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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叔孺先生是晚晴以来印坛上的一位
宗师，人称“近代赵孟頫”。绘画、书
法、金石，他都有涉猎，很是精通。

他自小擅长绘马。他的马师法李公
麟、赵孟頫，又受到宫廷画家、意大利人
郎世宁的影响，在传统的中国画法中融入

西洋画法，大获成功。他的书作，有自家
特色，尤其是篆书对联，字体珠圆玉润，
平稳大气，为世人所喜。他自己学习书
画，或是教导学生，都提倡临摹，认为临
摹不仅外表要像，还有内在神韵，也要理
解。

对于印章，赵叔孺有着深厚的情缘。
他多年来，坚持篆刻。赵叔孺学习众家，
从秦汉印入手，汲取浙派、皖派篆刻的优
点，并对宋元朱文印史有所研究，著有
《汉印分韵补》《二弩精舍印谱》，成为后
人研读印学、学习篆刻的典范之作。

“苹庐”为黄文宽早年别号，《中
国篆刻大辞典》《岭南篆刻史》等书
都只收录“萍庐”，而漏载了“苹
庐”。研究后发现，这两个别号在使
用时间上泾渭分明：早年只用“苹
庐”，晚年只用“萍庐”。黄文宽
1941年为帅铭初（1893-1978）所刻
朱文印“帅”（松荫轩 《名印经眼
录》卷十），边款：“詺初先生属仿石
鼓文，苹庐，辛巳正月。”署款用的
是“苹庐”。直至1968年，黄文宽才
自刻“萍庐”印，边款：“庚寅

（注：应为庚辰）避倭香江，康侯为
余刻印数十方。丙午焚坑，尽遭劫
掠，偶见旧拓，因橅复之，此其一
也。戊申仲秋记于羊石，黄文宽。”
其实冯康侯1940年为他所刻“苹庐
珍藏印记”，还有“苹庐”等印，用
的也是“苹庐”。晚年黄文宽只用

“萍庐”，未见其再用过“苹庐”。
五十年代的三方印，有两方是为

劳天庇所作。一方刻朱文印“在山
堂”，边款：“仿秋堂法，文宽。”另
一方1950年刻白文印“晃”，边款：

“《十钟山房印举》有汉人‘日光’
印，合之成‘晃’字，文宽为仲晃兄
仿之，庚寅六月。”劳天庇 （1917-
1995） 字仲晃，号墨斋，室名在山
堂，广州人。以中医为业，1951年
移居香港。擅诗词，著《在山堂诗》
《在山堂诗续》。编有何氏至乐楼《明
遗民书画录》。

还有一方1951年刻白文印“曹
氏广裕所藏图书记”，边款：“辛卯
冬，文宽作。”该年的春夏，黄文宽
还曾为方节庵、方去疾兄弟刻印（见
《片羽吉珍——唐云·方去疾藏品印
章专场》）。为方节庵所刻有白文印

“节盦印泥”，及双面印“方约”白
文、“节盦”朱文（上海工美2008年
春拍，图录号0112），边款：“节厂
法家削正，第七十八辛卯人日，台山
黄文宽作于羊石。”为方去疾刻对章

“方”朱文、“去疾”白文（上海工美
2008年春拍，图录号0107），边款：

“去疾先生削正，文宽。”“第七十八
辛卯夏日，节厂方先生自春申寄赠去
疾先生为文所作名印，琼瑶之投无以
为报，不自知其鄙浅，作此以就正于

大疋，并证金石之契云耳。台山黄文
宽。”

平心而论，这一时期的黄文宽虽
然仍以摹仿、学习为主要手段，但在
艺术处理方面已经颇为老到，无论是
仿西泠八家陈秋堂的“在山堂”，还
是仿十钟山房汉印的“晃”，均游刃
有余。“丰富的收藏和印学修养，使
他对篆刻有着广泛涉猎，诸如秦玺汉
印、邓石如、黄小松、吴让之、吴昌
硕、黄士陵等无不兼收并蓄……在他
的印章中我们既可看到他深入古人，
又融入了自己的气质。”（《岭南篆刻
史》）

有趣的是，黄文宽早年刻印习惯
署款于左侧，如四十年代的“愿梦中
人安乐”和 1950 年的“晃”，而从
1951 年的“曹氏广裕所藏图书记”
开始，署款位置则改为内侧。“在山
堂”印款无纪年，但根据篆刻风格以
及署款位置（左侧）判断，其创作时
间应早于“曹氏广裕所藏图书记”。
当然，因为采样范围过小（只有七方
印作），这一规律是否具有普遍性，
还有待更多样本的验证。

书画家、篆刻家赵叔孺先生，
生于1874年，浙江宁波人，字献
忱、叔孺，号纫苌，因有缘收藏汉延
熹、魏景耀二弩机，为蜀汉遗弩，晚
年号二弩老人。他是清末诸生，自
幼痴迷绘画，8岁即可挥毫画马。
约在而立之年，他任职于官场，四
处寓居。近不惑之年，他远离宦海，
携带家人，移居上海，专业从事书
画篆刻的工作。

彼时在上海印坛，他与吴昌硕
齐名。他不仅广交朋友，像张大千
等，而且在奖掖后进方面更胜一
筹。沙孟海、方介堪、陈巨来等日后
的名家，都出自赵叔孺的门下。

他的60与70大寿，众多门
人汇聚一堂，为老师庆祝生日。晚
年，他两次率领门人举办“赵叔孺
同门金石书画展览会”，获得成功。
1945年，赵先生因病去世。

日光 曹氏广裕所藏图书记在山宝

从岭南大状到印坛教父：黄文宽的五个十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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