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辈的一批篆刻大家中，要说才艺多擅者，大概莫
过于钱君匋先生了。过去的文人所谓“诗书画印”集于
一身，四绝全能，已经算是很了不起的才子了，然而，钱
君匋的才艺则远超“四绝”，除了“诗书画印”外，他还有
散文家、音乐家、书籍装帧家、艺术评论家、编辑出版家、
收藏鉴赏家等，粗略算算，似乎“八绝”也不止了……

虽说一个人的多才多艺，主要得自于个人的天分与
勤奋，但若无良师的引导，恐怕也如璞玉未琢，难以成器，
尤其是处于初出茅庐的青春期。所以，当十多岁的钱君
匋踌躇满志、从浙江一个叫屠甸的小地方走出时，拜识的
第一位老师，就是刚从日本回来，与几位同道一起创办了
上海艺术师范学校的丰子恺先生。应该说，丰子恺的遇
见，对钱君匋的人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钱君匋
只是跟着丰先生学美术，然而，一个人若仅仅只是学美
术，那至多也不过是能画画而已。而真正好的老师，是以
自身的魅力来感召学生，以自己的素养来影响学生。丰
子恺先生无疑就是这样的名师。有一次，刚入学不久的
钱君匋来到丰先生的宿舍，看到满屋都是书，不仅有画
册，还有许多文学类书籍；而藏书不仅有中文的，也有日
文的……正张望着，只见丰先生顺手操起一把二胡，亲切
的对他说：“坐下，我拉一段二胡给你听听。”

钱君匋满腹狐疑，一曲听完忍不住地发问：“先生，
您又不教音乐，怎么二胡也会拉？”丰先生笑着回答说：

“艺术都是相通的。我们学美术的人，如果只会得画画，
是不行的！”或许这一句话，给青年钱君匋以极大的启
发。后来钱君匋艺校毕业时，曾写过一封求职信让丰先
生帮忙推荐，但丰先生看后复信写道：“如果某个部门看
到你这样一封遣词造句都欠通顺、甚至还有错别字的谋
职信，即便他是我关系很熟的朋友，恐怕也不会录用你
的。”丰先生以非常严厉的口吻，告诫学生一定要在文字
上痛下苦功，否则将难以有成。钱君匋读信后无地自
容，以前在农村只是凭兴趣喜欢画画而已，至于读书还
真是少得可怜。自此，受了一语刺激后的他，痛定思痛，
发愤苦读，他用最笨的死功夫，先把一本《学生实用字
典》通读数遍，待数十万的辞条了然于胸，渐渐地终于摸
到了读书作文的门径……钱君匋直到晚年，说起丰先生
当年这封批评他的复信，依然印象深刻。他说，自己日
后能在编辑出版的工作上独当一面，又在文学创作上小
有所成，皆应该感谢丰先生那封信中的教诲。

其实，历史不但常常有惊人的相似，还会有相同的
“复制”：钱君匋遇上了老师丰子恺，正如当年丰子恺遇
上了老师李叔同。他们的人生都是因为“遇见”而起了
改变，都是受老师的影响，从而走上了一条成功的艺术
之路。丰子恺刚进浙江一师读书时，李叔同教他们图画
和音乐，也许是先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气质感染了他，
丰子恺也狂热地爱上了美术和音乐。一天傍晚，李叔同
和他作了一次认真的谈话，认可了他艺术上的潜质，并
愿意全力帮助他……多年后丰子恺回忆说：“那一晚先
生对自己说的话，基本就决定了我一生的志向”。

我们都知道，李叔同是艺术领域的全才，诗词书画、
音乐戏剧等无所不通。而正是他这般“全才”的气质，深
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弟子，如丰子恺，也是书法绘画、
音乐教育、文学翻译等无所不能，其后如钱君匋，再其后
如钱君匋的代表弟子吴颐人等，他们几乎都有一个共同
特点，即“艺兼众美”，这大概与李叔同注重全面艺术素
养的教育理念，还是大有关联的。

在书画篆刻的艺术领域中，钱君匋的篆刻成就无疑
是最高的。据称他一生刻印两万余方，这对一位在诸多
领域皆有建树的艺术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也可见其创作之刻苦与勤奋。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他
就出版了个人第一部印谱《钱君匋印存》，虽其时尚未有
明晰的个人印风，然雏凤新啼且法乳纯正，也初步确立
了他在民国印坛的地位。其实，钱君匋学篆刻并未拜过
名师，少时受同乡前辈的影响，多赖于自学。后由艺术
学校的国画老师吕凤子引见，去拜访了篆刻大师吴昌硕
先生，也仅一面而已。吴大师看了他的习作，云“太嫩”，

并嘱还须“多写、多看、多刻”。
须知钱君匋在艺术上是个执着而又肯下苦功的人，

从此他又书法篆刻并举，日日临池叩石，不遗余力。这
又要回到丰子恺先生“艺术都是相通的”那句话，钱君匋
学习美术，早期擅书籍装帧艺术，他的封面设计曾受到
鲁迅先生的称赞，故有“钱封面”之誉。所以，他转而学
书法篆刻、搞文字创作，都有一定的基础，一通而百通。
他学书法，篆隶真行草，五体俱能，尤以汉隶简牍独树一
帜；篆刻则上窥秦玺两汉，下逮晚清诸家，逐渐形成了他
既刚峻浑朴、又清丽秀雅的独特印风，这在钱君匋的代
表印著《长征印谱》和《鲁迅笔名印谱》中皆可一窥其
豹。当年，钱君匋处于“文革”的劫难时期，秘密从事《鲁
迅笔名印谱》的创作，不料刻治拓成印谱后被告发，不但
遭审查批斗，且数百方原石印章也被搜去而下落不明。
但钱君匋是一个倔强执着的人，待“文革”后期“气氛”稍
缓时，他索性又埋头创作，再度创作了一套《鲁迅笔名印
谱》，八十年代终于重见天日并几经出版，成了他篆刻艺
术的代表著作。

除了专题的印章创作外，钱君匋还善于刻巨印长跋
的篆刻作品，这在前人是并不多见的。而且，钱君匋的
印章边款，篆隶真草皆有，以四面或六面长款，叙事抒
情，蔚然成观。代表之作如辛稼轩的诗句“爱随流水一
溪云”朱文印，线条婉转流丽，章法安然舒展，边款则以
有界格的楷书为之，仪态万方。而另一方苍莽浑厚的白
文印“气象万千入画中”，边款则是楷书北魏始平公书
体，五面阳刻，拓出的效果光彩夺目，别具一格。除此，
钱氏的篆书、隶书乃至草书边款，都为印坛所瞩目。尤
其是他的单刀大草书边款，虽是无心插柳之作，但却开
风气之先，创古人所未有，成了钱君匋篆刻艺术中遗世
独立的一枝奇葩。

钱君匋有个斋号叫“无倦苦斋”，笔者曾与八十年代
末，有幸登门拜访过一次。据说这个斋号，因沪语的谐
音近似“无权可抓”，所以“文革”时成了造反派的陷构之
罪而遭批斗。殊不知钱氏的“无倦苦斋”，乃是他最为仰
慕的晚清印家赵之谦（无闷）、黄牧甫（倦叟）、吴昌硕（苦
铁）三位前辈的字号中各取一字而成。钱君匋的弟子、
如今年逾古稀的吴颐人老师曾告诉我说，其实最后一个

“斋”字也代表一个篆刻大家，因为古文字中“斋”可通
“齐”，而齐白石别号“齐大”，故最后一个亦可暗寓齐白
石也。

一个斋号四大家，而且这四家的印章钱君匋最为喜
欢，也收藏最丰，各家均有百方之多。钱君匋创作之余，
常偏重于收藏鉴藏，平时创作的润资所得，也多用于搜
罗明清书画印章的花费中。由此钱君匋也时被人讥之
为“爱财”，对此，钱君匋总是会指指自己的鼻子开玩笑
地说：“我姓什么啦？姓钱呀！……”但是，晚年的钱君
匋，将一生所藏大量的明清书画和印章瑰宝，悉数捐给
了故乡桐乡和海宁，君子爱财，最终还之于民，为后世留
下了千古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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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随 流 水 一 溪 云爱 随 流 水 一 溪 云
—— 略 谈 钱 君 匋 篆 刻 及 其 他

“似曾相识，无可名状”，这是徐正濂先生的一句名
言，是他经过四十余年书法篆刻研习中提炼出的一个艺
术观点。近年，这句“名言”在印坛上可谓家喻户晓，笔
者也以此作为品赏书法篆刻一个“标尺”。

上月中旬，徐正濂先生在海上印社艺术中心举办了
他人生第一场个展，用《篆刻观察》西槐之言“徐正濂早
年即在书法篆刻界享有盛名，却直到66岁才举办首次
个展，体现出他的艺术定力”。的确，有定力，才会沉的
住气；有定力，才会在思索中前行。记得在开幕式当天，
一位记者在采访徐正濂先生时，问了不少有关创作的问
题，其中关于“似曾相识，无可名状”也在其内。徐正濂
先生说“似曾相识，无可名状”，无非是说篆刻学习一定
要深入传统，要做有缘之水、有本之木，决不是凭聪明，
凭想象力，挖空心思面壁虚造就可以“创新”。篆刻的创
新要有深度，就要“似曾相识”，让懂篆刻的人觉得出你
从传统中出来。他还说：仅仅从传统中出来也不是创
造，必须是不能够用传统完全去解释，说不出是以往传
统中的什么具体的模式，那才是创造！那就是在“似曾
相识”的基础上的“无可名状”。一番解答，让不少围观
者茅塞顿开。

笔者以为“似曾相识，无可名状”是一种境界，它既
是创作取向，也是审美理念。当然，这里的“似曾相识”
并非西方视觉艺术理论中的那个“似曾相识”，从未谋面
的似以为亲身经历过的，然后把这种意向的“感觉”或曰

“情景”表达出来，以唤起观者内心的一种“似曾相识”。
而徐正濂先生提出的“似曾相识”源自创作实践，是从多
年实践中感悟并上升为一种审美意识的，而这种意识又
需要回到个人书法篆刻实践中不断加以体会的。笔者
见过一些读者他们最头痛的事，就是某些“大部头”的书
法篆刻美学理论让他们糊里糊涂，有的问题过多的啰
嗦、玄乎，还有一些跨界的“融合”，究竟怎样去把握审美
标准，从何去欣赏书法篆刻？也没有搞明白，只能带着书上的条条框框去套用。笔
者以为“似曾相识，无可名状”可能就是一个让人明了，容易理解和把握的“尺度”。

当然，“似曾相识”不是模仿，也不是“挪用”。在世界美术史上曾出现过法
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爱德华·马奈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与文艺复兴画家莱
蒙特的作品《帕里斯的评判》中的人物组合的相似现象，就引发了美术界一片哗
然。不过，事到如今，在当下的美术、书法创作中，那种“模仿”与“挪用”的创作
手法仍在不停的上演，有些人可能仅仅去改变一些材料、制作手段或换个形式
就以为是自己的创作作品了。尤其是现在
的书店里摆放着一大堆集字字帖和碑帖，在
对学习书法爱好者有所帮助的同时，也给他
们带来偷工减料，有的还直接采取“拿来主
义”的态度，把临摹当创作。还有的以为自
己集出来的字就是创作，这是创作吗？所
以，徐正濂先生特别强调“似曾相识”不是

“乱真”，当然更不是“模仿”，陈陈相因。
说到“似曾相识”，也想给某些所谓的艺术

评论家拉拉袖子、扯扯耳朵了，在撰写评论宏
文时也不要抱有“似曾相识”的思维，在上下五
千年中去寻找“似曾相识”的元素。明明张三
李四就从未涉足过某个碑帖字帖，可能也会被
他写成张三作品有着王羲之的精致，颜真卿的
雄奇，欧阳询的气韵，米芾的超逸等；李四的作
品会说成有着《张迁碑》的方整，《曹全碑》的秀
逸，《石鼓文》的古朴，《乙瑛碑》的古雅，《好大
王》的舒展，让人读了都忍不住笑出声来。就
是撰写“大师”的文章也应尽量把他写得准确
一点，不要把张三写成李四，也不要把李四说
成张三，更不要跨越、穿越历史，因为有的评论
是需要历史去写的，后人去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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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届上海市青少
年书法篆刻展获奖、
入展、入选作者名单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艺术大师，但他
与上海的关系，诚如斯舜威先生所言

“没有上海这段经历，或许就没有中国
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徐悲鸿。”徐悲鸿
（1895-1953），汉族，原名徐寿康，江苏
宜兴市屺亭镇人。据《悲鸿自述》记载，
徐悲鸿第一次由宜兴赴上海，“年十七，
始游上海，欲习西画，未得其途，数月而
归”。1913年夏，徐悲鸿再次至沪，结果
又误入上海图画美术学院，数月后返乡
续任彭城中学图画教员兼宜兴女子师
范学校图画教员。上海图画美术学院
于 1913年 1月 28日、2月 16日两次在

《申报》刊登招生广告，徐悲鸿正是看到
这则广告才再赴上海学习。结果，上海
图画美术学院创办伊始，教学条件极其
简陋、师资薄弱，有一次课堂上老师竟
拿徐悲鸿的习作做讲义。徐悲鸿非常
气愤，两个月后便不辞而别。上海图画
美术学院的创始人是刘海粟、乌始光，
后来，刘海粟就把徐悲鸿纳入自己的

“门生录”，并自诩为徐悲鸿的老师，而
徐悲鸿本人对此并不认可，由此结下
徐、刘二人之间的恩怨。徐悲鸿的第三
次寓沪是在1915年夏。徐悲鸿打算找
到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结果是无数个
大门向他关闭，一次次地婉言拒绝使其
盘缠殆尽，无奈地流落街头，食不果腹，
甚至曾经想跳黄浦江以结束自己的生
命。此一阶段成为徐悲鸿一生中最悲
困的时期。直到在黄警顽、黄震之的帮
助下考取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语，才有所转机。为了不
忘黄警顽、黄震之的资助和扶持，徐悲鸿入学时便用了

“黄扶”之名。再后来，徐悲鸿结识了康有为，并拜康有为
为师，开启了他的新的艺术征程。1928年1月，徐悲鸿又
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发起组织“南国社”，并成立南国
艺术学院，徐悲鸿任绘画科主任。1936年，徐悲鸿与汪亚
尘、颜文樑、朱屺瞻等在上海发起组织西洋画会“默社”。
可以说，虽然徐悲鸿真正寓沪的时间并不长，大约只有3
年时间，但上海无疑是徐悲鸿从一个乡村图画教师向艺
术大师，画坛领袖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缺少了这个环
节，就不可能有中国美术史上的徐悲鸿。

当代著名美术评论家陈传席对徐悲鸿的书法艺术评
价颇高，认为徐书为近代第一。这也反映了徐悲鸿书法
在当代很有研究的价值意义。陈认为其书有“篆籀气，很
高古”。 徐悲鸿的书法是有幼功的，少时即在父亲的指
导下临习碑帖。在认识康有为之前，他的书法就已经有
了很好的基础。1916年，21岁的徐悲鸿结识了康有为，
并拜其为师。康有为十分赏识徐悲鸿，将自己所藏碑版
供他观览，并为其讲解。徐悲鸿在《自述》中曾谈到：他早
年在康有为门下学习书法，曾数遍临习过《经石峪金刚

经》、《爨龙颜》、《张猛龙》、《石门铭》等碑
拓。和康有为书法对比，有几分神似。
在书法的法度上，少了几分相似，但更
多的是逍散的气度。比起康有为某些
书法作品里嶙峋的气象，徐悲鸿的书法
更显得舒展。结合石门铭碑帖的比较，
徐悲鸿的书法继承了石门铭里结体宽
博，飘逸的结字方式，继承了《石门铭》
里疏朗的章法。但和棱角分明的魏碑
书法相比，徐悲鸿书法里多出了帖学书
法的圆润，平和，自然，可以说是碑学书
法和帖学书法的结合。

徐悲鸿的书法能脱离康有为的碑
学影响，充分自运，体现了徐悲鸿作为
一代大师的不盲从，这是一个真正艺术
家应该有的精神独立的品质。在我们
这个时代，很多书家画家都汲汲于拜师
投门，而完全失去了艺术家本该有的独
立的思想，踵人履辙，不以为耻。更有
投得一门永不思出者，这是一个艺术失
去独立人格的体现。徐悲鸿在年轻的
时候拜在康有为的门下，按理他的身上
应该明显留下康有为的碑风痕迹，可我
们检阅徐书，好像完全没有。这就是徐
悲鸿，一个善于独立思考，意从己出的
大师作风。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徐悲
鸿的人格精神意义的价值所在。

徐悲鸿对大篆、小篆、魏碑、行书
亦均有涉猎：大篆碑文，他对《毛公鼎》
和《散氏盘》尤为钟爱，他曽集得《散氏
盘》金文为一联“东井西疆司邑宰，左

图右史傅传人”；小篆，徐悲鸿喜欢邓石如；魏碑，尤其是
对《龙门二十品》，他更是赞赏有加，反复临习揣摩，他在
1939年临摹的《魏灵藏寺碑》，颇得精髓，格调高估；行
书，他十分欣赏王铎、文徵明，曾收藏了王铎十余幅作
品，曾集文徵明行书联数幅。

徐悲鸿的行世书法多为行书，间或有篆书等。其行
书往往融进篆隶或魏碑的笔意，显得古朴飘逸。徐悲鸿
对魏碑的继承，只取其质、意、神，而舍弃其形。首先是从
气象和精神等方面表现和提炼魏碑的雄厚、欹侧、朴质、
生拙等审美要素，而对于魏碑中的方峻点画，似镌如刻的
用笔则加以舍弃，化之以圆浑的笔致，生拙折处也多用圆
转之笔法。其次是以碑入行，将魏碑那种富有天趣的结
构经过“行书化”的处理后吸收到作品中，克服掉北碑呆
板的元素，是徐悲鸿书法艺术成功的关键。

可惜的是徐悲鸿享年太短，而且在这短短的几十
年里，他还是把主要精力用到了中国画的改良上，以及
美术教育的组织和发展，专心才是书法创作的时间十
分有限。徐悲鸿用心创作的书法作品与忙于应酬的书
法作品是明显不同的，我们评价他的书法成就应以其
精品为标准。

茅台，名扬四海的黔北古镇，一块古老而
神奇的土地。据仁怀市博物馆图片文字可
知，从仁怀市怀阳洞、罗村、后山、茅坝等地发
掘发现的磨制石器石斧、石刻刀等，证明这片
土地上在公元前一万年至四千年间已有人类
频繁活动。远古时期，此地属夜郎辖境，迄今
已有几千年历史。

茅台位于贵州省西北部，地处黔北川南
交界，东倚遵义县境，南接金沙县境，西邻四
川省古蔺县，北控习水县、赤水市要道，历为
兵家必争之地。又是世界名酒茅台酒的产
地，酒以产地而名，地因产酒而贵。这里山清
水秀、人杰地灵、物阜民丰，素有“中国第一酒
镇”之称。尤其是集古盐文化、长征文化和酒
文化于一体，文化积淀深厚，民族风情绚丽多
姿，清代诗人陈熙晋《茅台村》中这样描述：

“村舍人声沸，茅台一宿过。家唯储酒卖，船
只载盐多。矗矗青杠树，潺潺赤水河。明朝
具舟楫，孤梦已烟波。”著名学者郑珍感叹“酒
冠黔人国，盐登赤虺河”，等等。

曾几何时，我思忖，历代文人墨客为何对
茅台留下许多美丽的诗篇。怀着最热切的激
情，去年夏秋时节，我与几位同道参加了上海
浩泽贸易有限公司组织的“风从海上来”茅台
采风活动，此次之行，我终于明白，茅台不仅
有那人们向往的琼浆玉液，更有那让人魂牵
梦萦的山水风情。

茅台山美。茅台镇位于大娄山脉一处低
洼地带的马鞍山谷斜坡上，依山傍水，镇内地
势东高西低，地形略成三级台阶。当地人习
惯将这个三个地形区称为“高山”“半山”“沿
河”。受海拔高度和岩石风化的影响，马鞍山
广泛发育着紫色土，酸碱适度。其特殊的地
质结构，十分有利于水质的渗透、过滤。马鞍
山属于来热带，覆盖年大面积的常绿阔叶林，
其得天独厚的地质地貌，置身于此，能感受到
它向人们展示着崛起的景象。

茅台水美。赤水河，古称安乐水，人们
称其为茅台的“眼睛”，集灵泉于一身，汇秀
水而东下。它四分之三流域在大山中，是国
内唯一一条没有被污染的支流。高空眺望，
如一条缠绕在美丽姑娘身上的玉带。最为
神奇的是，赤水河一入茅台，大河谷如鬼斧
神工一般陡然陷落，从海拔 1000 多米跌为

400米左右，河水在封闭而狭长的谷底终年
流淌，为复杂的微生物群提供了滋长和繁衍
的空间。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人类在此繁衍
生息，两岸民间自古取水酿酒，故赤水河被
称为“美酒河”。当我站在美丽的赤水河畔，
思绪万千，想到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想到今
天茅台酒给当地带来的繁荣，此时，感受的
更多是对赤水河经久不衰的美丽和魅力的
叹服。

茅台人更美。“与人为善，成人之美”，是
茅台人民世代相袭的美德。“蝶引佳泉酿美
酒”的传说映射茅台人的善良。相传很久以
前，茅台一片荒凉，在僻静的杨柳湾住着一
位勤劳善良的穷汉子。一天，他外出家归家
途中，遇暴雨被淋得全身湿透，忽然见一只
硕大的蝴蝶被暴雨冲陷在泥淖内，左右振
翅，欲飞不能。顿生恻隐之心，跑过去将蝴
蝶轻轻捧起，拭去它身上的泥浆，并用体温
暖和它的身子，然而小心翼翼地将蝴蝶放在
一个雨水冲刷不到的树洞里。不久后，天大
旱，小伙被逼到很远的河滩去挑水。刚出
门，一对蝴蝶冲着他飞来，绕着他翩翩起舞，
并阻挡他前行的脚步。他好生奇怪，停步细
看，其中一只很眼熟。它不停地飞向前方又
复回，像似要告诉他什么？“蝴蝶啊，如果要
告诉我什么，你们就向前飞，我跟着就是
了。”小伙话语刚落，两只蝴蝶振翅双飞，慢
慢向前，沿着一条罕至小道，绕过一片树林，
忽听泉水叮当，一泓清泉从石洞里涌出，漫
成一汪小溪。他蹲下身子，掬一捧泉水，清
甜润喉，顿觉舒畅，方悟蝴蝶引他到此的用
意，此乃天生灵泉，人间美意。这美丽的传
说让人听得如痴如醉。“渡夫刺指立誓言”的
典故体现茅台人的担当。乾隆八年（1743
年）贵州总督张广泗命当地官员对河道进行
调查，渡夫吴登举闻讯，赶到仁怀县城献开
河之策，提出一些“确凿可行”的开河措施，
在谈到开河成败时，竟刺指血书一家兄弟子
侄 18人名，誓言如工程失利“一并连坐”，于
是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开发赤水河。河道
治理工程从十月初一日动工，于次年三月初
一日竣工。至此，盐船抵达茅台镇，舟行700
里。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张广泗视察工
地，拟对吴登举授以官职，为吴登举谢绝，张

广泗深受感动，手书“忠耿过人”四字赠予吴
登举，以表对他的敬仰。吴登举病卒后，后
人立庙塑像纪念，赤水河上的文公滩亦改名
为吴公岩，沿称至今。“万里长征供洗尘”的
事迹见证茅台人的大义。1935年春，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突破乌江天险转战黔北。三月，
红军占领茅台，一面搭浮桥准备渡河，一面
张贴标语向群众演讲，并打开盐仓粮库分给
贫困群众。根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
为保护茅台酒不受损失，红军在酒厂张贴布
告，保护茅台酒。红军的一举一动，在当地
群众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他们纷纷捧出茅
台酒来欢迎红军，战士用茅台酒擦洗伤口、
止痛消炎，缓解了红军缺医少药的困难。茅
台人在红军长征困难时期供出茅台酒，此大
义之举，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茅台人善良、担当、大义总让人感动，他们的
纯朴再现的是人间大美。

回沪后，我一直在想，以一种什么的形式
来表达我对茅台的美好？无意间，我想到同行
的宫剑先生一句玩笑话“滔哥，你来个镌刻茅
台”。是啊，自从走进茅台，茅台的山、茅台的
水、茅台的人，茅台的美食、茅台的美酒等等，
总有让我想拿起刻刀表达快意的冲动。中国
自古就有旌表金石的传统，《墨子·兼天下》就
明载“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盘盂，传
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尽管我还远远不能走进
艺术家的行列，但对书法、篆刻的热爱让我感
受到艺术给我带来的快乐，今年正值建国70
周年，那就让我以篆刻艺术的形式来镌刻茅
台，以茅台的新颜，为国庆而欢欣鼓舞。

《印象茅台》由此而生。
《印象茅台》采用篆刻艺术与纪实文学相

结合的形式，以“中国第一酒镇”茅台厚重的
古盐文化、灿烂的长征文化和神秘的酱酒文
化为载体，加以提炼总结，全书由“地名溯源、
灵山秀水、人文历史、红色印记、舌尖美食、美
酒飘香”五大部分组成，其中部分的每一章节
的关键词以篆刻艺术的形式来呈现，使人们
在欣赏篆刻艺术的同时，了解茅台的风土人
情、历史沿革、旨在传承“茅台文化”、打造“文
化茅台”。它既是一部传统的篆刻艺术作品
集，也是一本生动的茅台文化读本。

当前，我国正处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
重要时期，学习强国须臾离不开文化的支撑
和引领，整个社会将步入一个崇尚文化的新
时代。茅台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建设者，更
需要打好“茅台酒”这民族产业的品牌，与时
代同奋斗、共进步！

热爱你，茅台！感谢你，茅台！祝福你，
茅台！

印 象 茅 台

●李 滔 ■会员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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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组织奖（7个）
黄浦区青少年科技活动中
心
杨浦区少年宫
杨浦区同济小学
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金山区漕泾小学
青浦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点墨轩工作室

优秀指导教师（8名）
黄陈伟（浦东新区）
贾红坡（浦东新区）
曹晓园（黄浦区）
陈小康（普陀区）
应逸翔（虹口区）
田新海（宝山区）
邱泽远（闵行区）
徐秋林（松江区）

（上接第4版）
秦晟尧 徐怡敏 胡天宇
袁志伟 李陈一 张沈艺
秦贝衍 于原苏 郑钦怡
张伊冉 孙 琰 尹苏羽
谢亦心

青浦区（1名）
章艺恒

崇明区（2名）
张闻轶 杨沈庆

入选
浦东新区（25名）

高子傲 孙季安 沈瀚东
张金涛 刘嘉怡 崔梦瑶
冯 实 王金悦 王昊宇
徐震烨 钱星燎 倪睿哲
王思佳 郭曾皓 胡雨田
辛羿成 韩冰一 陈恺乔
张 显 沈宇涛 马晗清
贺帅淇 张雯心 张昊宇
王昕禹

黄浦区（3名）
周裔捷 黄心祺 方皓润

静安区（11名）
方塞渊 姚博文 刘红苗
许宸嘉 张 滢 赵宁怡
吴 悠 陈怡岚 包熙悦
于巨衡 章 灵

徐汇区（17名）
李书宁 丁歆悦 石彦皞
徐誉甄 范琛懿 周 正
蔡婧宜 郭羽伦 杨浩文
陈立文 吕逸轩 卞奥雪
葛天澄 庞博约 朱颖佳
钱一凡 牟昀皓

长宁区（3名）
许家铭 薛紫骞 陈 彧

普陀区（13名）
张云怡 徐晨夕 杨雅麟
周欣怡 蔡嘉懿 蔡懿宸
杨欣瑜 张轩睿 王菁瑶
曾陈钰 黎 响 顾子昊
余涵为

杨浦区（12名）
陈子瑒 张家豪 王紫妍
王佳毅 朱翊文 沙梓阳
刘雪盈 赵致菀 崔竞天
周子涵 王锦鸿 卞奕淳

宝山区（13名）
殷忆瑶 史佳鹏 徐 多
王若练 吴诗璇 邱 添
崔奕琪 朱翰祯 王子涵
王宸涵 王鑫宇 王昕阳
刘孙欣妍

闵行区（32名）
唐振原 陆嘉臣 潘婧云
陆一衡 杜韵茗 范悦舟
王 奥 熊楚涵 彭学来
舒 畅 陈璐菲 肖卿晨
张 墉 沈 欣 潘苡萱
张笑逢 郭宸瑞 陈芯湉
李昌泽 钱诚子君 王皓然
江伊雯 高慎远 刘振华
彭启溶 胡浩炎 熊璟轩
杨 悦 杨奕萌 俞舒涵
徐嘉蕾 张宸玮

嘉定区（2名）
陆段妤 周家禾

金山区（3名）
方子谦 陈思彤 邱 添

松江区（4名）
阮志杨 候博文 施朱乐祎
吴 方

青浦区（9名）
费佳悦 金裕翀 沈可安
经写意 徐子郡 王震啸
黄静雯 虞心蕾 陈文婧

奉贤区（1名）
张徐菡

崇明区（2名）
李安琦 唐俊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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