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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歙县，我和章建华
一行起大早赶往新安江十里画
廊，感慨着歙县的优美风景、
古韵民风和深厚文化，如诗如
画，情景交融。

傍晚，我们开车接上小徐
去了一个偏僻的山庄。山庄风
水绝佳，门口有两个大水塘，
房子后面是山。房子正好建在
坳口里。走进山庄里面，好多
人都在，早已备好笔墨，相互
介绍，他们都懂书画。很多来
歙县的书画家都来这里进行书
画交流。

今天的笔会源自昨天晚宴
上，我向歙县文化界朋友介绍
我对歙县的了解。我说师兄丁
建顺曾在新安江边上插队，他
是上海的作家，写的《新安江
上游的传说》获奖，被安徽电
视台拍成电视剧。我又介绍我
老师洪丕谟，是著名学者，对
养生、诗词、医学、法律、书
画等多有研究。坐在边上的章
建华又把我的微信朋友圈给他
们看了，立即引起他们的高度
关注，当场定下了今天的笔
会。记得十多年前，我来屯溪
老街征集书画，杭州朋友曾电

话中华酒店的张总，说有一个书法家来了，让张总接待好。
张总备好笔墨，让我现场表演，管吃管住。十多年后的我，
志在必得，一定要拿出绝活，惊艳在场的书画朋友。

主人拿出十多年前的安徽净皮。我先试了一张四尺对开
横幅，唐诗一首，先试人家的笔和墨，寻找感觉。感觉就像
海市蜃楼，悄然而至，王安石的《梅花》跃然纸上，马上又
有“天道酬勤”“幽鸟相逐”“宁静致远”“守心自暖”等等随
着我笔尖的飞动，重笔浓墨，闪亮登场。围着的人赞不绝
口。一边拍照，又一边发抖音和朋友圈，引来点赞。我又为
几个友人写了几首唐诗。主家说，我用笔和别人不一样，结
体优美，线条有动感，对比强烈，如行云流水。最后有一张
六尺对开，我写“听雨观云”，黄山画院的一位院长系中国美
协会员，说这张写得非常好，让我给小徐的堂哥做个纪念。

小徐堂哥还想让我再写点东西，我说这会儿写字的气消
光了，改日再来。况且这个地方风土人情这么好，古徽州的
文化底蕴丰厚，值得常来。

我这个人写字，喜欢人来疯，只要找到感觉，喜欢临场
发挥，且不乱阵脚。我还乐于信手涂抹，往往出现意想不到
的效果。且我个小胆大，从不拘泥用笔用墨。我在杭州15
年，和中国美院、西泠印社的友人常有互动，并从事书画鉴
定多年。我不是从书法家的角度去写书法，书法家的影子束
缚住笔墨而施展不开手脚，我从鉴定者的角度入手，这是我
一个大胆的尝试，且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我就像一个二人
转演员，用拿手的绝活，搞定现场，让我的笔墨随心飞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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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去疾先生是一位篆刻大家。他
在艺术上的成功，与其对艺术史研究
息息相关。在方先生之前，不少印学
家痴迷研究周秦两汉玺印，而方先生
前后耗时40年，对明清以来1500种
印谱进行梳理鉴赏，取其精华，去其
糟粕，追本溯源，厘清中国文人印的
起源。其刻印章法奇而不怪，印面疏
而不散，刀法古朴，线条凝重，融诏
版、凿印于一体，形成高古清奇的印
风。

方去疾的刻章
□张原

方去疾先生，生于1922年，浙江温州人，篆刻
家、印学家、书法家。他生于金石世家，与方介堪、
方节庵两位胞兄同为印坛名人，人称“印坛三方”。年
仅11岁时，方去疾便移居上海，13岁其作品已名震一
方。他一生热爱书法、篆刻，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中

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等职务。他培
育出韩天衡、陈茗屋、吴子建等知名印人，他编写的
《明清篆刻流派印谱》，更是填补了明清五百年印学史
的研究空白，由此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印学界领衔人
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