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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觞曲水 余韵不绝
“甬上四老”书法篆刻作品展举行

宁波美术馆展出石涛、八大山人真迹
石涛和八大山人的真迹正在宁波展出，这个

五一假期，你可以大饱眼福了。“天潢贵胄——从
馆藏石涛、八大山人合绘《松下高士图》谈起”4月
26日在宁波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是文化和旅游
部2018年度全国美术馆馆藏精品展出季优秀项
目，除展出两人合绘的作品外，同时展出八大山人
《孔雀竹石图》和一件行书作品，以及石涛《黄山
图》《竹溪琴隐图》等珍贵原作。

展览由上海刘海粟美术馆策划，从该馆馆藏
石涛与八大山人合作的《松下高士图》的研究着
手，围绕唐熊和张大千合临的《石涛岂敢八大君》，
以及在中国台湾一张印刷品上发现的《八大山人
访大涤草堂图轴》展开，其背后的每一件作品都有
曲折动人的故事。展览将持续至5月14日。

石涛和八大：相惜未相遇

石涛（1642-1707）和八大山人（1626-1705）合
作的《松下高士图》创作于1701年，纵长2.51米，
横宽1.35米，可谓宏篇巨制，悬挂在宁波美术馆1
号展厅，观者需后退数步才能看清全貌。其中钤
印有约十款，说明作品流传已久，曾经数易其手。

石涛、八大同为明代宗室。八大山人在南昌，石
涛在扬州，据史料记载，两人毕生未曾谋面，以书信
传递往来交流，在绘事上，心意相通，相互推崇欣
赏。从史料可知，石涛最早谈及八大山人是在1694
年，洛杉矶郡立美术馆所藏石涛《为鸣六作山水册》
的一开上写有“淋漓奇古如南昌八大山人”。

如何证明这件《松下高士图》是两人共同创作
的作品呢？宁波美术馆现场展出了收藏于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美术馆的石涛致八大山人书信复制
品，勾勒出两人交往的具体情境。在石涛致八大
的信札中，石涛除了寒暄外，主要向八大山人求一

幅小画，以装饰他的画室大涤草堂。在这封信之
前，八大山人曾为石涛画过一张《大涤草堂图》，但
因为尺幅太大，石涛“屋小放不下”，于是再求八大
山人画一幅，信中写道：“济（注：石涛自称，其法号
原济、元济）欲求先生三尺高、一尺阔小幅，平坡上
老屋数椽，古木樗散数枝，阁中一老叟，空诸所有，
即大涤子大涤堂也。此事少不得者。”

有说法认为，八大与石涛一生未曾谋面，信件
和合作作品均通过李松庵等友人传递，根据庞鸥
的考证，此幅应是八大画好后自南昌投赠或请友
人带去扬州由石涛补绘完成。

《松下高士图》：是真迹还是张大千仿画？

这次展览的展品中，除了《松下高士图》，还有
一件唐熊和张大千合作的临摹作品《石涛岂敢八
大君》及其复印件。这三件相同画意的“三胞胎”
向公众呈现，主要是本着求真的态度，把具有争议
的藏品拿出来和大家探讨。

《石涛岂敢八大君》是张大千和唐熊1928年的
合临作品。此画除右上多了张大千的长款外，其内
容与《松下高士图》高度一致，人物、松石等造型不
差分毫，画幅尺寸相差无几，用笔、设色几乎可以乱
真。

张大千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
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
1944年成都曾举办“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藏品
从八大、石涛到巨然、黄公望，无不涉及。张大千曾
向友人透露“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五百幅”。但同
时，他也是仿画高手，仿得最像的正是石涛。

刘海粟美术馆藏石涛、八大山人合绘《松下高
士图》是否为两人合作？八大、石涛惺惺相惜，且
有书信佐证；而作伪高手张大千与唐熊《石涛岂敢

八大君》的出现，是否让《松下高士图》的真伪成
疑？这些也都成了展览留给观者的有趣话题。

此外，展览现场除了收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
学美术馆的石涛致八大信札的复制品，还展出了
八大、石涛《兰竹石图》，石涛《为鸣六作山水册之
一》《溪南八景图》，张大千仿金农花卉册页、仿石
涛山水册页，以及搜集的八大山人花押、印鉴和石
涛款识、印鉴等文献的复制品。

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徐良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文 记者 周建平/摄） 4
月30日，“甬上四老”书法篆刻作品展在宁波美术馆
开幕，这是继1997年张星亮、丁乙卯、周节之“三老”
作品联展之后我市举行的又一次老书法家作品
展。本次展览展出了周律之、陈启元、贺圣思、沈元
发“四老”的80余件精品力作。

周律之先生家学渊源，幼承庭训，早年又蒙同
乡先贤沙孟海先生青睐，被纳为弟子，时获指授，他
的书法有“吴带当风”之美，其凝练飘洒之风格为书
坛所推崇。陈启元先生蒙严父教诲恩泽，得名师传
授之益，持博采通融之恒，广涉历代经典，尤擅汉魏
碑版，所作书法法度规正，雄浑苍茫。贺圣思先生

静处一隅，不逐繁华，潜心修持书法真谛和传统文
化综合修养，其书多从心出，不事藻饰，就质趋朴之
审美取向跃然笺楮。沈元发先生自幼承续家学，沐
浴浙东书风，早年即露书法才华，其书风既得王（羲
之）字秀逸神韵，又有梅调鼎、钱罕之俊朗风骨。

宁波历史文化悠久丰厚，书风传承绵延不
绝。上溯初唐，即诞生过唐楷四大家之一的虞世
南，此外，明代大儒丰坊草书闻名当世，心学大师
王阳明的书法也是传世经典。清代以来，更是名
家荟萃，大师辈出，姜宸英、梅调鼎、钱罕、冯君木、
赵叔孺、马衡、潘天寿、沙孟海等人在中国书法史
上都有一席之地。

“流觞曲水，余韵不绝”，周律之、陈启元、贺圣
思、沈元发四老是伴随新中国建设步伐成长的一
代宁波书法篆刻名家，他们秉承了我市老一辈书
法家的学养和品格，于上世纪80年代初发起成立
宁波市书法家协会，见证了宁波书法篆刻事业的
发展历程，体现了对于书法篆刻的执着与责任。

“书以载道”是中国书法的优良传统，举办本次
“甬上四老”书法篆刻作品展，旨在通过展览，感念老
一辈书法篆刻艺术家为宁波书法篆刻事业发展作出
的功业，为后继者树立学习的标杆，使书法精神薪火
相传，推动宁波书法篆刻事业走向新的辉煌。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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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涛、八大山人《 松下高士图 》清
纸本设色 17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