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世纪90年代，市场上近现
代文化名人的书画作品价格并不
高，竺伟民觉得这些作品的价值
还未为多数人所认识，很适合工
薪阶层收藏，他就专门收藏这些
文化名人的字画。

竺伟民通过藏友间的转让交
换、参加拍卖会等方式，先后收藏了
从明末清初到民国的数百位历史
文化名人的书画作品，其中包括明
末清初周容、徐枋、朱彝尊等人，乾
嘉时期丁敬、梁同书、毕沅等人，近
现代胡林翼、彭玉麟、王韬，蔡元培、
柳亚子等人。他还将藏品按年代
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编写目录。

收藏之初，竺伟民也缴过学
费买过赝品。

有一次，一位古玩商打电话
给竺伟民说有一张奉化人的东
西，请他去看看。到了那儿，在昏
黄的灯光下，一幅书法作品挂在
墙上，古玩商说这是孙锵的字。
孙锵是奉化人，号玉仙，光绪年间
的探花。

纸上的字确实有些功底，两枚
钤印分别为：玉仙、孙锵之印。如果
真是孙锵手迹，就符合自己的收藏
定位，竺伟民花800元买下了。

到家后，竺伟民把这幅作品看
了很久，第三天，他发现其中一枚
钤印有问题：在手电筒的光照下，
孙锵之印是敲在白色的宣纸上后
再贴到书法作品上的，贴上去的地
方下面好像还有印章。竺伟民心
中咯噔了一下。他到处请朋友看，
但藏友们也没有确切说法。

苦恼了两天后，竺伟民一狠

心将孙锵之印“取”了下来，他看
到了印章下面果然另有印章，且
这另一个印章并非探花玉仙。花
800元买了幅伪作，在心痛的同
时竺伟民加强了学习。

竺伟民的书斋里藏有上万册
文史方面的书籍和资料。因为不
习惯用电脑，他整理资料都是用手
写。他展示了三张A4纸大小的
白纸，上面用红蓝两种颜色密密麻
麻写满了字，蓝色的大字是人名，
红色的是数字和“名、表、文、美、
列、印”等小字。他解释说，凡是录
入名单的人名都是他藏品的作者，
红色的数字是生卒年份，红色的小
字代表不同工具书上有记载。“名”
是《中国历代名人大辞典》，“表”是
《宋元明清书画家传世作品年表》，
“文”是《中国文学家大词典》，“美”
是《中国美术家名人辞典》，“列”、

“稿”是《清史列传》、《清史稿》，
“印”是《中国书画家印鉴款
识》……这是竺伟民为了查找方便
而自制的查询检索表。

凭借丰富的知识储备和大量
的收藏实践，竺伟民对历史文化
名人书画作品的真伪辨析已经能
够做到八九不离十了。

研藏结合是竺伟民收藏的一
大特色，他从藏品中选出了227件
逐一介绍，于去年底编成了一本
《五梅阁藏书画录》。竺伟民还计
划进一步研究自己的藏品并结合
亲身经历写一本《甬上谈艺录》，把
近50年来发生在宁波收藏界的
真实故事记录下来，他说准备
花几年时间来打磨这本书。

特色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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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1898—1989），名霖，字
散之，江苏江浦人，祖籍安徽和县。
擅山水，长于草书，有“当代草圣”之
誉。晚年任中国书协名誉理事，江苏
省书协名誉主席、南京书画院院长。

市面上，林散之的书法作品很
多，但绘画作品很少。2001年，竺
伟民从宁波一古玩商处购得此
画。2011年初夏，北京故宫博物
院书画部的金运昌先生来奉化
鉴宝，一眼认定它为林氏早年真

迹，并给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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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文化名人字画20多年
竺伟民打算写一本《甬上谈艺录》
书斋名为“五梅阁”，10多平方米，四壁的一面为阳台三面皆书架抽屉，从顶到底，上藏书下纳画。阁主竺伟民

自称“一介老书生”，他每获一幅字画，总要挂在书斋内观赏品味数日，得个中三昧后才收入书柜。其字画收藏始于
朋友间的诗书雅酬，20多年来集腋成裘已小有规模。近日，记者在五梅阁边欣赏书画边听竺伟民讲解书画背后的掌
故，不知不觉聊了半天。

加入诗社写诗酬唱
还学会了欣赏字画

1956年，竺伟民出生于一普通工人家
庭。他小时候住在宝兴弄，家对门是海派绘
画名家赵叔孺故居，隔壁是冯孟颛的藏书楼
伏跗室。受周围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从小喜
欢画画，高中时常常编抄黑板报。1974年高
中毕业时由于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他早早
参加了工作。

工作后，对知识的追求促使竺伟民上了
宁波市职工业余大学。在那里，他碰到了贺
圣谟、何敏求两位老师，学写律诗的时候曾得
到这两位老师的指点，受益匪浅。业余大学
毕业后，竺伟民走上了讲台，先后在多所学校
任教。

1994年，爱写古诗的竺伟民先后加入了
宁波诗社、浙江诗词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
诗词组织，在工作之余有了另一片怡情的天
地。在和诗社里的朋友们酬唱之余，竺伟民
还渐渐学会了欣赏书画作品。他收藏着当
年诗友赠送的不少书法作品，其中一幅是去
年去世的沈元魁先生的笔墨，写的是竺伟民
赠送给沈老的一首五言律诗：翰墨怡情趣，
清风淡泊生。虚怀礼下士，满座敬高朋……
沈老把这首诗手书后又回赠给竺伟民，条幅
上有三枚印，其中一枚是“问梅后裔”，竺伟
民解释说，“问梅”是沈先生祖父的名字。

1995年7月，竺伟民出了一本《桃源诗集》，
很多诗友都为他题词祝贺，他把这些题词都收
集了起来。除了沈元魁先生的手迹外，还有毛
翼虎、叶元章、郑玉浦、曹厚德等人的题赠。竺
伟民对诗友赠送的书法作品很珍惜，在他看来，
这些不仅是墨宝，更有“一份情谊在呢”。

喜得姚燮墨梅图，书斋改名“五梅阁”

因为喜欢，竺伟民在手头有
了些余钱后，开始购买字画。

刚开始收藏字画的时候，竺
伟民并没有明确的定位。因为学
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他对宁波的
文化名人比较熟悉，看到藏友毛伟
乐家中有几幅姚燮的字画，竺伟
民很艳羡。

姚燮是宁波镇海人，清道光
十四年举人，他学识渊博，著述甚
多，尤其擅长诗词。竺伟民上高
中时就读过姚燮的诗词。

1996年夏，竺伟民在古玩商
童先生家一见到姚燮的《玉堂柱
石图轴》就很想买。对方要价
1600元，这相当于他当时两个月
的工资，但竺伟民没有犹豫，马上
回家取钱买了下来。

这幅《玉堂柱石图轴》是纸本
水墨画，几枝墨梅斜卧在柱石前，颇
有意境。刚开始买进此画，竺伟民
每天都要拿出来观赏，赏玩了一个

多月后才收入匣中。朋友们都知
道他喜欢姚燮的墨梅都快入迷了。

1997年秋，藏友毛伟乐给竺
伟民打电话，说镇海有人送上来
四幅姚燮的墨梅图，问他要不
要。竺伟民毫不犹豫地让毛伟乐
帮他先把画买下来，他立马去筹
钱。就这样，竺伟民一共有了五
幅姚燮的梅花图。

姚燮是画梅百家之一，他认
为欲画好梅花，画家本人应有寒
梅气节，所以他画的梅“回笔故作
倔强技，千丈而落有石势”，风格
雄健倔傲，气势不凡。

竺伟民一有空就将这些梅花
图挂出来欣赏，一个人欣赏不过
瘾，宁波诗社重阳雅集的时候，他
带着五幅墨梅与诗友共赏，大家
对这五幅画也都赞叹不已。竺伟
民开心之余，将自己的书斋改名
为“五梅阁”，沈元魁先生还为他
题写了斋名。

花800元买了件伪作，心痛之余加强学习

丁敬（1695—1765），清代书画
家、篆刻家。字敬身，浙江钱塘
人。乾隆初年举鸿博不就，卖酒街
市。嗜好金石文字，工诗善画，尤
精篆刻，其印冠“西泠八大家”之
首，为“浙派篆刻”开山鼻祖。

这副丁敬对联是1998年10月
竺伟民从宁波一位古玩商处购得，
价格不过千元，而现在它的市值可
能要上百万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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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伟民有自制的书画家检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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