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水泱泱，山高水长。
扬 州 ， 中 国 大 运 河 的 原 点 ，

也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纪念
活 动 的 发 起 城 市 。 这 里 水 系 发
达，汴水流，泗水流，还有一条
邗沟，连通长江与淮河。

时钟拨回到 325 年前。清康熙
三 十 八 年 （1699 年） 四 月 初 四 ，
在扬州城区四十里外的瓜洲古渡
口 ， 两 位 神 交 已 久 的 “ 画
僧”——八大山人和石涛，紧紧
地拥抱在一起。

这是他们第一次“线下”见
面。正所谓高山流水遇知音，精
神上的高度契合，使得两人的内
心都无比激动，以至于一时说不
出话来。

每一次“合体”展都
引起轰动

这两人中，年长的是八大山
人，俗名朱耷，时年 74 岁，来自
江西南昌；年轻的是石涛，俗名
朱若极，时年 58 岁，来自广西桂
林 。他们同是前朝大明王室的后
裔。55 年前，明朝覆灭，为逃避清
兵、农民起义军乃至同宗的各路追
杀，他们不约而同地出家，自此亡
命天涯。说来也巧，若干年后，共同
的天赋异禀，使他们都成了足以
站在那个时代顶峰的画家。

此时的石涛已在扬州落脚数
年 。 扬 州 ， 淮 左 名 都 ， 竹 西 佳
处，风光旖旎，人文荟萃，是淮
盐和书画艺术品的集散地。凭借

高超的画技，“走市场”的石涛过
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还在位于
今天邗江区的地方置了个宅子，
起名“大涤草堂”。他把远道而来
的兄长朱耷接到自己家中，促膝
长谈。草堂之内，不时传出两人
爽朗的笑声。

接下来的日子里，作为“地
主”的石涛带着兄长遍访扬州名
胜 ， 二 十 四 桥 、 瘦 西 湖 、 平 山
堂、小金山、八大寺⋯⋯所到之
地，令朱耷开颐畅怀；又带着他
结交了几位圈中同道，程京萼、朱
观、程浚、黄又、高翔⋯⋯他们都是
八大山人的“迷弟”，见到“真神”，
无不欢欣雀跃。五月初五端午节那
天，一帮人还开了个小型的派对，
切磋画艺，挥毫泼墨，“笑之”“哭
之”，个个兴致勃发。

据部分史料记载，八大山人
在扬州逗留了小半年，至初秋才
返 回 南 昌 。 之 所 以 称 “ 部 分 史
料”，是因为另有研究表明，八大山
人和石涛一直处于“神交”状态，

“动如参与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
见面。到底见没见？这也成了绘画
史上的一个谜，至今仍无确切的答
案。一种比较“中庸”的观点认为：

由于两人身份敏感，即使这样的见
面行为发生过，也必然是私密的。

不管如何，好事的后人却总
是希望他们“合体”。最近几年，
不少地方和机构自发给他们举办

“联展”，而每一次的展览都能引
发不小的轰动。

比如 2019 年 5 月，宁波美术
馆举办了名为“天潢贵胄——从
馆藏石涛、八大山人合绘 《松下
高士图》 谈起”的展览，展出两
位画家的多件绘画和书法，其中
还 有 一 件 张 大 千 和 唐 熊 合 作 的

《石涛岂敢八大君》，引人瞩目，
可 见 人 们 对 于 让 两 位 绝 世 高 人

“在一起”的愿望有多么迫切。
2023 年 6 月，中国美术馆举行

建馆 60 周年系列大展，几乎把压
箱 底 的 宝 贝 拿 出 来 “ 晒 ” 了 一
遍。其中“八大山人、石涛与 20
世纪以来中国写意艺术展”，占据
了中国美术馆三层、五层和六层
藏宝阁，让这两位画家在谢世 300
年后再次“相遇”。

今年 3 月，台北故宫博物院举
行“‘人气国宝’特展——聚焦
八大山人与石涛”，再度引发学界
热议。

八大山人的宁波“朋
友圈”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画家的
人生履历中，都和宁波有一定的
关联。

清康熙十一年 （1672 年），戏
剧家、慈溪 （今属江北区洪塘镇
裘市） 人裘琏决定，把家搬到江
西新昌县 （今属江西宜春市宜丰
县），因为他的岳父胡亦堂 （宁波
府慈溪县人） 在新昌担任知县 。
当时八大山人正在宜春奉新县耕
香院出家。两年前，裘琏看到过
八 大 山 人 的 几 幅 画 作 ， 极 为 推
崇，经人引荐，与八大山人有过
诗文交流，相近的观点使裘琏将
对方视为未曾谋面的知己。一日
裘琏游耕香院时，遇一和尚，交
流竟十分投机。互道姓名，才知
道眼前人正是自己的“偶像”八
大山人。相差十八岁的两人，从
此成为忘年交。

康熙十六年 （1677 年），胡亦
堂调任抚州临川知县。这里是晏
殊、王安石、汤显祖的家乡，一
个文化深厚的小城。胡知县认为

此地与自己“心气相通”，于是勤
勉工作，两年后，政通人和，百
废俱兴。胡亦堂决定开修县志 。
修 志 前 ， 先 组 建 一 个 “ 创 作 班
子”，开个策划会商讨相关事宜。
就这样，胡知县向在奉新县的八
大山人发出了热情的邀请。

四 月 初 八 召 开 的 策 划 会 上 ，
来了十位嘉宾。除了八大山人和
裘琏，还有鄞县人董剑谔，以及
饶宇朴、揭贞传、丁宏诲、李茹
旻 等 ， 都 是 地 方 名 士 。 文 人 聚
首 ， 少 不 了 舞 文 弄 墨 ， 诗 词 唱
和。会后的筵席上，兴之所至 ，
八大山人挥毫画就 《梦川亭行乐
图》，并即兴赋诗，掀起了当晚雅
集的一个高潮。

直 至 康 熙 十 九 年 （1680 年）
胡亦堂调任江苏前，八大山人都
是这位临川知县的座上宾。

除了胡亦堂翁婿，八大山人
的“朋友圈”中，还有诗人林兆
叔、藏书家郑梁等宁波人。

石涛和天童寺的不解之缘

石 涛 出 生 在 桂 林 靖 江 王 府 。
明亡时，不满两周岁的他，由王

府义仆偷偷带出，藏身于全州湘山
寺，在寺中出家，并度过了童年岁
月。十岁那年，被人带到武昌。幸运
的是，他接触的人中，既有前朝遗
民，也有满清官员，都是饱学之士。
在这样的高起点下，年幼的石涛读
书、习字、学画，加上皇室血脉独特
的文艺天赋，很快成长为一个“青
年才俊”。

此时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石
涛，眼见反清复明希望渺茫，遂
作出这样的抉择：在情感上仍忠
于明朝，但从实际生活需要计 ，
则与清廷合作。他一方面对书画、
社交、旅游等继续保持浓厚的兴
趣，一方面又努力成为一名成功的
禅 宗 大 师 。于 是 ，康 熙 四 年（1665
年），石涛从庐山、杭州、嘉兴、湖
州，云游到松江九峰，就是当年黄
公望画著名的《九峰雪霁图》 的地
方，拜禅宗临济宗第三十五代传
人旅庵本月为师。

旅 庵 本 月 是 木 陈 道 忞 的 弟
子、密云圆悟的再传弟子。木陈
道忞和密云圆悟都曾是宁波天童
寺 方 丈 。 康 熙 十 一 年 （1672 年）
冬，木陈道忞请人将顺治帝赐予
自己的“敬佛”二字摹刻成碑 ，
此碑今天还保存在天童寺中。

1667 年，石涛带着旅庵本月
的“介绍信”来到安徽宣城，长
住十三年，结识了很多文化和佛
教界名人，如施愚山、梅清、半
山和尚等。石涛和师友们一起登
黄山、写生、交流，画技不断精
进，名气也越来越大。

325年前，一场高山流水的相会
楼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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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阁通青鸟使

“念智重，思无邪。生有尽，学
无涯。书言志，如其人。求新异，守
本真。锲不舍，艺日成。”题在天一
阁博物院昼锦堂进门左侧墙壁上
的这首诗 ，乃书坛泰斗沈鹏的手
笔，这是他在去年 4 月专门为学生
张智重的书法展览所书。

张智重自幼学习书法，至今
已四十多年。去年开始举办“思
无邪——张智重书法展”，今年宁
波的展览是第二站。

“听闻我办展览的消息，恩师
沈 鹏 先 生 在 病 榻 上 为 我 题 写 展
标，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专为展
览题写三言诗一首，每每想来不
禁潸然泪下。”忆及此，张智重不
胜唏嘘。

尊师重友、默默沉潜的张智
重，师从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
沈鹏，现为北京介居书院美术馆
馆长、荣宝斋沈鹏诗书研究会理
事、傅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介居”是沈鹏先
生的斋号，张智重经常在该馆组
织雅集、展览等活动，遥寄对老
师的思念之情，一以贯之地传承
和弘扬沈老的书法思想。

“京居几十载，守正谱新章。
书道行天一，风华醉锦堂。”展览
开幕式上，《中国书法》 资深编辑
吕书庆的这一点评，既是对张智
重艺术状态的妥帖描绘，也点出
了其与天一阁结缘的一段佳话。

“思无邪”与“天一阁”，展
览名与展馆名是如此的诗意相契。

有书促有德，最具中国文化
符号色彩的书楼——风雅的天一
阁，非常适合搞传统书画展，在
这里可以“思无邪”，在这里可以
畅叙幽情，在这里可以心游万仞。

“ 天 一 阁 历 史 悠 久 、 文 脉 绵
长，这里的书香环境与我做人作
书的精神追求深相契合，来此办
展，正可谓得其所哉 。”张智重
说 ， 天 一 阁 是 他 非 常 向 往 的 地
方，这里更是天下读书人向往的
圣 地 ， 能 在 这 里 展 出 自 己 的 作
品，十分开心。

十年前，张智重曾以制片人
身份来到宁波拍摄大型电视连续
剧 《书圣王羲之》，当时大部分拍
摄场景是在象山影视城完成的，
剧组在这里待了很多天，特别喜

欢浙东这个文风、书风鼎盛之地。
此次展览展出了张智重的一

件隶书作品，创作内容是其师沈
鹏 的 诗 作 《嵊 州 至 上 虞 途 中》：

“春暮杨花雪样飞，越中山水古称
奇。此行非为戴安道，李杜同舟
泛剡溪。”借此作品，抒发了他与
老师沈鹏一同前往嵊州金庭王羲
之故里朝圣时一路上惠风和畅的
心情。展出的另一幅草书自作诗

《剡溪》 中，张智重感叹道：“剡
溪千载后，驿路草花迷。访戴无
遗迹，唯有空鸟啼。”

“我来过宁波、浙东很多次，
书画界不少好友居住于此，此次
展览开幕，好友们纷纷前来，让
我深受感动。”张智重说。展览开
幕后不久，韩国著名书法家朴东
圭和韩国白石文化大学教授闵庚
三专程来到天一阁，观摩好友张
智重的个人书法展。

在天一阁参观走访期间，朴
东圭不停赞叹，“在这里既览藏书
楼佳景，又赏书法精品，美哉！”

朴东圭现为韩国书艺家协会

名誉会长、韩国国际书艺家协会
副会长、韩国篆刻协会副会长 。
10 年 前 ， 他 与 张 智 重 先 后 在 韩
国 、 中 国 举 办 过 中 韩 二 人 书 画
展，自此两人结缘，此后书艺交
流成果颇丰。

朴东圭认为，天一阁为藏书
圣地，书香墨韵悠长，与好友张
智 重 的 书 法 相 得 益 彰 。 兴 之 所
至，朴东圭还现场赋诗一首，以
表祝贺：“天一阁中墨韵香，思无
邪境意飞扬。笔走龙蛇书古韵 ，
心随月影入江乡。永和遗风今再
续，万卷诗书光辉长。琳琅满目
惊四座，翰墨丹青共颂章。”

“桃源”书生思无邪

孔 子 在 《论 语 · 为 政》 中
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无邪。”“思无邪”，不仅是孔老夫
子对于“诗三百一言以蔽之”的
总结，它更是一种态度、品格、
境界。当然，之于当下，可能还
是一种对比、矫正和期许。

诗 如 此 ， 书 法 又 何 尝 不 是 。
从殷商甲骨、秦篆汉隶到晋草唐
楷，从钟繇张芝、二王父子、欧
虞褚薛、颠张醉素到苏黄米蔡 ，
每一件经典的书法作品，在张智
重看来，就像 《诗经》 一样，具
有恒久的魅力。而“思无邪”的
传统更是他持之以恒的动力。

张 智 重 从 开 满 桃 花 的 “ 武
陵”桃源起步，一路心无旁骛 ，
向着书法的最高境界苦苦跋涉。

他 的 父 亲 是 一 名 乡 村 教 师 ，
写得一笔好字，经常为邻里写对
联，书福字，他从小在父亲的影
响下，喜欢写写画画，天赋加后
天的勤奋取得如今瞩目的成就。
1988 年，他考入湖南桃源师范学
校，这所由宋教仁创办的学校，
位于陶渊明笔下 《桃花源记》 中
那个人人羡慕的“桃花源”所在
地——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

师范教育“三笔字”的基本
功教学开启了他的天赋之门，他
的毛笔字多次在全校“三笔字比
赛”中获奖并展出，成为校园知

名度甚高的书法高手，毕业时 ，
其书法水平已很是了得，于是留
校任教了。

谦 虚 好 学 的 张 智 重 广 采 博
纳，书法水平日益精进，很早就
加入了中国书法家协会。

1996 年，事业上如日中天的
张智重辞职了。从乡村里走出来
能留校到中专学校工作，张智重
曾令多少同学羡慕不已，但他毅
然决然地做出了这种人生选择，
他要去攀登一座艺术的高峰，这
一去，就决不回头。

京华近三十年，张智重由青
年步入知天命之年，他的才智和
持重，使他创业有成，书艺大进。

京 都 风 云 际 会 、 眼 界 开 阔 ，
师友相向，各抒己见。尤其是拜
沈鹏先生为师，后来又去中国国
家画院沈鹏书法精英班深造，与
书坛泰斗沈鹏、艺苑大腕周祥林
等问学交游，以及在沈鹏书法精
英 班 几 十 名 书 坛 骄 子 的 实 力 交
锋 ， 使 他 对 书 法 又 有 了 新 的 认
识、新的起点、新的目标。

张智重一直对书法倾情厮守，
兴趣如初，喜悦如初。其书写重法
度、重经典，老成老到，分寸感强，
线条透露出优雅的气息。

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
书协理事周祥林以老朋友的身份
评析道：“他的作品，与传统紧密
相连，也与传统迥然而异。在群
芳谱中，他独树一帜；在百花园
里 ， 他 质 朴 芬 芳 。 张 智 重 于 书
法，诸体皆能。周秦之篆、两汉
之隶，魏晋楷则、唐宋名家，无
不精熟于手，通会于心，传统于
渠，根深而本固。”

唯“根深而本固”地研习书法，
无丝竹之乱，书法之路才会越走越
宽广，这是张智重的一贯主张，也
是他攀登书艺高峰的不二法门。

翰墨流芳醉锦堂

张智重奋笔疾书的巨幅草书
欧阳修 《昼锦堂记》，以六尺十八
条屏呈现，铺满了天一阁昼锦堂

正 中 央 的 整 面 墙 。 通 篇 流 丽 放
达 ， 尽 显 高 古 气 象 ， 有 绝 壑 奔
泉、回环激荡之势。用笔中锋 ，
圆劲遒美，气力内敛，别具潇洒
俊朗的书卷之气。

张智重坦言，“这幅 《昼锦堂
记》，一为致敬欧阳修，二为致敬
天一阁。”

天一阁是有四百多年历史的
藏书楼，文化底蕴深厚，在海内
外有着恒久的影响力。这次展出
的地点在天一阁的昼锦堂。看到
昼锦堂，张智重不由得想到欧阳
修 。 欧 阳 修 不 仅 是 宋 代 文 坛 领
袖，其书法独步当时书坛，对宋
四家都有深刻的影响。

“夏日之长，饱食难过，不自知
愧，但思所以寓心而销昼暑者。惟
据案作字，殊不为劳。当其挥翰若
飞，手不能止，虽惊雷疾霆，雨雹交
下，有不暇顾也⋯⋯”这是此次展
览中张智重草书欧阳修 《夏日学
书说》 中的句子，欧阳修在这篇
短文提出的“学书为乐”书学思
想，引起张智重深深的共鸣，“欧
阳修意在将书法退出功利场，作
为‘人生一乐 ’。我想这就是他

‘自适’的代表作吧。正因为他没
有为取悦当时之人而书，反而让
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学书者、爱书
者得到了愉悦和美的享受。”

“欧阳修的 《昼锦堂记》，全
文写得含蓄隽永，迂回起伏，是
历 来 公 认 的 名 篇 。 为 了 本 次 展
览，我专门创作了草书十八条屏

《昼锦堂记》 捐赠给天一阁，以表
达我对欧阳修的崇敬之情，也是
对天一阁由衷的谢意。”张智重由
衷地吐露心声。

书 法 之 美 ， 不 知 者 ， 看 形
貌；粗知者，言意趣；高明者 ，
望 气 质 神 采 ， 巅 峰 者 ， 则 境 界
耳。张智重的行草书之所以能得
高古气象，得力于他在篆隶方面
下的墨池苦功。

与 《昼 锦 堂 记》 一 同 展 出
的，还有张智重草书四尺十条屏
范仲淹的 《严先生祠堂记》。“这
里的‘严先生’指的是严子陵，他
是从余姚走出的硕儒，范仲淹更是
提携后学的典范，两位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我是怀着‘高山仰止’的
心情，书写范仲淹的名篇《严先生
祠堂记》 的，这件作品也能在南
国书城天一阁展出，我感到十分
荣幸。”张智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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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形容张旭草书“挥笔落纸如云烟”，云烟
落纸，心手双畅，这是何等的酣畅淋漓之快事！

6 月 30 日至 7 月 28 日，“思无邪——张智重
书法展”在天一阁昼锦堂举行。现场一并展出 50
余件张智重书法精品佳作，涵盖条屏、手卷、册
页、对联、翰札、小品等多种形式。给人印象最深
的是其巨幅行草书作品，写得跌宕飘逸，如云若
水，尤其是巨幅草书六尺十八条屏欧阳修的《昼
锦堂记》，洋洋洒洒、神气灌注、蔚为壮观，尽显高
古气象，也让古色古香的昼锦堂，翰墨与书香辉
映，平添几分“云烟满堂”的意境。

“字字独立而神气灌注，没有半点的矫揉造
作和特别的谋篇布局，而在字形的俯仰变化和笔
道的抑扬顿挫之中，强势地展示中国书法的传统
功力和魅力”，这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原副院长、
教授陈松长看了张智重书法作品后的评价。

诚然，观这些书法作品的精彩之处，不在其
形，也不在其笔，而在其势。观其挥洒，从容不迫，
徐疾有度，一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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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智重书法展在天一阁昼锦堂举行张智重书法展在天一阁昼锦堂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