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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创始人范钦所著《天一阁集》中，
记载了他写给同时期“布衣诗人”谢榛的六
首诗，而谢榛的往来唱和之作却一直未得见
闻。近期，天一阁博物院退休员工龚烈沸在
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中发现了谢榛为范钦
所作的诗六首，填上了这块空缺，使范钦的

“朋友圈”更清晰完善，范钦的生平经历更加
丰富多彩，且从中可一窥范钦与这位“圈中
密友”的交游往来。

谢榛 （1495-1575），字茂秦，号四溟
山人、脱屣山人，山东临清人。他出身寒
微，眇一目，十六岁时作乐府商调，流传
颇广。嘉靖年间，谢榛挟诗卷游京师，与
李攀龙、王世贞等结诗社，成为“后七
子”之一。后为李攀龙排斥，削名“七
子”之外，客游诸藩王间。其诗以律句绝
句见长，著有 《四溟集》。谢榛一生浪迹四
方，未曾入仕，故而被称为“布衣诗人”。

嘉靖十五年 （1536 年），而立之年的
范钦来到京城任工部主事，负责宫府工程
的营造、修理等事务。由地方官变成京
官，范钦踌躇满志，准备大展宏图。正是
在这一年，经由与他有互抄藏书之约、也
是“后七子”的老友王世贞牵线，范钦结
识了正在京城交游结社的“后七子”魁首
谢榛。谢榛比范钦大 11 岁，范钦与这位才
华横溢的“老大哥”一见如故、惺惺相惜。

那年的某个冬夜，范钦邀请谢榛及数
位友人至他在京城的寓所小聚雅集。相见
欢 时 ， 几 人 拈 韵 作 诗 。 范 钦 拈 得 “ 春 ”
字，作了一首五言律诗，诗中云：“积雪遍
城闉，当杯兴益新。风萍一夜会，骚雅百
年人。月隐高城暮，梅占上苑春。漫将飞
动意，漂泊向风尘。”可见范钦与谢榛相聚
时心情十分愉悦，一起赏雪吟诗，兴致甚
高。而谢榛拈得一个“天”字，即兴和诗
道：“宦情与客思，岁杪共悠然。云暗春前
树，山明雪后天。浮沉惟短褐，聚散几芳

筵。莫惜今宵醉，相期动来年。”这场宴席
还未散，谢榛已经与范钦相约着下一次聚
会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来年有期再相约。

然而，世事多艰、命运多舛，范钦的
仕途并不像他期望的那么顺通。在京不过
短短数年，刚正不阿的范钦因为揭发嘉靖
皇帝跟前红人郭勋的罪行而被陷害下狱。
嘉靖十九年 （1540 年），范钦被外放去江
西，出任袁州知府。南下借道河南时，范
钦遇到了老友谢榛。此时谢榛因与李攀龙

“三观不合”被排挤出“后七子”，正客居
赵康王朱厚煜家。两个郁郁不得志的天涯
沦落人异地相逢，感慨万千。范钦作七律

《邺上留别谢茂秦》 一首，道：“凤城烟月
忆同游，客路过逢半白头。赋似相如倾汉
代，身犹王粲客荆州。雁嘶芳甸迷春草，
天断长河急瞑流。同抱相看不同发，参差
龙剑重淹留。”直抒心绪的苦闷、世事的悲
凉，以及对茫茫前路不可知的迷惘。

命运对范钦的磨砺并未就此结束。13
年后，因不愿巧佞附和，范钦遭严嵩父子
暗害，远调西南边陲，赴任云南右布政
使。前路未卜，范钦将妻儿送回宁波老
家，然后独自一人远行。虽然范钦时运不
济、仕途不顺，谢榛却并未忘记这位老朋
友，范钦身在云南时，谢榛曾多次鱼传尺
素，以诗文寄去自己的关心和问候。“别后
星霜远寄声，滇南何意念狂生。千山不隔
三秋梦，片月髙悬万里情。”“老来黄鸟更
愁闻，两度春风不见君。书到日南心万
里，碧鸡山下有停云。”谢榛劝范钦放宽
心，安于当下，并倾诉了自己的思念和挂
怀。或许正是老友的牵挂给了范钦温暖和
力量，陪他度过了那些颠沛流离的岁月。

不过，皇天不负苦心人，建功立业的
机 会 终 于 来 了 。 嘉 靖 三 十 七 年 （1558
年），范钦被擢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抚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剿灭当地倭
寇。谢榛作诗两首相送，“霜威及岭外，千
里瘴烟消”“扬帆生远思，秉钺见雄才”，
字里行间能看出他为范钦感到高兴，并祝
愿范钦一展雄才。

后来范钦致仕回乡、建阁藏书，开启了
终其一生的书缘。他也曾多次写诗邀约喜欢
游山玩水的谢榛来浙东同游，“欲问移家依
邺邱，何如下榻在南州⋯⋯霅水稽山曾有
约，何时共尔驾扁舟。”但现存诗文中并没有
发现两人在江南的唱和之作，大约谢榛也一
直未能实现与好友共赏江南春色的夙愿吧。

另外，范钦的侄子范大澈曾与叔父一
起在黄河渡口边偶遇谢榛，此后范大澈还
专程去拜访过谢榛。谢榛的 《四溟集》 中
也记有他写给范大澈的诗。幸而有诗可载
情，这位“布衣诗人”与范家两代人的情
谊都深深留存在这些故纸诗韵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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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春节至清明，因为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很多人被困在家中无法工
作，一些艺术家、作家却“因祸得福”，得以
抛开种种应酬而潜心创作。童衍方即以此
良机，独坐书斋，从古籍中寻章摘句，搜罗

“云”字佳句，运用书艺四体，变幻创新，创

作“云”之二字匾幅和“云”句主题扇面 108
幅，汇集成《庆云五色——童衍方书云百
题》，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蔚成大观。

在此基础上，童衍方又延伸创作了
130 多件书法、篆刻作品，先后在上海朵
云轩、黄山月亮湾举办 《庆云五色——童

衍方金石书画展》。
童衍方生于 1946 年，篆刻、书法专著

众多，主要有 《童衍方印存》《中国书画
篆刻简史》《童衍方述》《篆刻丛书——刀
法》《吴昌硕先生的篆法、章法、刀法》

《来楚生先生的书画篆刻艺术》 等。

“庆云五色”书祥瑞
——新晋宁波市文艺大师童衍方书法作品小记

竺济法

在范钦现存著作中，《天一阁集》三
十二卷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本书
收集了他精心选择的自选稿，入选作品
以他中晚期著述为主，最后在范钦过世
后的第二年由他的长子范大冲刻印成书。

人们大多知道范钦是明代著名藏书
家，是天一阁藏书楼的缔造者，但他的
为人、政治抱负、从政业绩、抗倭功
劳、诗文和书法造诣等，往往被其藏书
盛名所湮没而不受关注。通过《天一阁
集》可以看出范钦的同道交游、宴饮唱
和、敬长爱幼、孝悌忠信、关心民瘼、
爱国情怀等，能帮助我们全方位感知范
钦其人。

范钦的后辈同乡沈一贯为《天一阁
集》作序，序文中还有一则关于范钦读
书的记载。文中写道：“司马公于书无所
不畜，虽晚暮，好学弥笃，常诵读至夜
分，声哕哕振林末，惊其四邻人。”一个
垂暮老人，日日夜里朗声诵读，富有节
奏感的读书声连街坊四邻都能听闻。而
且他阅读广泛，各种品类的书籍兼收并
蓄，今日朗读阳春白雪的传世经典，明
日念诵街论巷议的词曲小品，就像一部
定时定点的广播电台，为邻居们播放

“夜读栏目”。文中还描写了范钦的读书
习惯，“每受简，则收思宁神，终日始舍
一辞，揆名责实、考之参伍。”范钦只要
打开一本书，就会全身心投入，认真品
读辞藻，剖析其意味，若有不懂之处则
会据实考证，从不敷衍而过。

读《天一阁集》，寻踪范钦的人生轨
迹，探视其内心世界，让这位秉心刚
正、爱国爱民、学养深厚、文武兼备的
藏书家的形象清晰起来。

范钦《天一阁集》

延伸阅读

范钦画像

编 者 按

宁海籍西泠印社副社长、上海中国画院画师、中国当代颇具声望的书法、篆刻、收藏大

家童衍方先生，11月7日获誉宁波市文艺大师。今年春天，童先生利用防疫时间，独坐书

斋，创作了《庆云五色——童衍方书云百题》并随之推出了“庆云五色——童衍方金石书画

展”。这些创新佳作独步书坛，可供书法爱好者学习临摹，文史爱好者研读推敲，收藏爱好

者珍藏鉴赏。

2020 年 11 月 7 日，童衍方被宁波市
政府授予宁波市第二批十位文艺大师之
一，次日在宁波茶文化博物院举办 《庆云
五色——童衍方金石书画展》，展出 100
多件书法、篆刻作品，其中多用各色彩
笺，色彩斑斓，可谓云蒸霞蔚。童衍方还
与观展嘉宾分享了新著 《庆云五色——童
衍方书云百题》 的创作体会。

其新著、新展均以“庆云五色”为
题，足见其对“云”情有独钟。他在 《庆
云五色——童衍方书云百题》 后记中坦露
了对云之喜爱与该书由来：“前人云：‘云
出于山而丽于虚，随风现态，顷刻百变，
观之可以悟文思，通画理’。余闲暇之时
颇好观云，望天上云卷云舒，信而游行，
寻味不尽，可通书法之妙。艺友杨君，业
近黄山，得饱览草木贲华，云霞雕色。
近 些 年 来 ， 频 频 叙 艺 ， 嘱 为 书 有

‘云’字之二字匾额百帧。余初
畏之，若数幅同字之额，尚
可 同 处 求 异 ， 百 幅 何 能 ？
转 而 思 之 ， 变 化 之 道 ，
尽在人为，虽书当出于
自然，亦当从惨淡经
营中来，所以‘好事
尽从难处得’。余刻印
之余，多作篆隶书，应当有变
化之余地，故允之。”

“云”（仅指自然现象） 字内涵极为丰
富，成语、词语有五百余条，多为褒义
词，如庆云、卿云、云景、紫云、青云
等，皆为祥云，为祥瑞之预兆；而天空中

偶尔一现的五彩祥云，又寓意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古往今来，人们常把祥云、彩
云图案，画在服饰、玉佩、雕塑、图画
上，以此表示美好祝愿。祥云是古今文艺
创作的主题之一。

“ 云 ” 字 意 象 丰 富 ， 如 “ 云 汉 ” 一
词，一喻银河、浩瀚星空或宇宙；二喻帝
王美德；三喻美好文章，有时特指帝王之
笔墨。

“文章云锦”“云章”，皆指文采斐然
的文章。前者出自元末明初诗人、养生家
丁鹤年 《竹隐图》：“文章云锦，节操冰
霜”，形容文章精妙，节操高尚。

当 下 云 新 闻 、 云 数 据 、 云 计 算 之
“云”，则极言其数量之多、容量之大。

艺友嘱书好创意

童衍方在书、画、印、藏等方面均有
较高造诣。多年来，他收藏了大量古代名
家书法、印章、砚台以及碑帖、拓片、古
砖、瓦当等，仅魏晋南北朝期间具有文字
或纹饰的古砖就有 100 多方，并经常到各
地观瞻碑碣造像、石阙摩崖等，这些经历
开拓了他的眼界和心胸，他从中汲取营
养，学习、揣摩、生化出富有个性之古朴
凝重的印风和书风。

书法讲究同字求变，即在同一幅书法
或同一书帖中，对相同之字作不同处理，
有所变化。而要写出一百多个不同“云”
字，确非易事。好在童衍方不仅娴熟正、
草、隶、篆四体，还有独特漆书驰名书
坛。清代“扬州八怪”之首金农，爱作漆

书，留有 《漆书相鹤经轴》 等多件传世作
品。笔者不懂书法，比较金氏而言，童氏
漆书更多糅合了隶、魏书艺，犹如古鼎铜
钟，或似倒置宝塔，端庄雍容，别具美
感；有些非隶非漆，自成一体。

如此说来，童衍方实际擅长正、草、
隶、篆、漆五体书艺，因此随机善变。

他在书的后记中还写道：“为免图书
版面单调，又书扇二十，用以穿插其间。
细览所作，惶愧不已。惟录我一时之兴、
记吾一时之迹。”

童衍方说，创作与“云”有关的作
品，更多是出于他与上海朵云轩的深厚缘
分。因为热爱艺术，他从小就跟朵云轩结
缘。十几岁开始刻印，印材多从这里选

购，还与一些店员成了忘年交，经常一起
切磋篆刻书艺。童先生最顺手的一方砚
台，即是从朵云轩买的，喜爱有加，取名

“吉祥云室砚”。
宁海是国画大师潘天寿故乡，近现代

书画名家辈出，今为书画之乡，诗词之
乡，艺术底蕴丰厚。童衍方字晏方，出自
宁海前童望族，以家乡为荣，落款常用

“宁海晏方”。他今年 75 岁，正值艺术盛
年，除了外出活动，一般清晨六点多起
床，勤奋工作八个小时以上。他说：“对
于艺术家来说，当下是最好的时代，我们
没有理由松懈，没有理由不用心创作。”坚
信他未来会推出更多篆刻、书画作品。

《庆云五色——童衍方书云百题》 不
失为书坛文创之佳作，令人耳目一新。笔
者草成 《赞 〈庆云五色——童衍方书云百
题〉》 一首，以表敬仰之情：

家乡望族诗书美，沪上修持成大才。
舒卷糅丹新意出，庆云五色吉祥来。

百变书云出新意

漆
书
：
朵
云

漆书：云中白鹤神仙侣，丛下清泉翰墨香

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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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扇面：“文章云锦，节操冰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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