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向前

喜欢冯其庸的书画，是因为
他的画率真，有情感，有书卷
气。

古来文人善舞文弄墨，而书
画家多为学问高深者。当我看到
冯其庸先生的画作时，首先想
到，他是一位红学兼史学大家。
中国绘画重传统，也重学养，所
以，品读冯其庸书画主要不在画
中之法，而是画中之文、之气、
之格调。

冯其庸先生学富五车，一生
游历无数名川，胸中藏有天下奇
山异水。冯其庸绘画的一大特点
是善于经营题款，寥寥几笔大写
意后，信手题写自作诗文，洋洋洒
洒，文气十足。这些题诗在丰富画
面的同时，让读者享受到文辞之
精美，诗中之画意。冯其庸非专业
画家，但他深厚的文史修养弥补
了绘画技法上的一些弱点，他的
画是文人学者画。

《葫芦图》 为冯其庸八十岁
时所作。三片叶子、一个大葫
芦、两条枯涩的根蔓，右下角题
上：“老去种瓜只是痴，枝枝叶
叶尽相思，瓜红叶老人何在，六
十年前乞食时。宽堂八十岁写六
十年前旧家景色，物是人非，何
处觅当时同饥饿人耶。”画中葫
芦为画家早年最熟悉的东西，睹
物思情，勾起了早年的记忆。一
些在作品中无法表达的东西，作
者通过题款来表达，是中国画的
一 大 特 点 。 画 中 的 “ 瓜 红 叶
老 ”， 作 者 描 写 时 运 笔 极 为 爽
快，一个大红葫芦，三四笔绘
就，沉甸甸的，又生动活泼；老
枝以枯笔写就，浓墨用来勾茎。
此 《葫芦图》 与白石翁所绘葫芦
相比，画法更为大胆，笔法更为
简洁，颜色更为厚重浓丽。冯其
庸吸收了白石老人痛快淋漓的大
写意画风，抒写性情，追求情
趣。这件画作也流露出明代徐渭

绘画的那些不羁与豪迈，作品妙
在“似与不似之间”。在同时代
画家中，冯其庸与许麐庐、刘海
粟、朱屺瞻、唐云等画坛名流接
触颇多，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他
们在绘画语言和风格上的相通之
处，皆具有大写意风范，作品厚
重、质朴、大气，形神俱佳。

再看山水画 《昨夜黄山大雪
飞》，绘于 1997 年岁暮，是画家
应朋友之约天都游记后所作。整
幅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作品下部
摄取了大雪中黄山一隅，山深处
有一茅屋，屋中隐约有一高士伏
案，茅屋旁有两棵被大雪压弯腰
的古树，茫茫中还能依稀看见茅
屋后面的一小片竹林。整幅画面
用水墨完成，因为描写的是雪
景，故留白多，着墨少。在山水
画中，雪景很难画，难在画出雪
之意境。冯其庸先生凭借自己的
学 养 和 才 情 ， 绘 出 了 雪 景 的

“静”和“寒”，笔法稔熟，墨色
淡雅，烘染出黄山雪景之美。画
家的才气还体现在他的墨法：用
大片淡墨营造雪景，天空乌蒙蒙
一片，但画面毫无黑气，更无板
滞之气，反而给人以空灵、通透
之感。书法题款占据了整幅画的
上部，十分醒目，与下面山水雪
景互为呼应，题诗曰：“昨夜黄
山大雪飞，故人约我上翠微，我
今天寒脚力薄，空望清溪雪满
衣。含毫且作袁安图，梦里依稀
雪掩扉，他日相逢把酒看，不知
当时是耶非。”

顺便提一下冯其庸先生的书
法，冯氏书法与他的绘画一样，
有书卷气，格调不俗。但从书法
的传统技法来看，还是有欠缺
的，作品多潇洒流畅，率真秀
逸，少了些古意和朴拙之味。南宋
书画理论家、收藏家邓椿在《画
继》中提到：“画者，文之极也。”认
为多文晓画，无文难晓，并举少陵
题咏、昌黎作记及本朝欧、苏、黄、
陈等人为例以明之。在邓椿看来，

“评品精高”的鉴赏和“挥染超
拔”的创作，都得益于文学修
养，冯其庸的书画也不例外。

凡画最怕“俗”，作品有俗
气，哪怕传统功夫再扎实，至多
只能算个画匠。清代邹一桂在

《小 山 画 谱》 中 提 到 “ 画 忌 六
气”，“六气”即俗气、匠气、火
气、草气、闺阁气、蹴黑气。犯
了“六气”，格调就不高。清王
槩 《学画浅说》 里也有说：“笔
墨间宁有稚气，毋有滞气；宁有
霸气，毋有市气。滞则不生，市
则多俗，俗尤不可染。去俗无他
法，多读书，则书卷气上升，市
俗气下降，学者慎之。”

满腹经纶，落笔便雅。冯其庸
绘画大致有山水和花卉两大类，
花卉中最喜画梅兰竹菊。如那幅

《香冷溢远》，为画家六十余岁绘，
画面一兰一梅，设色淡雅，与晚年
厚重、爽利、浓烈的画风比，更显
雅逸与文静。画中瓶梅与瓶兰是
居室赏玩之物，花瓶一高一低，一
宽一窄，尤其一枝红梅斜穿与兰

叶互为交叉照应，有变化有迎合，
画面散发出淡淡的兰香与梅香，
具有浓浓的文人气息。

在冯其庸作品中，有一类作
品特别惹人注目，那就是大写意
重彩作品。重彩在工笔画中较为
常见，但在大写意绘画中并不
多，若有也是局部点缀而已。冯
其庸先生能用大片重彩，大红、
大绿、大蓝、大灰、大白，整体
画面把握好，画格又不俗，这是
极为难得的。

《重彩葫芦》 立轴，葫芦用
大红、大黄、大灰画之，十余个
姿态各异的葫芦几乎占满了整幅
作品，满而不挤。这种构图及画
法在齐白石、吴昌硕作品中曾经
有过，但冯其庸在用色上比他们
更重，视觉冲击力更强。山水画

《祁连秋色》《取经之路》《看尽
龟兹十万峰》 等均为冯先生晚年
重彩之作，赏读后别有一番“风
味”。这种大片重彩法，一般画
家较难驾驭，而冯其庸有这种胆
量和能力，正如他在 《重彩葫
芦》 中的题句：“老夫不是丹青
手，为有胸中逸气生。”胸中有
逸气，肚中有文采，下笔乃不
俗。

历代文人、名人的书画一直
备受藏家喜欢，我想冯其庸的书
画随着时间推移也会越来越被重
视。尤其是他的重彩大写意作
品，有自己的风格和语言特点，
这对一个非专业画家而言，难能
可贵。

文气洋溢 墨随情迁
——读冯其庸书画

陈 云

石 头 的 赏 玩 一 般 可 分 为 两 大
类：图案石和印章石。图案石爱好
者追求的是石头色纹是否与自然界
动植物形神匹配，惟妙惟肖，对石
头的软硬度或产地不做过多苛求；
印章石的基本功能是作为篆刻印
材，所以硬度必须是钢刀刻得动
的 ， 如 果 在 满 足 硬 度 的 基 础 上 ，
石头再有精美的色纹、象形的图
案，那自然再好不过。宁波大松
石最大的特点，除了完全能够满
足印材的篆刻基本功能之外，更
以 其 色 彩 之 缤 纷 、 纹 路 之 奇 特 、
变化之多端，深受石友的喜爱。

大松石的色纹五彩斑斓，绚丽
多变，几乎没有两块石头的颜色和
纹路是一模一样的，其中一些象形
品种的大松石，更得到广大石友的
青睐。这里，笔者与同道分享几种
比较典型的大松石象形品种。

滴水冻。大松石中有一种非常
奇异的品种：地子以朱砂为主，质

优者色浓宛如鸡血；间有不规则冻
点，圆形，或正圆或椭圆，清澈透
明莹润；大似蚕豆，小如绿豆；似
水滴落，镶嵌于朱砂地子中；荧荧
内曜，仿佛水波荡漾；石质凝结，
表面极具光泽；受刀适宜，韧性足
而不粘刀⋯⋯有人形象地称之为

“大松滴水冻”。我接触大松石近二

十年，从原石中锯开，制作成功的
滴水冻上品印章石，不过十余方，
这些品相完好、地子深红、冻点匀
称的上品滴水冻，个头并不大。类
似的品种，在别处产地的印章石中
也极为少见。由此可见，大松滴水
冻是一种较为珍稀的印章石，极具
欣赏价值。

蛋花冻。取名“蛋花冻”的印
章石，在外省印章石中也常有，而
出自宁波大松的蛋花冻，无论是色
纹还是质地，都有其明显的个性特
征，极易与别的产地的蛋花冻区别
开来。大松蛋花冻地子呈浅肉色，
半透明状，属大松冻石中透明度较
高的品种之一。在半透明的地子
上，有乳白色长短不一的条纹，似
蛋花状遍布其间，因此得名。其间
还有桃红、嫣红或粉色点缀，俏丽
出挑。蛋花冻的质地极其细腻，通
透度高，印石打磨后表面清亮、晶
莹，具强蜡质光泽，它的凝结度
强，韧性足，两块印石轻轻碰撞，
发出金属般铮铮铿锵响声，质优者
接近晶体，可与昌化晶相媲美。无
论从珍贵性、稀有性，还是整体品
质来看，大松蛋花冻丝毫不逊于四

大名石中的上品佳石，排在大松上
品印石的前三名毋庸置疑。

大松蛋花冻的原石呈扁平状，
夹于坚硬的石英岩料间，矿脉呈 V
字形分布,石料厚不及 4 厘米,窄处
不及 5 毫米，取石十分不易，做成
印章石更为艰难。至今我见到过
的最大一枚大松蛋花冻方章，印
面尺寸不过 3 厘米，高度不过 12 厘
米。

市面上有人把大松石中色纹类
似蛋花状的都称之为“蛋花冻”，
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所谓的“大松
蛋花冻”，首先是质地上的高度认
同，否则笼统地称其为蛋花冻，在
实际操作中容易混淆，让人无所适
从，从而也就失去了品种命名的意
义。当然，一旦如此笼统命名，对
其真正价值的认定必会高低悬殊，
混乱不堪。

鱼子冻。相比大松蛋花冻的稀
有程度，大松形似鱼子的印章石则
较为常见。印章石肌理不规则地散
布着白色圆点或椭圆形斑点，可大
可小，如鱼卵状，素雅清淡，惹人
喜爱。大松鱼子普遍存在于洒墨、
黄花、朱砂、春冻等多个大松品种

石的地子中，彩石居多，冻石相对
较少。大松石的冻地中，鱼子色白
如玉珠,聚散错落有致，悬浮于通
透度较高的冻地之中，立体感极
强，十分惹人喜爱。

纵观大松鱼子这一品种石，客
观来说，鱼子形状不及内蒙古的巴
林鱼子那么逼真、浑圆，密度不及
福建寿山或浙江昌化鱼子那么集
聚、浓密。大松鱼子分布大多呈局
部的片状或块状，极少见到排列有
序的大片鱼子形状。

以上三种大松石象形品种，仅
仅是大松石中的冰山一角，另外如
藕粉冻、彩霞冻、凝墨冻、木纹
冻、冰冻等等，琳琅满目，精彩纷
呈，这些形神兼备的象形品种石，
紧紧吸引着广大印章石爱好者的目
光，进而成为他们追逐的目标。

南宋大臣、词人史浩，是鄞州
人，官至右丞相，封魏国公，流传
下来有两首词歌咏圆子。其中 《粉
碟 儿 · 咏 圆 子》 中 写 道 ：“ 咄 嗟
间，如撒下真珠一串。火方然，汤
初滚，尽浮锅面。”这位先贤把宁
波圆子 （或汤圆） 写得绘声绘色，
活色生香。我亦即兴赋词一首 《人
月圆·咏大松滴水蛋花鱼子冻》，
聊表喜爱大松滴水、蛋花、鱼子冻
印章石之雅兴：

“乳花飞舞琥珀间，玉珠嵌石
中。造化神秀，花鸟鱼虫，霎时相
融。黄花朱砂，争圆斗密，独好质
冻。蛋花溢香，鱼子养眼，皆我情
钟。”

大松石中的象形品种

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冯 其 庸 （1924-
2017），名迟，字其庸，号
宽堂。江苏无锡人，著名
红学家、史学家、书画
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文物出版社
出 版 有《冯 其 庸 书 画
集》。平生数次来甬，与
宁波颇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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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中国非遗曲艺周
在宁波举办。10月10日晚上，在宁
波文化广场大剧院，非遗曲艺名家大
咖云集，刘兰芳、盛小云、翁仁康等参
加了开幕式演出，北京评书、绍兴莲
花落、苏州评弹、四明南词、陕北说
书、淮河琴书精彩纷呈，既有传统经
典曲目，也有反映新时代的创作曲
目，让宁波市民大饱耳福。

“曲艺”是一门古老的说唱艺
术，许多人分不清楚戏曲
与曲艺，其实戏曲与曲艺
是传统艺术中一棵树上的
两朵奇葩，有点“近亲”
关系，但曲艺是说唱艺
术，戏曲是扮演艺术，戏
曲的许多声腔来源于曲
艺，比如宁波甬剧的许多
调腔就吸收了四明南词的
音乐，而越剧的起源则是
当时嵊县的落地唱书艺
人，涂脂抹粉，在四个翻过
来的稻桶上铺上木板当作
舞台，扮演人物，演出简
单的小戏，从此诞生了一
个新剧种。

曲艺历史悠久，曾经
出土过两汉时期的说唱
俑，说唱俑一手抱着鼓、
一手拿着槌，表情生动而
滑稽。中国文学里唐传
奇、宋话本，如 《水浒
传》 里的“武十回”“宋
十回”，“列位看官”“欲
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解”，话本小说，就是说
书人的底本。《说唐》《说
岳》均来自古代的说唱艺
术。说书人根据这个底
本，加以发挥。

明末清初戏剧家李笠
翁说，书是写给识字人看
的，而戏则是演给识字和
不识字的人看的。在旧时
代，文学作品的普及，戏
曲与曲艺是非常重要的两
个阵地，以前教育普及率
低，加之劳作辛苦，娱乐
项目极少，而且曲艺比起
戏曲，更不讲究场地和排
场，几乎随时随地可以演
出，所以深受百姓欢迎。

明末张岱描述过柳敬亭说书，
记录了柳敬亭说书的盛况：“一日说
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
帕下定，常不得空。”可见当时最有
名的人的说书演出行情。同样是说
景阳冈打虎，“与本传大异。其描写
刻画，微入毫发”，说武松到了店门
大吼一声，店中的酒瓮都嗡嗡有
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其疾
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
筋入骨”，记录了当时的说书盛况，
描绘了柳敬亭说书的高超艺术。

晚清刘鹗在《老残游记》里有
一段“明湖居听书”，十分经典。

“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地越唱越
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线钢
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他
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
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
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
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干仞，以
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
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
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
翻愈险，愈险愈奇。”刘鹗用通感手
法，来描写唱书艺人的高超。

宁波也有许多国家级非遗项目
的曲艺，如四明南词、宁波评话、

宁波走书、唱新闻等。宁波有一句
老话，“南词上华堂，走书下农庄，
评话进茶坊，新闻唱四方”，从它们
各自的演出场所，我们可以看出四
明南词比较文雅，出入于大户人家
的厅堂；走书通俗易懂，是农民大
哥喜欢的节目；评话讲的都是历史
故事，适合在茶坊里喝茶的男人们
听，他们最关心历史政治的事；新
闻走到哪儿，唱到哪儿。不同的演
出形式，有不同观众群，呈现出曲
艺艺术繁荣的景象。

虽然曲艺曾经受市民
热捧，但在娱乐多样化的
时代，已经式微。然细细
一想，曲艺并不曾离开你
的生活，在电视剧《都挺
好》里有喜欢听苏州评弹
的苏大强；在喜马拉雅平
台上能收听到许多说书栏
目，是许多人睡觉前必修
课；近来走红的“脱口秀”
节目，类似单口相声，其实
也有曲艺的影子在，只是
脱口秀无需说学逗唱的基
本功训练，但一个一个的
段子，一如相声的“抖包
袱”，这一点是舞台艺术共
通的。

南词、评话、走书、
唱新闻都是宁波人的乡音
艺术，因为种种历史原
因，现状不容乐观。比如
会说方言的下一代越来越
少，导致他们听不懂地方
戏曲、曲艺，听不懂，自
然没有兴趣。另外他们误
认为这种传统艺术过于

“老土”，一大原因就是缺
乏正确的引导，导致他们
感受不到传统艺术和地方
文化的魅力。另外创作的
曲目，跟不上年轻人思
想，和他们的生活无关。
新创曲目，多数为创作而
创作，毫无艺术个性，也
不遵循艺术创作规律。比
如，南词虽然文辞优雅，
曲调优美，但现今的传承
人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艺
校专业培养的那一批，缺
乏新人。现在文化部门虽
然也举办一些公益类的培
训，但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不能指望“速成班”立竿见
影。培养宁波传统曲艺人才，需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资金。希望艺
校等部门肩负起使命，不然宁波人
的“传统乡音”将成广陵散了。四
明南词不如苏州评弹发展得好。评
弹还有专业学校和专业演出团体，
而且通过文旅融合，许多艺人在各
个景区茶楼可以一展身手，名演员
还要赶场子。

也可以借鉴一些发展好的兄弟
曲种，比如德云社的相声，演出市场
就很好。张云雷、郭麒麟也都是“90
后”，张云雷唱段《亁坤带》《锁麟
囊》，粉丝也会一起跟着哼唱。高博
文用评弹演绎茅盾文学奖作品《繁
花》，也深受市民热捧。前几天，甬
剧班第九代整体亮相演出，让许多
艺术家感慨：后继有人，二十年无
忧矣。人才培养、艺术传播、闯艺
术市场都是学问，须不断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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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先生书画作品 （方向前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