墓剧作
为此类题材小说的衍生品，渐渐
占据了荧屏、银幕的一席之地，
受欢迎程度也是有增无减。这类
作品本身在剧本创作上就有优
势，毕竟小说已经过读者的检
验，改编起来相对容易些。从影
视美学的角度看，剧中情节除了
戏剧冲突外，还紧密结合文物鉴
定、冒险探索及悬疑推理等“加
分项”，从而在内蕴上更具魅
力。所以我们不管看《鬼吹灯》
《黄金瞳》还是《古董局中局》，
都会因其内容上富含中华传统的
文化内涵，精神上契合真伪博弈
的永恒矛盾，被深深吸引。这次
爱奇艺网推出的悬疑探秘鉴宝电
视剧《古董局中局之鉴墨寻瓷》
（以下简称为《鉴墨寻瓷》），便
是佳作之一。

该剧情节承接 《古董局中
局》第一部而来。京城古董界有
五个鉴宝门派，号称“五脉”。
红门主书画，青门主木器，黄门
主青铜明器，玄门主瓷器，白门
主金石玉器。故事主人公许愿乃
是白门的唯一血脉传人。在该剧
第一部中，他通过“佛头案”，
洗刷了爷爷许一城被诬为“汉
奸”的冤屈，却没能查出背后黑
手“老朝奉”的真实身份。第二
部里，许愿又屡屡碰到“老朝
奉”古董造假集团卖向民间的种
种赝品，害得不少文玩爱好者倾
家荡产，甚至自尽身亡。于是许
愿秉承着“五脉”鉴宝“去伪存
真”的宗旨，继续追查“老朝
奉”窝点。可在此过程中，他又
被牵扯进“《清明上河图》鉴定
事件”。为了分清是非，辨别真
伪，也为了维护“五脉”的口碑
和声望，许愿一度不得不暂时放
下自己和“老朝奉”的家门恩
怨，联手开解真假 《清明上河
图》背后深藏的惊人秘密。

今年受疫情影响，在已经过
去的小半年中，并没有播出过几
部特别优秀的国产影视剧。此次
《鉴墨寻瓷》 能博得些许好评，
一来缘于演员阵容强大，主演不
俗，甘当绿叶的实力派老戏骨也
甚多。二来剧情情节紧凑，画面
典雅精致，逻辑非常清晰，做到
了环环紧扣，便于观众跟随剧中
人物按图索骥。第三，时代还原
度较高，该剧从服装道具到人物
语言，都很符合上世纪 80年代
的社会状况和氛围。当然，也有
部分观众觉得第二部中的许愿

“智商有点下降”，似不如第一部
中那样机敏、智慧了，总是隔三
岔五就上当受骗。笔者倒觉得这

种安排恰恰是主创良苦用心的体
现。因为在当下的影视剧作品
中，要塑造一个神勇无敌，始终
由主角光环护体的形象实在太容
易了。许愿是北京一家小古董店
的老板，年届三十，尽管在鉴宝
方面有天分有才气，为人也正
直、善良，但他身上势必也存在
着这个年龄层青年所共有的心浮
气躁、冒进唐突等特点。就是因
为急于揭露“老朝奉”的阴谋，
他才小不忍乱大谋，自己陷入别
人预设的圈套不说，还让整个

“五脉”陷入被动的境地之中。
在笔者看来，将一个人物塑造得
自然、真实、可信，远比把他塑
造成近乎“神”“圣”，来得更为
艰难和高级。

当然，《鉴墨寻瓷》中还有
对古董知识的传播，对深邃人性
的挖掘，对历史精神的呼应。譬
如，剧中提到一个明代青花瓶，
瓶底落款为“大明洪熙元年成祖
遗制”。众所周知，“明成祖”是
朱棣的庙号。但其实朱棣死后的
庙号本为“明太宗”，“明成祖”
的庙号是在嘉靖年间改的。剧中
提到了这一点，笔者又查找了资
料：确实，嘉靖皇帝继位时，曾
引发“大礼议”之争。为了能让
自己的父亲合理进入太庙，嘉靖
帝把朱棣的庙号改成“成祖”。
对这一历史细节知识的掌握，正
是鉴别这尊“明代青花瓶”的关
键。还有，剧中“老朝奉”造
假，手段甚多。常见的有：将赝
品藏于墓地，制造刚被发掘出来
的假象。这里牵涉到盗墓行一个

“儿下洞，父守口”的规矩。下
墓倒斗得有人守在洞口。这个人
必须和下洞那人是血亲——否则
明器一出来，上面的人很可能为
了私吞物件，对下洞之人下狠
手。先前也允许是“父下洞，儿
守口”，但自从发生了儿子将亲
爹活埋的事情后，行规便改成了

“儿下洞，父守口”。这一父一
子，所处位置的微妙转变，实在
是叫人体察人性之幽微，让人唏
嘘了。

人鉴古物，古物亦鉴人。
《鉴墨寻瓷》 的高明之处在于：
它并不甘心拍成一部仅供大众消
闲娱乐的作品，而是希望观众能
从剧中看到一些属于情节之外、
知识之外的东西。比如，随着国
宝的流转、传承，不同的人所展
现出的不同情感与精神……

人鉴古物，古物亦鉴人
——《古董局中局之鉴墨寻瓷》观后

陈巨国

庚子新春，“新冠”肆虐。在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宁波市女
摄影家协会及时推出了反映万众一
心、全民抗疫的“云”展览，引起
反响，旋即被浙江省女摄协向全省
转发推介。其中一件 《巾帼半边
天》 组照，让人们记住了摄影者陈
安华的名字。不知情的，还以为她
是哪个大咖，其实，她是个半路出
家的“醉影人”。

陈安华，不高的个子，秀丽的
面庞，清澈乌黑的眼睛，一闪一
闪，透着自信和善良，说话轻声细
语，富有亲和力，看不出她的实际
年龄。她原本是个幼儿教师，退休
后，为了充实晚年生活，拿起了照
相机。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拿惯了
教鞭的手，看惯了稚嫩脸蛋的眼，
一 下 子 要 与 陌 生 的 光 圈 、 快 门 、
ISO 等一大堆专业术语打交道，真
有点懵了，不知该从何下手。或许
得益于军人出身父母的遗传基因，
她认准了的事，就要一条道儿走到
底，向前辈学习，向书本请教，有
摄影、美学方面的讲座和培训班，
积极参加；一面购买钟百迪的橄榄
图网络教程，夯基础，强技能。平
时每次拍摄归来，她都要通过网络
把照片发给老师、朋友，让他们提
意见，找不足，查原因，使自己的
摄影水平在短时间内得到长足进
步。三四年后，她的作品开始在摄
影大展和摄影报刊上崭露头角。仅
去年一年，她发表、获奖、入选的
作 品 就 有 51 件 ， 差 不 多 一 周 一

“奖”。去年 12 月初，在 《中国摄
影报》 举办的“印象塘溪，名人故
里”摄影大赛中，陈安华的 《看
戏》，从全国 2815 幅照片中脱颖而
出，专家评价她的作品“构图稳定
庄重”，富有“场景的戏剧性和趣
味性”。她的另一件作品 《味道》
发表在 《人民摄影》 报上，资深媒
体人、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裘
志伟给予了很高评价，称赞她是

“营造画面气氛的高手”。
报章的发表，专家的肯定，摄

影大展的入选、获奖，给了陈安华
莫大鼓舞。从此以后，自称“菜鸟
小白”的她，对摄影的迷恋“愈陷
愈深”，一年 365 天，除了吃饭睡
觉，所有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摄影创
作上。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严寒酷
暑，起早贪黑外拍，跋山涉水远
摄，成为家常便饭。她像猎人捕捉
猎物似的，马不停蹄，到处寻觅拍
摄题材。偶尔待家片刻，总是把相
机的 5 块电池充得满满的，一听说
有什么拍摄题材，打起背包立马出
发。几年下来，她养成了一个习
惯，不管去哪儿，总是机不离身，
机不离手。今年“五一”，度过漫
长疫情隔离期的闺密与她相约在月
湖公园小聚，坐下不久，忽然看到
一群身着汉服的姑娘款款走来，陈
安华敏锐地感到好题材来了，忙对
朋友说声“你等等”，背起相机一
路跟拍而去。待到拍完，时间已过

去三四个小时了，朋友早就等得不
耐烦走了，她一脸的歉意，心里却
是满满的收获。

手工面，是宁波的传统食品，
承载着浓浓的乡愁，现在却濒临失
传。陈安华打听到樟村还有一家个
体作坊在制作手工切面长面，决定
实地去拍摄一组手工面制作的全过

程。手工面制作讲究气温，秋冬季
最为适宜。于是，在春节前夕的一
个寒冷天，她只身驾车来到这家个
体作坊拍摄，从白天一直拍到晚上
10 点多。得知次日凌晨三四点钟
作坊又要开始作业，为不耽误拍
摄，陈安华干脆和衣睡在自己车里
过夜。半夜寒潮来袭，气温骤降至
摄氏零下三四度，整辆车覆盖上白
花花一片浓霜。她在车内蜷缩一
团，冻得瑟瑟发抖，一夜未合眼，
凌晨三四点钟又精神抖擞地开拍
了。虽然有着说不出的苦和累，但
当她拍到满意作品而归时，觉得再
苦再累也是甜的。

去年夏季在素有席草之乡的黄
古林拍摄蔺草收割场面。炎炎烈日
似火烧，陈安华不顾自己羸弱的身
体，硬是穿着高统雨靴，在毫无遮
阴的蔺草田里，汗流浃背地跟拍外
来务工者收割蔺草的艰辛劳动场
景。一天拍摄下来，矿泉水喝完了
8瓶，浑身衣服可拧出水来。为了拍
出外来务工者心灵深处的酸甜苦
辣，她连续五天与他们一起出工，
一起吃饭，聊家常建立互信，使他
们面对相机时，不再躲闪，不再矜
持，让情感自然地流露出来，取得
了很好的拍摄效果。拍摄结束，陈
安华又从500多张照片中选出100多
张，印好后送给他们留念。当“割
草客”离甬返黔时，陈安华又为他
们拍下一张在大巴车上挥手致意的
照片，几位外来务工者忍不住流下
了感激的泪水。

陈安华深感，要获得一张有血
有肉的好照片，不能一蹴而就，必
须想方设法走进被拍摄者的心灵，
挖掘到他们内在最本质的东西。拍
摄的过程既是全身心投入的过程，

更是心灵得到自我升华的过程。
今 年 春 节 ，“ 新 冠 ” 病 毒 肆

虐，人人响应政府号召，宅在家，
不出门，陈安华心里却翻腾开了：
自己作为宁波市摄协、宁波市女摄
协、镇海区摄协的“三会”会员，
怎能宅得住家？应该拿起手中的相
机，逆行出征，去记录那些无私奋
战在抗疫第一线的白衣天使、爱心
志愿者的英勇事迹，给人以鼓舞和
勇气。她顾不了被感染的风险，上
大街下社区，拍摄战“疫”照片，
用相机说出自己的心里话。疫情期
间，人们深感恐惧，人和人的沟通
变得特别困难，这给她的拍摄带来
了不少难度。一天，陈安华拍完门
岗保安、志愿者活动照后，正准备
回家，猛然间，她透过玻璃窗，看
到七八个社工正在办公室吃盒饭，
觉得有戏，赶忙走进办公室。当她
举起相机拍摄时，社工们几乎是异
口同声地拒绝：“不要拍，我们没
戴口罩在吃饭！”一个小伙子干脆
吼 着 “ 出 去 ！ 出 去 ！” 吃 了 闭 门
羹，陈安华并未泄气，她找到社区
书记，向书记亮明身份，表明拍摄
意图。真诚打动了书记，书记去做
社工工作，最后陈安华如愿以偿，
拍摄到了战“疫”社工吃盒饭的照
片 ， 发 表 在 镇 海 区 的 《摄 影 界》
里。陈安华在疫情期间拍摄了大量
照片，有的被省摄协作为女摄影家
的优秀作品推介，有的被市、区摄
协入选展出，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
珍贵的历史资料收藏。然而谁能知
道拍摄战“疫”照的背后，是陈安
华人像散了架似的，躺在床上动弹
不得，遍身的酸痛，夜不能寐⋯⋯

这就是陈安华，一个退休后不
甘寂寞的“醉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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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前

赵 冷 月 书 法 常 被 人 称 为 “ 丑
书”。关于丑书，从艺术角度考量
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毫无艺术水
准，另一种是形丑神不丑，具有较
高艺术内涵。赵冷月的书法风格独
特，具有较高艺术价值，虽然曲高
和寡，但绝不可轻视。

那么，赵冷月的书法究竟好在
哪里？

“书法从不会写到会写比较容
易，而从会写到不会写这个过程最
难。”赵冷月的这句话，道出了他
一生艺术求变的心路历程。书法审
美须求“生”而不求“熟”。生与
熟是一对矛盾，在常人看来，书法
写到“熟”才算有“功夫”，对书

法艺术而言，“生”是书法内在的
涩 味 、 拙 味 、 率 性 等 质 感 表 现 ，

“生”能让线条、字形甚至章法墨
色产生丰富的内涵。傅山曾提出书
法的“四宁四毋”理论：“宁拙毋
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
真率毋安排。”这一精辟见解影响
了明清以来的书法创作观和审美
观。赵冷月大巧若稚的书风明显受
到傅山“四宁四毋”学说的影响。

一直来，海派书法以秀美、飘
逸、平整的书风为主流，就近现代
而言，沈尹默、白蕉、邓散木、来
楚生、高二适、潘伯鹰、谢稚柳等
均是以帖学的风姿出现，这种帖派
书法一直占领书坛，其主要原因是
大众在审美上喜好平整、流美、雅
逸之风，所谓雅俗共赏。而随着沈
寐叟、王蘧常、徐生翁、赵冷月等
碑派大家的出现，他们独辟蹊径，

“特立独行”的书风对正统书坛冲
击很大，欣赏者对此褒贬不一。

碑学与帖学是两种不同的审美
范畴，碑学壮美，帖学优美；碑学
厚重，帖学飘逸；碑学重气，帖学
重韵，等等。碑学与帖学没有好坏
之分，只有喜欢与不喜欢。

在帖学统领的现代海派书坛，
外行人总是以“颜值”来断定书法
的好坏，而刘正成先生在 《赵冷月
百年诞辰书法展》 研讨会上说的一
番话，是专业人士对赵冷月书法较
为中肯的评价：“赵冷月是在中国
整个历史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他学
习古代书法经验的目的是为了创造
他自己的风格样式，这一点我认为
他是比较成功的，他的风格选择，

最后达到了不会写的境界，我觉得
这是我们理解书法的重要要领。”

赵冷月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他从不满足于现状，晚年努力打破
海派书法的固有模式和欣赏习惯，
追求一种充满现代主义的表现形
式，他庆幸自己“从讨人喜欢的书
法中走了出来”，认为“我的作品不
是为了让人觉得惬意而创作的”。赵
冷月的晚年变法并不是有些人所说
的“乱写”，也不是他自己所讲的真
的“不会写”，而是在追求另一种境
界，这种境界正如他所说的“清、
奇、古、怪”。艺术的本源是自然，

“清”是命脉，有了清，才有奇、
古、怪，这就是雅，倘若没有清，
那么奇、古、怪就不美，就是俗。

如果把赵冷月与徐生翁、王蘧
常等碑学大家书法作比较，他们之
间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处。他们都
力求从碑学中吸取营养，也不排斥
帖学，但重在彰显碑学的博大雄浑、
自然天趣，让书法更具“拙、简、古、
新”的内涵。同时，他们在碑帖融合
的路上又各显神通，追求不同的审
美趣味。徐生翁从早年的放纵到晚
年的收敛，书法含蓄而内敛，被称为

“孩儿体”，作品弥漫着孩童般的天
真和童趣。他的晚年书法，又像一位
极有修养的长者，毫不张扬，无一点
躁气。王蘧常是位大学者，他把汉隶
的笔法融入草法中，独创王式章草，
书法厚重而古朴，线条绵里藏针，婉
转而遒劲，功力及境界非常人能及，
这基于他常人难以企及的高深学
问。而赵冷月，另辟蹊径，走了另外
一条道路：率真，稚拙，不囿成

法，富有天趣。
“不囿成法”与“天趣”是赵冷月

书法的最大特点，前者是指书法的
“形”，后者则指书法的“神采”。

赵冷月书法的“不囿成法”主
要表现在三方面：笔法“无法”、
结构稚拙、墨法丰富。

《毛主席采桑子重阳》 为作者
八十岁所书。此作结体上把魏碑、
隶意甚至唐楷等多元素融入字间，
字形率真随意，犹孩童般的天真烂
漫，透出浓浓的稚气与拙味，无丝
毫造作。如第一行“易”与“陽”
字右部，相同结体，但形态各异，
第三行“度”“劲”等字，线条收
放、形体开合、变形十分丰富，在
吸收了魏碑的厚重、隶书的古拙同
时 ， 又 融 入 唐 楷 的 庄 重 与 开 张 ；

“ 人 ”“ 地 ”“ 春 ”“ 寥 ”“ 江 ” 等
字，明显带有颜字的特点。作者对
字的形态把握可谓游刃有余，随意
的结体中处处流露着经典的血脉。
他 说 过 ：“ 我 从 事 书 法 艺 术 几 十
年，是从规范化的法度中走过来，
不知不觉早已陷入俗套，好在我后
期由唐宋帖学转入汉魏六朝，从根
本上改变了我对书法的认识。”

笔法上的“无法”之法是赵书
的又一特点。他的行笔十分率性痛
快，笔间宣泄着自我情感，看似不讲
究用笔，实则用笔很到位，只是他的
用笔着眼于“意到而笔不到”，不讲
究藏锋中锋等规范笔法，而注重每
一根线质的丰富内涵和质感。

在墨法上，他把中国画的“墨
分 五 色 ” 运 用 于 书 法 创 作 ， 浓 、
淡、枯、燥、润，“色彩斑斓”，墨

色变化丰富。杨维桢、徐渭、郑板
桥、康有为、徐生翁、林散之这些
历代大书家都是当代人眼中“丑
书”代表，而徐渭、林散之在墨法
上较为出色，至现代书家，赵冷月
把书法的枯笔与破锋用到了极致。

“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
为赵冷月晚年又一佳作，该作用笔
随意，信手挥写，黑色浓枯相间，

燥润结合，其间多用枯笔飞白，巧
用涨墨。如“人、功、论”为浓墨
饱含，“感、意、谁”等字中润笔
与枯笔交织，极其自然，而“生、
气、名”等字皆为枯笔飞白。作品
营造了苍茫雄浑之境，天趣奇出。
落款处巧以涨墨处理，与正文众多
枯笔形成对比，但又极其自然，如
此谋篇，乃作者真性情流露也。

赵冷月书法好在哪里

赵冷月（1915-2002），
名亮，别署缺圆斋，晚号晦
翁，浙江嘉兴人，现代著名
书法家。

人物人物
浙江省摄影家协

会副主席、资深媒体
人裘志伟点评：

作者是一个营造
画面氛围的高手，巧
妙地利用守摊夫妻吃
饭时的一个浪漫动作
来 营 造 一 种 情 感 氛
围 ， 同 时 又 抓 住 瞬
间，精彩刻画了人物
欢快而生动的表情，
使画面立时洋溢出恩
爱温馨的气氛，他们
的欢乐与幸福很容易
感染观者。构图虽中
规中矩，但以情动人
比画面完美更为重要。

《看戏》
陈安华 摄

陈安华疫情期间创作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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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道》 陈安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