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月 17 日的 《宁波日报》 上，刊登了
《印坛风流数四明 一印传灯耀古今》 和
《百年秦祠》 两篇文章，在这两篇文章
中，都提到了一个人——高式熊，这立马
令我想起了 15 年前与高式熊先生那次难
得的合影。

2008 年 4 月 19 日上午，我去上海拜
访我的书法启蒙老师张森先
生，正好赶上“海上楷书邀
请展”在上海乌鲁木齐北路
459 号静安区文化馆玉兰展厅
举行开幕式。在展厅休息室
里，我与高式熊先生及张森
老师、周慧珺先生留下了合
影。

当时，张森老师为了确
保我能顺利参加开幕式，特
意给了我一张静安区文化馆
寄给他的、上面写有他姓名
的“邀请函”。因此，我得以
以“嘉宾”身份顺利进入展
厅，并在展厅休息室里静候。

张 森 ， 著 名 上 海 书 法
家 ， 他 诸 体 皆 精 ， 尤 擅 隶
书，其隶书被人称为“南森
北 森 ”， 即 南 张 森 、 北 刘 炳
森。张森老师为人谦和，是
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过了不久，所邀的嘉宾
陆陆续续进入展厅，我看到
熟 悉 的 张 森 老 师 跟 平 常 一
样，脸上挂着灿烂的笑容进
来了，我忙起身让座，随即
跟 他 攀 谈 起 来 。 过 了 一 会
儿 ， 有 个 秃 顶 、 两 鬓 斑 白 、
戴着眼镜的老者精神矍铄地
进 来 了 。 张 森 老 师 看 到 后 ，
起 身 迎 了 上 去 ：“ 高 老 您 来
了，快请坐。”我听后，赶紧起身把我的
座位让给被张森老师称为“高老”的老者
坐下。

待高老坐下，张森老师笑着对我说：
“这位高老你认识么？”我摇着头说：“不
认识。”张森老师笑道：“你们俩还是宁波
老乡呢。”高老于是抬头看了我，我赶紧伸
出双手：“高老，您好，我是余姚的。”他听后
边伸出双手跟我握手，边笑道：“真是巧了，
我的老师张鲁庵老先生就住在余姚路呢。”
我握着那双大而厚实的手，激动不已道：

“真是太巧了，太有缘了！”此时，我并不知
道他说的张鲁庵老先生是谁。

高 老 紧 握 了 一 下 我 的 手 道 ：“ 小 伙
子，年轻呀，好好学，有前途呀！”我的
脸倏地红了，道：“还望高老多多指教。”
一语未了，有人扶着腿脚不便、拄着拐杖
的周慧珺老师过来了。张森老师和高老见
状，都站起来跟她打招呼。

周慧珺，宁波籍著名书法家，兰亭奖

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她诸体皆精，最擅行
书，其行书主要取法于北宋书法家米芾。

说实话，当时我对高老是一无所知，
见张森老师对他尊重有加，我觉得此人肯
定非同一般，就想趁此难得的机会，要个
联系电话什么的，以便下一步有机会登门
求教书艺。

于是，在征得他们同意后，我跟正在
拍照的展馆工作人员商量，能否借用他的
相机帮我们拍几张合影，工作人员毫不犹
豫地点头答应，其中就有了那张合影。

照相结束，那位工作人员
问我那几张照片如何处理，我
说先寄给张森老师，到时，他
会寄给我的。

随后，我正想跟高老作深
一步交流，工作人员说开幕式
开始了，把他们一一引到主席
台上。等开幕式结束时，我一
看时间，离预先买好的赶往余
姚的车票时间不到一小时了，
我向张森老师说明情况，张森
老师说“本来想趁机坐下来一
起吃饭，好好聊聊的，那现在
只能如此了”。我匆匆跟他道
别。而高老一时又找不到了，
我只得悻悻地赶往上海火车
站。

回家后，我马上寻找相关
资料，真是不看不知道：高式
熊 ， 1921 年 出 生 ， 名 廷 肃 ，
字式熊，号羽弓。浙江鄞县
人。为中国著名书法家、金石
篆刻家、西泠印社名誉副社
长、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书法
家协会顾问、“鲁庵印泥制作
技艺传习所”所长、上海民建
书画院院长、棠柏印社社长。
作品有 《西泠印社同人印传》

《高式熊印稿》 等，他尤对篆
刻有深厚造诣和重大贡献。

高老所说的张鲁庵老先生，慈溪人，
字炎夫，号幼蕉，西泠印社社员。他精篆
刻又以善制印泥名驰遐迩，系“鲁庵印
泥”创始人。

没过几天，我收到了张森老师寄来的
包括与高老合影的几张照片。

我总以为，会有机会再见到高老，向
他讨教。曾经有一次，他来余姚参加某个
书法展览，还专门为展览题词。可惜，我
因有事竟跟他擦肩而过。

2021 年 4 月 15 日，张森老师在微信
中发给我一张邀我参加 《纪念高式熊诞辰
一百周年——高式熊遗作展》 VIP 邀请
柬，我这才知道高老早已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去世了。

尽 管 再 没 机 会 当 面 向 高 老 讨 教 书
艺 ， 但 他 紧 握 我 的 手 说 的 那 句 “ 小 伙
子，年轻呀，好好学，有前途呀”，时
常 萦 绕 耳 旁 ， 激 励 我 更 努 力 地 砥 砺 前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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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至今，中华民族喜爱松，种植
松，对松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名山
大川、名园，在宫殿、名刹古寺，到处
都种有青松。它们像忠勇的卫士，守护
着美好的家园。因其与竹、梅一样具有
顶冰雪、抗严寒的优秀品质，故历代不
少文人对松树情有独钟，以歌赞松、以
诗咏松、以画绘松、以文记松，他们托
物寓意，寄情遣怀，将松、竹、梅誉为

“岁寒三友”，来比喻在艰苦环境中风雨
同舟、同甘共苦的友谊。

松脱离山水画中的丛树，成为独立
的画品，大概始于唐代。诗人杜甫有
句：“天下几人画古松，毕宏已老韦偃
少。”元稹也有句：“张璪画古松，往往
得神骨。”可见毕宏、韦偃、张璪均为
画松高手。继而宋之苏东坡，元之倪云
林、吴仲圭，明末清初的八大山人、黄
道周，清中期“扬州八怪”之一的李鱓
等，都喜画松。到了近现代，亦有很多
以画松著称的画家。

松树在我国分布十分广泛，几乎各
省都可觅其踪。退休后我跑了不少地
方，观赏了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松
树，其中印象深刻、特点突出的当数黄
山松和泰山松。黄山素有松、石、云

“ 三 绝 ” 之 誉 ， 在 我 看 来 ， 其 中 松 树
最有视觉冲击力。黄山松扎根于石缝
中，从悬崖绝壁上长出来。我看到山
道边石崖上一重一重、大大小小的松

树，只要有点潮湿的红沙土，它们就会
从石缝中钻出来，伸枝展叶，迎着山风
雨雪成长。其枝干往往是严重扭曲的 ，
而正是这种扭曲，透出它们的抗争和倔
强。

泰山为五岳之首，而青松则是泰山的
一道风景。泰山松以古老苍劲为其特点。
几年前，我们一行人登回马岭，穿中天
门，过云步桥，到五松亭，一路都在松林
间穿行。回头若要说起最美最奇的泰山
松，那当属后石坞的劲松了。后石坞峰高
谷深，老松高大伟岸，层层叠叠，遮天蔽
日，松涛低语，青云流泉，让人浑然忘
我，陶醉其间。

松树的生命力可谓强矣，它不择地
势，不畏严寒酷暑，狂风击不倒，大旱干
不死，苍劲挺拔，虬枝屈铁，刚强不屈，
蕴藏着一股内在的风骨和顶天立地的气
概，风霜雨雪不改色，泰山压顶不弯腰，
这正契合了中华儿女的民族精神。同时也
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华夏子孙为何对松树
怀有炽热的感情。

如何画松树，古今一些画松高手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初学者来说，首
先要借鉴，向传统学习，大量临习名家
的经典之作，解决技法问题。其次，要
师法自然，向生活学习。到大自然中去
吸收养分，丰富自己的艺术感受。比如
走 出 家 门 去 旅 游 ， 登 山 观 松 ， 看 得 多
了 ， 久 而 久 之 ， 就 与 松 树 有 了 某 种 感
应，松的大气、骨气、苍劲等神态，就
会自然在笔下流露出来。有人说画松是
学画的基本功，以画松作为练手，举一
反三。不少画家从传统到写生，又从写
生到传统，在这个反复研习过程中不断
提高，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中国画讲究

“状物写心”，不是对松的简单描绘，而
要求在画面中把自己的感受和理解表达
出 来 。 在 画 家 笔 下 ， 松 树 不 单 单 是 松
树，更是画家的心象和符号，是画家对
人生的思索和生命的感悟。

画松树要思考如何抓住其灵魂，以表
现松树的顽强精神为首要。用笔上追求率
性随意，苍劲雄强，笔力老健，勾、皴、染兼

施，点、线、面互相观照，提、按、转折协调
融洽，体现出书写性的美感和韵味。用墨
追求浓淡干湿变化，力求画面中的点、线、
墨、色充溢着“文气”和盎然意趣。

画 树 干 极 为 重 要 。 松 树 干 坚 硬 挺
拔，多疤结、弯曲，树皮显鱼鳞状，古
松更是“皮老苍藓”。用笔宜毛不宜光，
宜短不宜长，宜干不宜湿，宜沉着不宜
轻滑。松皮以干湿、浓淡之笔墨圈之，
切忌圈得太圆、太匀、太死。松枝多虬
曲，短而坚硬，似龙爪，主枝上也应画
鳞状树皮，既有质感，又有立体感。

画松针最见线条功夫，用笔应干脆
果断，苍劲有力，笔尖扎到纸面，有力
透纸背的感觉。一笔一笔地聚成圆形或
扇形，交叉互错，有疏有密，密而笔不
乱 ， 疏 而 意 自 是 ， 针 叶 郁 茂 ， 有 浓 有
淡。轮廓忌对称，用笔忌尖细，墨块分
割中间要留白，以表现松树的神姿。古
人所谓“解衣盘礴”，画松需要有此风
度，画家的气魄与豪情才能得以充分表
达。

状物写心说画松
灿 臻

《长青》 蔡灿臻 作

毛伟峰近影

钩钩 沉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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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伟峰的身份很特别，他是湖南
人，却来到北仑，成了一个新宁波人；
他是漆语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老总，也
是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艺术学院文化艺术
传 媒 群 教 师 中 的 一 员 ， 企 业 实 训 导
师；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宁
波市工艺美术大师，北仑漆塑戗金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虽然毛伟峰身份多重且复
杂，唯一不变的是：他是一个
10 多年不辍，默默与漆“对
语”的人。

我是在前几年，采访北
仑青年漆画家姚炬炜的时候
认识的毛老师。他俩是中国
美院同班同学，当时，毛伟
峰在工作室正带着他的学生
或者说是徒弟们，神情专注
地创作。今年 3 月间，他的作
品入选了在宁波美术馆举办的

“青峰竞秀”宁波市青年艺术家
提名作品展。漆画 《素锦·褴褛
之蒙尘的袈裟》 黑底中透着隐隐神
秘金光，画面独特的质感和肌理，让
人印象深刻。不久之后，我与他在北仑
有了一番对谈。

毛伟峰 2011 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
绘画 （壁画漆画） 专业。大二那年，他
的同班同学，一半选择了漆画，因为当
时漆画刚刚进入高等院校专业系列，他
和姚炬炜可算是中国第一代出自专业院
校的漆画本科生。

在就读期间，毛伟峰就显露出漆画
创作方面的才能。2009 年，大学生的
他，凭着作品 《空间》 入选浙江省第十
二届美术作品展览。2011 年毕业前后，
他的多幅 《童趣·系列》 作品，获得中
国美术学院优秀毕业生作品展铜奖，入
选第四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获中
国 （厦门） 漆画展优秀奖 （最高奖），
其中一幅作品还被厦门市美术馆收藏。

那段时间的创作，毛伟峰自然呈现
学院派的艺术气质。当时，他和他的同
学们注重漆画的图式化个人表达。毛伟
峰则更多地把自己童年放牛娃的经历倾
注于创作之中，乡野童趣等在夸张变形
中透出一份天真烂漫。

2015 年，他的作品 《童趣·抓鼠》
入选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并被
中国漆画重镇的福建省美术馆收藏，早
早奠定了他创作的实力地位。

10 多年的创作实践，让毛伟峰真切
体会到，与漆对语需要默默艰辛的付
出。他说，漆画创作首先要面对皮肤过
敏关，漆材料过敏，有时会让人瘙痒难
忍。另一方面，漆画创作需要极大的专
注、耐心和沉静。

从做底胎开始，吃生漆、裱布、刮
漆灰、研磨、髹涂漆到推光、揩清⋯⋯
这一系列工艺流程，每一道都马虎不

得。漆画创作，更多地显示了传统工艺
美术的特质。当然，对漆画语言的探
索、材料之争已然尘埃落定：圈内已基
本上把植物天然漆作为纯正的材质，从
而使漆画有别于一般的涂料绘画。

在与漆的对语中，毛伟峰体会到了
漆的静谧、温润、深沉、内敛和不做
作 。“ 漆 于 我 而 言 ， 触 感 是 厚 重 温 润
的，细腻的，带着一丝丝的阻力，我喜
欢这种触感有温度的体验。”在当下的
创作中，毛伟峰时常会舍弃很多华丽的
漆艺技法，比如蛋壳镶嵌、螺钿镶嵌等
等。他常常会选择一种单纯的技法来创
作并表现，他说：“因为这种单纯的状
态，能让我安静地思考、安静地感悟漆
的深邃温润的质感。”

在日常中，毛伟峰是不走寻常路的
人，他并没有像许多同学一样，毕业后
进入院校，在教学之余进行创作。他和
创业伙伴们一起，在
杭州开设了漆画创作
工作室，进行漆画实
践与理论的探索。

2017 年 ， 他 更 是
另辟蹊径从省城杭州
来到了北仑。

这 其 中 当 然 有 同
学的邀约，他也看到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
现代学徒制，让漆艺
创作实践有了传承的
良好机制；而北仑近
年涌现的新进漆画创
作群体，让他多了一
份交流共进的向往。

在 与 毛 伟 峰 的 对
话中，我惊异于他 10
多年间有这么多作品
进入全国各地的地标
性文化空间：他独立
或合作创作的漆艺作
品，被美术馆博物馆
私人收藏的现已超过
60 幅，还为全国的一
些博物馆、艺术酒店

和书院等创作了十余项大型漆壁画或漆
艺作品。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毛伟峰制
作的大型漆壁画 《西学东渐》 赫然在
目。合作设计制作的 《漆·宴》 收藏于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他为汉中历史博
物馆新馆合作设计制作了 70 多平方米的
壁画 《陕西栈道》，高 2.4 米，宽 30 米，
由 25 块板拼接而成，日夜赶工完成创
作，历时 4 个月之久⋯⋯

这些成就，也与他与漆“对语”，
与漆“共舞”，在市场跌打滚爬多年后
形成的艺术理念有关。他说，漆艺作品
必须融入当代人们的生活及艺术空间，
才有发展前途——漆艺从民间而来，进
入学院；现在，到了重返民间的时候
了。“漆艺作品的厚重感和装饰性，是
符合当下人们的审美的。”

当然，重返民间之路并不简单。毛
伟峰认为，要想更好传承漆文化，将大
漆艺术推向新的维度，需要体悟传统工

艺与文化内涵，需要融入传统与当代
艺术创作理念，需要运用传统工艺

结合现代审美哲学，更需要引入
当代人民大众生活习性的审美

需求和希望。”
这两年，毛伟峰在艺术

创作中，把更多的精力聚集
于现实主义的题材。他说，
真正自信的漆画艺术家既
不必装腔作势，也不必故
弄玄虚，只要把自己内心
想传达的东西反映出来就
可以了。2022 年，有感于

北仑抗疫中老百姓的同心协
力，他创作了漆画作品 《同

心·战疫》，入选第十四届浙
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

会，并被浙江非遗馆收藏。毛伟
峰关于宁波“海丝之路”“唐诗之

路”的历史文化题材创作也在进行
中。他还希望，他设计制作的漆艺，能
够成为城市的伴手礼，传播宁波的城市
形象。

毛伟峰对漆艺在宁波乃至中国的传
承发展与创新抱有十足的希望。他说：

“ 大 漆 艺 术 蕴 含 着 东 方 文 化 艺 术 的 基
因，传递着深邃、厚重、静谧、温润的
语境，折射出温柔淳厚、静观内省的特
质，这正是国人追求的情操与人文品
格。”

毛伟峰：

与漆对语 与漆共舞
汤丹文

《马首》 毛伟峰 作

《素锦·褴褛之蒙尘的袈裟》 毛伟峰 作

本文作者（正面站立者）与高式熊（坐者中）、张森（坐者左）、周慧珺（坐者右）合
影。 （姚伯先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