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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天，一大早从泰山下来
后，朋友们提议开车直接去黄山，一
天之内，晨昏之际，体验一下南北山
水的不同风貌。于是，驱车一路南
行，窗外的景色不时变化，峭拔险峰
渐渐少了，青翠山岭渐渐多了，磅礴

的气势渐渐少了，婉约的韵致渐渐
多了——— 忽然联想：这种景物变化，
暗合了1000多年前中国山水画风格
的嬗变——— 从“荆关”式的北方大山
大水，进入了董源潮湿温润的山水
江南。

董源，字叔达，钟陵(今江西南
昌)人，他的山水画深得中主李景赏
识，并因画入仕，官至北苑副使，故
世称“董北苑”。董源以水墨形式，专
写江南真山真水，从而开创了影响
至今的“江南水墨画派”。他笔墨中
的山水，峰峦起伏、云蒸霞蔚、洲渚
掩映，被米芾《宣和画谱》中赞为“平
淡天真”、“一片江南”。

只是，这一片江南是水墨的，是
用湿湿的笔，蘸了淡淡的墨，用了细
细的皴，更用了浓浓的情，画出的是

植被丰茂、气象万千的心中山水。
最著名的是他的《潇湘图》：画

家以江南常见的远山近水为题材，
山峦在远处，平缓连绵。山下是荡荡
江水，浩渺无际。画面上的风景分为
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水汀沙
洲、荒疏芦苇，一条小船正迎面徐徐
而来，小船上，端坐一红衣主宾，前
有侍者下跪，后有侍者执伞，船头船
尾，两个船工合力将小舟缓缓地荡
向滩头，岸上，迎候的人们纷纷上
前，挥手致意，浑然一幅充满诗意的
潇湘游乐图。画面的后半部分，山峦
平缓地起伏着，山林清朗得绝无尘
埃，林子的深处，隐约几家茅舍，在

沙汀、苇渚之间又荡着几只小舟，江
边，有人正拉网捕鱼——— 这又是一
幅令人陶醉的江南渔乐图。

多么令人神往的场景！山林淡
远，河洲清旷，人们或访友迎宾，或
荡舟渔乐，仿佛心神都和山山水水
融为一体了。画面上的两组人物，看
似互不相关，却在山水的映衬中和
谐一致。这是江南乡野间的生活场

景，是画家眼里的真山水，这里没有
“苍山夹乱流”的险峻，而是草木葳
蕤的绵延。这里没有“仙风道骨今谁
有”的禅问，而是平平常常的大自
然、真生活。在这幅画中，董源用细

细密密的“点子皴”，由远及近、由疏
及密，由淡及浓，呈现出云霭雾气，
烟水微茫的“一片江南”。这是何等
的诗情画意？足以让人忘却宠辱，寄
情其间。想来，董源的受宠，还是得益
于画面上呈现的一派澄静气象的，
1000多年前，偏安在江南的南唐王室，
只有这片青山绿水是聊以慰藉的。
与其戚戚然茫茫北望，不如守住一
方丰饶，看花红胜火，水绿如蓝。

或许，是江南层层山岭上苍翠
欲滴的树木和水汽朦胧的烟云滋养
了他，或许，他天生就是爱山水的
人，董源，执拗地、快乐地行走在烟
雨江南，描画山水，江南山水的那种
气息，那种平静、润泽、蓬勃的气息，
仿佛就从画卷里扶摇升腾，沛然于
画家的心胸。你看吧，在《潇湘图》
里，水面只是淡淡的皴染，已是一片
烟波浩渺的江湖；山林也只是细密
的皴擦，却有一派蓊郁勃发的气势

啸荡。画中的人，画画的人，看画的
人，也就在这种不紧
不慢的、舒缓有致的
节奏中，澄静心神，一
派自然了。
又是一年春来到，

江南的春天，是“西塞山
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
肥”，只是，隔着浩渺时空，
沧海桑田，高速公路两侧
已是高楼林立，我们无法走
进董源时期的江南了。还
好，可以在房间里挂一幅《潇
湘图》，神驰于那片连绵群
山、浩渺烟波，“青箬笠，绿蓑
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不须归，何须归。
支英琦

问：我收藏一块古玉，
长7 . 7c m，宽5c m，造型大
方，纹饰奇特，颜色青红相
间，手感极好，请问是不是
一件汉代古玉，价值多少。

菏泽 潘先生
答：此为现代用劣质玉

仿老玉器造型工艺品。线条
是用机器雕凿，颜色过渡不
自然，浮在表面，系人工加
温染制而成，估价100元。

问：我收藏了一个天球
瓶，高52厘米，上有猿猴鲜
桃纹，画工精细，是否是雍
正年制，请解答。

德州 孙先生
答：此为新仿雍正乾隆

青花釉里红天球瓶。此瓶造
型美观，做工较精细，猿猴
体型较为准确，有一定动
感。但所用釉色材料不是雍
乾时期的。釉色发暗，立体
感不强，无年代痕迹。属中
下工艺品，估价500元。

问：我收藏一个碗，现
将照片寄去，请专家鉴定是
何年代，有无收藏价值。

泰安 刘先生
答：此为宋磁州窑仿紫

定菱口碗。其包浆自然，年
代痕迹明显，紫釉色彩艳
丽，底足外围露胎。年代久
远，保存不易，紫定器型少
见，有很高收藏价值。估价
8000-10000元。

本栏目由山东省收藏
家协会与本报联合举办，为
广大藏友解疑释惑。咨询电
话：(0531)82060628，来信请
寄：济南市马鞍山路15号新
世界商城三楼东厅319室王
济红 邮编：250002

本报讯 为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满足广大收
藏爱好者的需求，山东省文
物总店于“五一”期间举办
著名书画家金亦成先生个
人书画展。金亦成先生师承
蒋维崧、魏启后、邹振亚等
诸位名家，荣获山东画院高
级画师、山东省文物总店特
聘画师、荣宝斋特聘画师、
中国当代篆书名家等职称
和荣誉称号。

日前，山东籍书法家魏
凤俊先生在中国美术馆成功
举办了个人书法作品展。该
展览以“墨韵”为主题，展示
了魏先生30年来辛勤研习的
68幅书法精品，从展出的作
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坚持传
统，正本清源，精变而化，在
清劲娴雅中彰显正大气象之
书风。

从展出的作品中可以看
出魏先生精于真书，尤擅小
楷，出入欧、柳、颜之间。其中
佳作《灵飞经》，保留了原作
清秀纤巧的格调，又融入颜
体雍容华贵之态，“二王”神
采飞扬之势。字略约如算子，
整齐划一中蕴含着章法变
化。全作肃穆端庄，古雅蕴
藉，挺拔矫健，风采流动，精
谨华滋，清新俊美。于原作格
调之外另添雅趣，天真烂漫，
浑然天成。

魏先生之行草书风脱胎
于“二王”，而又不为其所役。
如《历代帝王庙叙》以峻利雄
浑的笔法，变化莫测的结体

流动的风格，用焦而不燥的
浓墨游弋于书帛尺牍之上，
通篇笔势纵横，点划相应，行
书起伏多变，布局错落有致，
笔调高古，真力弥漫，流畅有
神，活跃灵动，字与字之间线
断意连，一气呵成。

此次展出的作品还有楷
书《隋珠和璧》、《宫词百首》
《多宝塔选字》、《千字楷》等，
行草《岳阳楼记》、《王羲之·
圣教序·选字》，隶书《历山
铭》、《张迁碑》，魏碑《君子九
思》、《郡县史》，篆书《董其昌
画旨》、篆书《北国风光》等佳
作。

艺术史论家陈传席先生
曾言“书法是精神的外化”，
书法作品与作家的精神气
质、道德修养、人品格调等品
质密不可分，魏先生就用有
形的笔墨线条体现着无形的
精、气、神。他作品中所体现
的理深思密、气格高迈、坚韧
温厚、古拙雅润正是儒雅朴
实人格的外化。

(文华)

专家鉴宝

金亦成先生

书画展举办

笔墨放情会知音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

▲董源《潇湘图》卷，绢本，水墨淡设色，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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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我喜欢戈壁石源于上

世纪八十年代。当时，
有一个朋友在地矿部
门工作，喜欢古玩
和石头，我从那时
起对奇石就有感觉
了。2000年前后，
我 开 始 喜 欢 戈 壁
石。

戈壁石，主要产于
内蒙古阿拉善地区的戈壁
滩上。戈壁石质地坚硬细
密、表面光滑圆润。外形
千奇百怪，飞禽走兽、人
物景观，应有尽有。
可 分 为 玉 髓 、 玛
瑙 、 石 英 、 碧
玉、蛋白石等质
地，色泽绚丽多
彩，有雪白、鲜
红 、 翠 绿 、 金
黄、黝黑等。

戈壁石是观赏
石家族中涌现出的新
秀，屡次给广大奇石爱好
者惊喜，比如：台北故宫
博物馆镇馆之宝“红烧肉
石”，以及内地“小鸡出
壳”、“岁月”等，它的
构成主要是石英岩
玉，五彩纷呈，而
且 皮 壳 特 别 润
朗，具有特别的
视 觉 和 触 觉 效
果。这类自然成
石在其他国家和地
区极为罕见，可以说
是一枝独秀。

我喜欢的石头，多是
小巧玲珑、造型奇特、富

于想象的手把件。由于小
巧，手感滑润，可摆放
案前，挂于颈下、腰
间，也可随手把
玩。因为痴迷戈
壁石，全国各地
无 论 哪 里 有 石
展，我都要去观
赏。有闲暇的时候，

我去内蒙古阿拉善地区
淘石头，每当发现一块自
己喜欢的石头就欣喜若
狂，如获至宝。这块“龙
玺”像一条龙趴在奇石顶
部，好像正要到龙池吸
水，动感极强、活灵
活现；这块石头，
像良渚文化中的兽
面纹；而这块白色
奇石，像端坐的菩
萨，庄严沉静。
欣赏着一块块

石头，它们红如落霞
之艳丽，绿如秋水之深
沉，白如霜雪之纯净；它
们有的像神仙；有的像游
龙、有的像飞鸟。真可
谓，寓山川人物之秀美，
融天地造化之神奇，令
人不能不感叹大自然
的神工鬼斧。抚摸
着一块块石头，
想着它们从遥远
的 戈 壁 深 处 走
来，身上还带着
大漠的体温，带

着两亿多年风雪的
烙印。这真是一种难言

的享受啊！
曲冰

独钟戈壁石

龙玺

思念

仙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