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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近代宁波书坛，高振霄先生
占有一席之地，他五体皆能，尤
擅行书 （行草）。作为光绪年间
的进士，高氏又有较高的学识修
养，能诗擅画。

高振霄书风清雅秀美，雅逸
的线条中蕴含着浓郁碑意。其字
灵动中寓厚重，秀中藏拙，笔法圆
中见方。高氏在传承帖学的同时，
常年临碑，至老不辍，《临郑文公
碑》即是其众多临碑作品中的一
件力作。

《郑文公碑》又称《郑羲碑》，
分上、下两碑，据传为北魏书法家
郑道昭于永平四年（511 年）撰刻。
高氏所临为《郑文公碑》下碑，此
碑正书 51 行，行 29 字，计 1243 字。
碑中书法飘逸、雄浑，堪称摩崖刻
石之佳品，魏碑楷书之佳构。

历 代 书 法 大 家 对 《郑 文 公
碑》 均 有 极 高 评 价 。 康 有 为 认
为，如果谁没有见过此碑，就没
有资格谈论书法。近人书法家祝
嘉 称 “ 其 成 就 决 不 在 王 羲 之 之
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
并尊”。清代学者、书法家包世
臣称此碑有“云鹤海鸥之态”，
是魏碑书法艺术的代表作。

高氏 《临郑文公碑》 展现了
书家深厚的传统功底，同时又流
露出自己的笔墨个性，主要体现
在三方面：其一，此作写出了碑
的庄重与开张，也带有帖派书法
的 清 秀 雅 逸 ； 其 二 ， 用 篆 书 笔
法 写 此 碑 ， 笔 笔 中 锋 ， 绵 里 藏
针，线条厚实凝练；其三，以唐
楷结字法来布置间架，融入隶书
之“扁平”，结构较平正。《临郑
文公碑》 也有一些不足：少了碑
的古拙味、金石味及苍茫气息，
线质的丰富感和墨色变化也有欠
缺。

清 中 期 以 来 ， 碑 学 之 风 渐
兴 ， 康 有 为 更 是 大 力 倡 导“ 尊
碑”，推崇汉魏六朝碑学，弘扬浑
穆大气、力量厚重的阳刚之美。这
种风气，对包括高振霄在内的近
代书法家产生了一定影响。

高振霄久居沪上，晚年主要
以 授 书 鬻 字 为 生 ， 存 世 作 品 较
多，以行书、楷书最为常见。他
的行书，得“二王”帖学之风，
于元赵孟頫、明董其昌行书中吸
收营养，文人气沛然。与同时代
碑学大家沈曾植、于右任相比，高
氏书法尽管也有碑派书法线条厚
重、字形开张恣肆的雄壮之美，但
更侧重于秀美，笔画线条偏瘦劲，
字态端正平实，作品气局上略逊
沈、于两位。

高 振 霄 行 书 《世 说 新 语》
（30㎝× 36㎝）， 尺 幅 小 ， 字 数
多。此作布白疏朗，笔法轻灵，
帖味浓重，书卷之气跃然纸上。
在笔法上，方圆结合，起笔多露
锋，线条转折处方折多于圆转。
此作虽线条纤细，但用笔有顿挫
峭拔之感，亦有碑味。

《答 谢 中 书 书》 为 南 朝 学
者、医药学家陶弘景的名篇。高

振霄晚年书写的 《答谢中书书》
行书作品，与 《世说新语》 在风
格上有所不同，笔画显粗，字形
略厚重，碑意更浓。高振霄于碑
下过苦功，临了大量篆隶魏碑，
此作字之落笔处较重，起笔藏露
结合，方笔居多，字之线条既有
篆书的圆转，也有隶书的方折，
以篆、隶之意写行草，颇具力量
感。

草书与行书 （行草书） 是书
写难度最大的书体，以魏碑入行
书、草书则更难。魏碑因线条厚
重，书写时笔毛下按，增加了控
笔的难度。另外，魏碑无论在笔
法还是结构上，具有“多方折少
圆转”的特点，影响了行笔使转
时的灵活性。高振霄能自如地把
魏碑融入行草书之中，且在结构
上 具 有 “ 以 侧 取 妍 ” 的 鲜 明 个
性 。 高 氏 行 书 结 体 相 对 丰 富 ，
宽、窄、方、扁等字形，随势结
体 ， 字 态 有 变 化 ， 许 多 结 字 呈

“侧势”：字形左高右低，上收下
放，字形向左倾斜，形成了一定
的标识性。

以碑入行，把碑法自然地融
入行书及行草。《答谢中书书》
吸 收 了 碑 派 书 法 宽 博 宕 逸 的 特
点，既有隶书的字形扁平，亦有
唐楷的端庄严谨，作品将魏楷、
隶意与行草有机结合起来，赏者
能充分感受到书家书写时的轻重
缓 急 ， 通 畅 自 然 。 此 作 中 的

“石”“四”，以魏楷融入行书，
“底”字以隶法入行，魏楷隶意
的融合自然，大大丰富了作品的
艺术内涵。

以方为主，方圆互用。高振
霄行草书笔法以方笔为主，起笔
藏 露 结 合 ， 线 条 转 折 处 多 用 方
折，字势峻峭方整，笔力遒健雄
浑，诚如梁启超所说：“北以碑
著 ， 南 以 帖 名 。 南 帖 为 圆 笔 之
宗，北碑为方笔之祖。”高振霄
书 法 巧 妙 地 运 用 了 方 与 圆 的 关
系，把帖与碑、方与圆和谐地结
合在一起，兼得帖之飘逸、碑之
雄健。

相对于行草书，高振霄的真
书 （篆书、隶书、楷书统称真书
或 正 书） 注 重 平 正 、 匀 称 、 端
庄，法度严谨。这在其所临写的

《郑文公碑》 可见一斑。同样，
他临写的汉隶 《张迁碑》，也是
笔笔中锋，结体平实，少古拙内
敛，多清秀雅逸，线条较瘦硬，
缺少张迁的厚重与变化。高氏真
书成就不及行草。

近代书家钱罕与高振霄的书
法在取法及风格上有近似之处。
高振霄大钱罕 5 岁，二人书风秀
美灵逸，线条瘦健，艺术审美上
主要趋向帖学，又以碑入帖。不
同之处是钱氏书法含蓄、静穆、内
敛，笔锋以藏为主，结字平中见
奇，墨色润和；高氏书法重峻峭、
外拓，用笔多露锋，行草书墨色变
化丰富，真书结字平正，少变化。
从艺术品位上考量，个人以为钱
罕书法略胜高振霄。不过，在艺术
市场中，状元、进士的书法一直受
藏家追捧，作为晚清进士，高振
霄书法自有其价值。

高振霄书法中的碑味
——从《临郑文公碑》说起

方向前

传承宋韵文化，杭甬联动，唱
好“双城记”。9 月底，由杭州工
艺美术博物馆和宁波市天一阁博物
院 （宁波市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
联合举办的“凭阑观史”系列展四
——一木了然·宋式木作文化展在
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开展，讲述千
年前的宋代“木”语，让宋韵木香

“流动”起来，播润杭甬两地。
木作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关系

着文化、历史、科技、美学、艺术
等诸多方面，是历史、社会、政治
及文化发展的产物。宋代是中国古
代木作的大发展大转型时期。

展览开始之前，有一场特别的
上梁仪式，让人记忆深刻。台上竖
了个“木”字，木是自然之物，又
与人结下不解之缘，“工匠们”抬
梁，把梁 （“宀”） 安在

“木”字上方，“宋”字便
映入眼帘。

在 浙 江 这 块 历 史 文
化 丰 沃 的 土 地 上 ， 从
8000 年 前 的 井 头 山 遗
址 、 5000 年 前 的 良 渚 文
化 、 春 秋 时 期 的 句 章 古
港 ， 以 及 延 续 至 宋 元 明
清 的 诸 多古建筑，无不
实证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
木作文化精髓。

展览从“木缘”“木
构”“木器”三方面进行
展示。策展人为参观者做
了全方位的解读。

展厅入口处，木制的
“宋”字悬于正中，字形
与 字 影 相 映 成 趣 。“ 东
方，木也，万物之所以始
生也。”从河姆渡遗址出
土的榫卯结构木构件起，
中国人便与木结下不解之
缘。盖房子，做家具，以
木营家。木具温润、匀质
地、声舒畅、并刚柔、自
约束，木的特质与中华民
族性格相通相融。由木发
展 起 来 的 木 作 ， 崇 尚 材
美 、 追 求 器 利 、 讲 究 规
制。

《考工记》 记载：“天
有时，地有气，材有美，
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
可以为良。”经过长期的
摸索和积累，宋式木作崇
尚材料的自然之美，倡导
就地取材，材尽其用。

令人惊讶的是，策展
人 向 大 家 介 绍 ， 宋 代 ，
木 作 除 了 本 地 取 材 外 ，
也 从 国 外 进 口 。 宋 元 时
期 ， 海 上 贸 易 极 为 兴
盛 。 桧 木 作 为 日 本 的 木
作 良 材 被 运 往 明 州 （今
宁波），宋人甚是喜爱。
据 南 宋 时 赵 汝 适 撰 写 的

《诸蕃志》 卷记载，“倭
国 ”（日 本）“ 多 产 杉
木 、 罗 木 ， 长 至 十 四 五
丈 ， 径 四 尺 余 ， 土 人 解
为 枋 板 ，以巨舰搬运至
吾 泉 贸 易 ”。 类 似 的 记
载，亦见于南宋 《宝庆四
明志》 等书。

木构是木作的骨架，
由柱、梁、槫、枋、斗栱

等构成框架体系。木构既是木作承
重和尺度的主要部分，也是木作外
观和牢固的决定因素，“墙倒屋不
塌”的密钥。经过汉、唐等时代的
经验积累和技术发展，宋式木构在
斗栱运用、结构体系、技术与艺术
等方面均有突破性发展，形成了鲜
明的时代特色，具有很高的艺术和
科学价值。

保国寺大殿正是其中的佼佼
者。建于北宋初年的保国寺大殿，
是我国南方地区现存最为完整、历
史信息最为丰富的早期木构建筑，
保留着诸多宋式构件和做法孤例，
使我们得以近距离感受宋韵木作文
化的无穷魅力。展览第二部分主要
围绕保国寺的展品而展开。作为不
可移动文物，该如何参展？保国寺

把宋式木作要领“拆”成若干单
元，直观展现在观众面前。工作人
员动用卡车，把 4 组整体建筑模
型、4 组构件式模型，包括 50 多件
工具、文献等展品运到杭州。

德寿宫模型、初祖庵大殿模
型、佛宫寺释迦塔模型、保国寺大
殿模型等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精妙
绝伦的技艺让人称奇。

其中最重要的展品是以 12
大比例还原的保国寺大殿东次间木
构模型。据保国寺工作人员介绍，
整个模型有 500 多个构建，在博物
馆现场组装。大家可以现场观摩等
比例缩小的梁架模型，进行实物对
比研究，犹如上了一堂古建筑的普
及课。

俯仰皆是雅韵，处处可闻木
香。展览第三部分，主要
展示了宋式家具，也颇有
看点。宋代是中国古代家
具最重要的转型期，高型
家具已经普及和使用，完
成了从低型家具到高型家
具的变革。家具是木构建
筑的缩影，建筑的结构、
工艺等都在家具上得以运
用。宋代确立了家具框架
结构的基本形式，注重椅
桌等组合配置，陈设布局
与日常起居相适应。宋式
家 具 注 重 实 用 ， 简 约 美
观，是明式家具之源，在
造型、结构、装饰、风格
等方面对明式家具影响深
远。

根 据 不 同 的 使 用 功
能 ， 宋 式 家 具 可 分 为 床
榻、椅凳、桌案、箱盒、
屏风、架等。作为高型家
具的代表，椅有靠背，除
了供人垂足坐，还可以倚
靠。宋代椅子有靠背椅、
扶手椅、交椅、圈椅、宝
座、连椅、学士椅等，花
样繁多。其中，靠背椅是
当时使用最多的椅子。现
场展品中，不仅有宁波南
宋石靠背椅 （复原），也
展出了圈椅、学士椅、交
椅等。

以木为本，木充盈着
人们的日常生活，其蕴含
的生命意义深深刻入文化
图谱。展览的最后，大家
可以看到一个画室，展现
了“风雅处处是平常”的
宋韵美学。画案、屏风、
圆墩、学士椅、香几、榻
等展品，塑造了灵活便捷
的 空 间 层 次 ， 是 人 间 烟
火，也是诗意生活。

宋 式 风 雅 ， 在 形 在
韵。当前，浙 江 正 积 极
推 进 开 展 宋 韵 文 化 传 世
工 程 ， 保 国 寺 所 代 表 的
木 作 建 筑 文 化 是 传 世 工
程 中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 ，
集 中 展 现 了 宋 代 人 文 、
经 济 、 科 技 等 文 明 要
素 。 这 也 进 一 步 印 证 了
宋 代 手 工 技 艺 的 独 具 匠
心 和 严 谨 专 致 ， 也 让 我
们 见 证 了 宋 代 的 文明发
展和曾经的辉煌气象。

木构木构““复活复活””
宋韵留宋韵留香香

——““一木了然一木了然··宋式木作宋式木作

文化展文化展””侧侧记记
厉晓杭

李商隐的诗有什么特点？专家
学者们能言之凿凿说出一堆论断
来。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我想无
非两字：难懂！比如那首著名的

《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
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
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
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若一句句
分析，勉强能琢磨出些意思来，但
要是将全诗连贯起来理解，那就很
可能绞尽脑汁也“枉然”了。

有意思的是，这首写于近一千
两百年前的七言律诗，至今仍不曾
因为它的难解而削弱后人对它的喜
爱。它美丽、诚恳、缠绵悱恻、隐
秘深邃，字词的组合无比华丽，就
像是由精美丝弦巧妙交织起来的一
把锦瑟，难用字解，唯凭心化。

笔者也曾懊恼过：读了不少顾
随、叶嘉莹、周汝昌、吴小如、龙
榆生等诗词大家的作品，到头来，
为何对这么首诗竟全无头绪。后来

转念一想，古代前贤也
说：“李商隐有 《锦瑟》
诗，人莫晓其意。”大词
人 黄 庭 坚 同 样 不 解 此
诗，他还特地跑去请教
苏东坡。东坡居士絮絮
叨叨地从字面层次进行
了 一 番 释 义 。 笔 者 以
为，好诗待遇解人！就好比好曲待
遇知音，优秀的文艺作品是需要作
者和欣赏者相互成全的。这首《锦
瑟》诗，一说是失恋诗，一说是悼亡
诗，一说是政治隐喻诗，还有说是李
商隐感慨命运不济的落拓之作。其
实问题也没那么复杂，“诗无达诂”

“文无达诠”是常理。艺术有时更多
给予人们的是一种欲辩难言的感
受，并非每一首诗都会指涉具体的
社会事务。清代有个叫陆次云的诗
人，他对李商隐诗作的评价是：“义
山晚唐佳手，佳莫佳于此矣。意致迷
离，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我以为
此论客观公允，切中肯綮。

现代诗基本是新文化运动的产
物。白话文被陆续推广后，人们开
始写现代诗。尽管从古典诗里汲取
了不少营养，然毋庸讳言的是，现
代诗歌中已很难找到能直追古典诗
歌意境的高妙之作了。李商隐的诗
歌就重一个“境”字。《红楼梦》
里，林黛玉说：“我最不喜欢李义
山的诗，只喜他这一句：‘留得残
荷 听 雨 声 ’， 偏 你 们 又 不 留 残 荷
了。”说得贾宝玉赶紧命人不准把
藕香榭的残荷拔去。其实李商隐的
诗“面貌”众多，有的冷艳诡异，
有的晦涩艰深，有的温润明媚，有
的清雅绮丽⋯⋯他的很多诗内化而

不外放，他似乎重于记录内心和灵
魂，而不像别的诗人，重于记录时
代与生活。所以我们在读义山诗
时，往往依托文本，抠字抠句也只
能误入迷津。

再 看 李 商 隐 这 首 《无 题》 诗
吧，美则美矣，深亦深矣：“紫府
仙人号宝灯，云浆未饮结成冰。如
何 雪 月 交 光 夜 ， 更 在 瑶 台 十 二
层。”还有他 《碧城三首·其一》：

“阆苑有书多附鹤，女床无树不栖
鸾。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
座看。”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充满
了艺术家飞扬思绪的无边想象的东
西。李商隐在作品中表达了自己微

妙的生命情愫。他的诗
近乎“谜”，会给不同的
人带来不同的感受，尤
难“诠释”。如果强行将
其 诗 用 另 一 种 方 式 加 以
表 达 ， 势 必 会 破 坏 原 作
唯 美 独 特 的 意 境 、 幽 深
莫 测 的 情 感 。 也 就 是

说：一旦试图解读，误读即开始。
那我们真的就无法理解“义山

诗”了吗？也不是，我们只是不能用
考证和索引的方法去解，包括“知人
论世”的手法在他这里也不一定管
用。笔者见过不少学者热衷于从李
商隐的《无题》诗中，引出一段段荒
诞离奇的情爱故事。故事里有他的
王氏妻子，有不知名的歌姬舞女。接
着学者们脑洞大开，敷演出各种佳
人为了才子争相吃醋的风月情节，
读来叫人哭笑不得。读诗不是探案，
不能用逻辑思辨去按图索骥。诗歌
的下面没有所谓的“真相”。举个例
子，《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有多重

解释，有的说是爱情诗，有的说是写
给令狐绹的诗。这般“强作解人”，不
啻在努力将诗歌中的情态之美、意
趣之幽进行量化。倘如此，我们还要
培养文学审美能力干什么？大家拿
起计算机，噼里啪啦算一通、核一遍
不就得了！显然，诗不是这样“读”
的。好的诗歌，能使人深切感知生命
的厚重或轻灵，从而更加珍惜自己
经历过的痛苦与欢乐。

李商隐的诗歌，不是社会生活
实录，他的诗更像玲珑剔透的艺术
品，你倘若想把它一刀一刀切割开
来，看看里面是什么材质，无异于暴
殄天物。很少有诗具有实用性，诚如
韩愈所说：“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
人。”李商隐的书写对象，更多是他
自己吧。

千古难解义山诗
枕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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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振 霄 （1877- 1956），
字 云 麓 ， 别 署 闲 云 ， 鄞 县
人，光绪进士，近代海派书
法家，高式熊父。

高振霄《临郑文公碑》
（五十开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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