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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老书法篆刻家贺圣思
先生，估计外界一般不太熟悉了
解，一是他没有在宁波书法界占
据显赫位子，不作什么自我宣
传；二是本来就没有打算一定要
以书法篆刻家身份招摇过市，更
多以“清客”心态参与书法活动
的他，创作方面也表现出“清客”
姿态。如果仔细推敲，“书路”多
端的贺圣思先生的书法创作，不
仅鹤立不群于和他上下十岁左
右的同一辈老先生，即使是比他
年轻的后辈书法家类似他的创
作状态的，宁波书法界很难找得
出来，浙江书法界应该也不容易
找得出来。

黄宾虹说：“气韵出于笔
墨。”第一眼观赏贺圣思先生书
法作品，“气韵生动”多半是第一
感觉，老书家进入晚境，气旺是
衡量创作高度的一个标杆，尤其
是对于不循规蹈矩的写意书风，
字里行间有无真气弥漫非常重
要。贺圣思先生“我书臆造本无
法，点画信手烦推求”的书法，除
了给欣赏者以稳健度与爽直感
外，还有那一股强劲坚韧的力
道，工取势，妙剪裁，饶情韵，机

趣天然，逸宕古穆，非“专精一
体”，但“以致绝伦”。

贺圣思先生书法主体取法
明清民国行草大家的优胜长处，
辅之魏晋风度，窥探宋元潇散，
杂融篆隶苍茫，兼具乡贤遗绪，
迁 想 妙 得——“ 栩 栩 然 胡 蝶
也”。如此书法境界是基于他平
素扎实的艺术修养、独特的人生
历练，似乎不必十分到家地强求
所谓个人面目，乃见天骨开张，
敦厚清新，从书写技法使转到视
觉形式表达常常柳暗花明，从不
确定的样式中不断体验着意外
的惊喜，作品“古典性”“现代性”
互相生发，方圆并举、疾涩对
冲，烂漫中不失端庄规矩、纵横
间犹重精微舒适，格调高雅，难
能可贵。

我们客观地说，现在七八十
岁的书法家写得好的全国也相
当少了，某些名气很大的都在退
步，连批评的价值都快丧失殆尽
了。贺圣思先生一介“东海卤
民”却不声不响地“晚节”飘香，
实在是宁波书法界、浙江书法界
的莫大福音，而我们不带任何感
情色彩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

这样一位不“主流”的宁波老书
家却实际上代表了今天宁波书
法界的最高水准呢？比如贺圣
思先生碑味帖写得恰如其分，不
激不厉，宁波（哪怕是浙江）又有
几个书法家可以追攀？再比如
他把不常书写的《石鼓文》、钟鼎
文写出率性俊朗、松简得体，恐
怕是专攻大篆的场面上的书法
家没办法望其项背的，讲一句要
得罪人的真话，书坛那些“春风
得意”的大（小）篆书家甚少有写
得不俗气的，遑论品位，加上“克
隆版”偏多，篆将不篆。

贺圣思先生书法之余偶涉
丹青，水墨焦写，诗文自跋，极尽
文人画精神，宁波书家中罕见。
善丹青画理的他所刻的印亦传
递出画家消息，相对于画家书
法，画家篆刻的概念也是绕不过
去的。贺圣思先生篆刻的首要
特征就是画意充满，属于标准的

“图章”，其次是真草隶篆行以及
肖形佛像皆能入印，短长肥瘦穿
插的篆刻印面仿佛能闻到浓淡
枯湿、远近高低的立体气息。正
因为他通晓篆隶和古典篆刻，书
画家眼光加上书画家手段，使得

他刻的印章画理书趣浑然天成，
大刀阔斧，诸相无我而百相莲
变，章法篆法刀法均不同于通常
篆刻家，单独欣赏有意思，钤盖
在他的书画作品上越显和谐曼
妙，叹为观止。

“卤味”还看贺圣思——做
过晒盐工的贺圣思先生一定会
慢悠悠“卤”出更多美味的书画
篆刻作品给大家品味！

今年，是“左联”五烈士之一
——柔石先生 120 周年诞辰。
二十年前，甬上著名作家杨东标
先生的长篇纪实文学《柔石二十
章》出版，颇有影响，好评如潮。
如今再版问世，让裹挟着历史尘
烟的柔石再一次鲜活呈现。

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传记
文学，更多的像散文、随笔。全
书一共二十个篇章，写的是柔
石，又不止于柔石，而是有关柔
石的故乡、故乡的鸿儒先贤、他
的婚姻与家庭、他与鲁迅、他被
后世传颂的经典作品……每一
章都单独成篇，自成美文，串起
来又是柔石先生血肉丰满的一
生。“不虚美，不隐恶”，作者截取
柔石人生中的重要节点，既写彷
徨更写奋进，展示了那个宏阔而
又复杂、炽热而又沉闷的年代，
读之只觉得荡气回肠。

杨东标先生的写作，有一颗
纯真的文心。他从大量的史料
中，捕捉到柔石那正直善良、才
华四溢而又浪漫敏感的真实细
节，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
的人物形象。他以辩证的角度
看待柔石不新不旧的婚姻，能敏
锐感知到柔石灵魂的烦躁与灼
热。这种洞幽烛微与辞情之美，

是其他柔石研究者所不及的，也
是《柔石二十章》久读不厌的原
因所在。

作者的文字，清新隽永，珠
圆玉润。二十年后重读，毫无隔
膜之感。

作者文字功夫的细致考究，
还体现在易被人忽略的图片说
明上。蝇头小字，精致而充满诗
意，富有哲理：

“慈城小学之一角，木柱石
础，花草绿叶，尽是沧桑。”

“岁月的磨损，照片显得有
些模糊。但细细看去，柔石的脸
上展露着微笑和自信。此时的
他，已非往昔的他。生活逐步安
定，文学正在成熟，更重要的是
一座信仰和理想的大厦正在内
心落成。”

“柔石牺牲的时候，她才三十
出头。她泣饮痛苦，负重含辱，敬
奉公婆，抚养子女。她自有一种
光辉，也是一种不幸和牺牲。我
们很难用现在的观念去要求旧时
女子该怎样做，她们永远是中华
民族心头上的一份痛楚。因此而
让我们深深地悲悯。”

“半身埋于地下，一手擎起
蓝天。面对龙华无名烈士陵墓
的巨大雕塑，你可以静默几分

钟。它使人变得简单。一切得
意之举都相形见绌。绿卡、告密
信、春药、排满衔头的名片、付费
入选的世界名人录，还有令人费
解的哲学格言，等等，在此面前，
显得渺小或卑劣。”

这些精美的图片说明，新意
盎然，别有洞天。

书中对柔石往事的追忆，多
视角多手法，画面感强，饶有趣味：

“东乡一校长携着一只火腿
到柔石家求见，柔石不肯收受，
校长丢了火腿就走。柔石拿了
火腿就追，追得汗水淋淋，非要
还他不可。路人问清缘由，指着
他笑‘真是书呆子’，这种做法与
某些贪官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柔石的清正奉公、刚直不阿，岂
能为旧社会的势力相容？”

先是白描，后夹叙夹议，寥
寥数语，柔石狷介耿直的形象似
在眼前，功力了得。

这本书，也可看作是一本诠
释宁海地域精神的美文。

作者在描绘柔石的故乡山
水时，用了一句“半是天然，半是
人文”这样的话。他的这部作
品，也是如此，浸润着故乡的灵
秀山水与自身的人文素养，并将
自己的人生阅历投影在这部作

品里。他与柔石一样，也是一位
地道的宁海人，他骨子里也透着
宁海人特有的文气与硬气，所谓

“千秋灵气出名儒”。
山海交汇、秀山灵水的宁

海，孕育出一种特殊的人文氛
围，于是也有了方孝孺、王锡桐、
潘天寿、柔石……一脉相承的精
神气质和人品风骨：“他们在狂
波巨浪中，学得了狂放与勇猛；
他们在丛林与巉岩中，学得了坚
韧与挺拔。”

杨东标先生也是我写作道
路上的老师。十年前，我初到报
社，采访撰写的第一位文化名人
便是他。但他完全没有名家的
架子，亲切地称呼我为“小伙
伴”，不厌其烦地细细修改指导
我稚拙的稿件，并告诫我永远不
要放弃手中的笔。这些年来，我
偶有文章见诸报端，他便打电
话、发短信给我，鼓励我赞赏我，
时时提点我，令我感恩在心。

如今，他的《柔石二十章》再
版了，捧读之后又是一番欣喜。
他是一位胸襟宽广的长者，曾以
雄视群山的气度，勾勒出柔石的
一生。如今的他，依然朝气蓬
勃，卧看晴云，观世间百态，挥洒
着手中的那支笔。

言后记前 “卤味”还看贺圣思
——《贺圣思书法作品集》序

蔡树农

雄视群山，卧看晴云
——杨东标《柔石二十章》再版读后散记

陈也喆

书随笔读

草
书

春
山
丽
日

秋
水
长
天

贺
圣
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