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篆刻作品《戒之在得》

连日来，由宝鸡文理学院、市书

法家协会主办的张永红书画篆刻展，

正在宝鸡美术馆展出，共展出了张永

红近年创作的书画篆刻作品 100 余

幅。开展 20 多天来，诸多艺术名家、

书画爱好者和市民前来观展，展览受

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张永红是位书法豪士，其书风雄

厚苍茫，被授予“宝鸡市有突出贡献

的拔尖人才”称号；他也是位丹青妙

手，其画风疏朗俊逸，具有独特的审

美意趣；他还是位篆刻才子，其篆刻

上追秦汉、旁涉明清诸家，作品曾多

次入选国家级展览。张永红亦是位园

丁，身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硕士研

究生导师，三十余载在杏坛耕耘，桃

李满园。

中书协副主席张胜伟评价 ：“永

红走了一条先立高标、后力践行的治

艺之道，这种坚定是值得肯定的。”中

书协理事崔廷瑶认为：“永红在书、

画、印上面齐头并进，卓有成绩。”

书   “克化”经典得苍劲
关中方言里，“克化”的意思是消

化，俗语“好吃难克化”大意是吃进去

容易消化难。这种寓意，与张永红的

学书感悟颇为相似，要向古人、经典

碑帖学习，在师古过程中更要注重消

化和领悟。

“注意笔画与字、字与字之间的

关系，避免割裂开来去看字、写字、刻

字。”寒露时节，天气渐寒，张永红正

在教室里上课。在与学生教学相长的

过程中，张永红常提到“克化”二字，

引导学生学习、领悟经典之美，从而

进行创作。张永红说：“赓续传统，继

往开来，是书画艺术发展创造的正

途。因此，不是依赖文化、知识、技法

等的简单拥堆，而是领悟其精神实

质，依凭自己的‘克化’能力，准确寻

找到立足点，进行心灵的自然流泻。”

张永红出生于渭北白水，相传当

地为文字之祖仓颉故里，那里的人们

大多对文字心怀敬畏和喜爱。在这种

氛围里，张永红自小对汉字产生了浓

厚兴趣，在宝鸡文理学院学习、任教

后，又刻苦研习了大量青铜器铭文，

为书法作品奠定了浑厚大气的基调。

三十多年来，张永红习碑临池

不懈。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真草

隶篆各体俱全，张永红心怀“以古人

的经典为拐杖，站在先贤的肩膀上攀

登”的求学姿态，遨游在优秀传统文

化的深海里，用心“克化”，汲古为新。

中书协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长

李刚田认为：“从作品来看，永红对

传统是深入下过功夫的，故其书法篆

刻具有法度、有古意。大家自然能在

其作品中找到先贤们的影子，与此同

时，其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其间

有古朴雄强的汉魏气象，也有灵动飘

逸的晋唐意态，自家风格鲜明。”

省书协副主席、市书协主席李晔

谈道：“永红隶书取法于汉碑，他于

《石门颂》《张迁碑》《好大王碑》等用

功尤勤，并得益于宝鸡青铜器铭文，

诸如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及简牍

帛书。以篆籀笔法书写隶书，用笔老

辣而富于变化，线条力透纸背，古朴

苍茫，寓金石气韵于其中。”

画   “取经”自然墨生香
为办好这次展览，张永红和师友

们悉心准备了一年，展览中的绘画

作品《游》《双栖图》《石趣》等令人耳

目一新。张永红认为，艺术各门类之

间是融会贯通、彼此促进的，故而“取

经”的领域宜开阔。

张永红喜欢亲近自然，因身居秦

岭侧、渭河畔，这里活跃的飞禽鱼虫

和生机勃勃的植物，给他带来创作的

无限遐思。《中国书法》杂志古代编辑

部主管苏奕林谈道：“永红时常轻装

简行深入秦岭，将一路看到的美景、

趣事和所思所感，随手记录下来，此

后的作品便是在沿途见闻的基础上

进一步创作而来，生动真实，取法自

然。这些作品往往是以画家之笔墨，

传递诗人之情怀。”

省美协副主席、西安美术学院教

授姜怡翔是张永红的恩师，姜怡翔点

评道：“观永红写意花鸟画，墨色鲜

活，笔法劲健，画面黑白灰关系协调

自然。尤其在造型上，对花鸟画的一

枝一叶、一鸟一虫有不俗的塑造，笔

墨和空白之间交融和谐，整体画面呈

现出灵动、浑然之气。”

中国诗歌协会会员李晓峰谈道：

“永红涉猎的各类知识非常广泛，游

书海、走大地，交往广泛，视野宏阔，

看世观人，用心体悟。在动静结合、揣

摩实践中，把‘写’和‘练’做到他所能

努力做到的极致。”

乐山、乐水、乐书之余，张永红还

有一乐——赏玩文房器物之乐。在张

永红的书桌案头，有汉代瑞兽研墨

器、明代素三彩吕洞宾笔插水盂、清

代青瓷褐彩人物笔插等诸多文房物

件。教学之余，张永红尤爱赏玩这些

隔世的旧物。张永红说 ：“在赏玩文

房器物中，可以领略前人的迁想妙

得，陶冶精神。这些小物件虽难和钟

鼎大器相比，却成全了文人器用美学

的底色。”

在广泛涉猎、博观约取的过程

中，张永红绘画作品意趣横生，笔墨

活脱而富有层次。著名书画家王尊农

说：“常言道画如其人，文如其人，书

如其人，证之于永红的书画，正是他

精神的寄托与抒发，给我的印象是总

有一股乐观向上的生命感。”

印    “刀走”方寸融气象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大道

至简》《山鸡自爱其羽》……品读张

永红的篆刻作品是一种享受，方寸之

间尽显朴茂大气。

采访当日，张永红正在教授学生

篆刻，深入浅出地讲解书法与刀法的

融合、线条与字意之间的呼应关系，言

语间满怀对青年学子的殷殷期盼。学

生遇到困惑时，他耐心与学子共同探

讨，对书法篆刻的喜爱之情自然流露。

崔廷瑶曾在文章中记述，有一年

张永红偶得恩师傅嘉仪所作巨印的

印蜕，倍加珍惜，请了不少名家题词

题跋，并撰文在《书法报》弘扬老师的

书艺。崔廷瑶认为：“从永红的印作

来看，用刀常喜以钝刀硬入，以追求

线条的苍茫感，再者其朱白文印统一

做得较好。布局、篆法、刀法，以至气

韵格调都能协调，是比较难的，永红

做到了这一点。”

闲暇时，张永红常去宝鸡和外地

博物馆赏文物、品铭文，散氏盘、虢季

子白盘等青铜器上的铭文，是张永红

临池、追摹的范本。篆刻创作时，再将

积累的书写功力通过刻刀，镌刻在方

寸印上。

姜怡翔认为：“永红的作品总有

一种正大气象，直来直去没有矫情，

没有媚俗和乖张之气。从作品中透露

出他的心性，雍容、沉稳、大度是其书

画印的基本特征。”  

张永红书画篆刻展即将结束，但

他钻研书画篆刻艺术的劲头没有停

歇。古语云：“光而不耀，静水流深。”

这位敦厚、真诚的关中汉子，正在以

自己的方式静心攀登艺术山峰。

宝鸡流传的人物传说
在众多门类的传说中，历史人

物传说占据着重要地位。民间惯于

讲人的故事，并且把历史人物与重

大历史事件融为一体，形成系列性

的人物传说故事群。

宝鸡的这类传说很多，包括古

公亶父、周公姬旦、姜子牙、秦穆

公、平阳公生、刘秀、诸葛亮、苏若

兰、长孙皇后、尉迟敬德、党崇雅

等，几乎所有宝鸡名人或者在宝

鸡留下过足迹的名人，都有传说

流传。其中较有名的是姜子牙的

传说、秦穆公女儿吹箫引凤的传

说等。

“姜子牙的传说”主要围绕着

姜子牙在渭水河畔钓鱼、周文王

访贤而展开。姜子牙在磻溪垂钓 9

年，双膝跪踞的石头上竟然磨出了

两个浅浅的小坑。人们笑他直钩垂

钓，毫无收获，他却说：“宁在直中

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设，只钓

王与侯。”果然，周文王听闻后亲率

文武官员，车马浩荡，旌旗蔽日，过

渭河到磻溪，寻访姜子牙，拜为国

师。姜子牙大展奇才，助周王伐商

灭纣，完成了兴周大业。

岐山县故郡镇禹王庙前的柏

树，棵棵根东梢西，倾斜 45 度，成

为禹王庙一景。这种奇景，被演绎

成一个“周公偷柏树”的传说。相传

周公住在卷阿（今周公庙），听说禹

王在门前栽植百棵柏树，株株枝繁

叶茂，便向禹王求树。禹王不给，于

是两人打赌，周公说：“你有治水

救世之功，如能取走我的卷阿之

水，可谓高明。”禹王也不甘示弱：

“公虽有制礼作乐之功，如能取走

我的柏树，算你为强。”一天黄昏，

周公得知禹王夜晚将来取水，他将

计就计，乘虚而入，前往禹王宫偷

树。谁知，周公拔了 99 棵树，拔得

每棵树干朝西倾斜，就是拔不下。

原来禹王为防备周公偷树，外出时

把 99 棵柏树树根狠踏了两下，只

有最后一棵，小如手指，未用脚踩，

周公只拔得了这一棵，匆匆赶回卷

阿去了。从此卷阿有了柏树，但禹

王庙的柏树却再也长不直了。

“吹箫引凤的传说”说的是秦

穆公女儿弄玉的爱情故事。在周岁

时，秦 穆

公女儿从

众多的金银珠宝中抓了一块绿玉，

因而得名弄玉。穆公命人将这块绿

玉雕成了一只笙，弄玉从此喜欢上

了吹笙。萧史原是一名太史令，才

华出众，因得罪权贵而弃官出走，

定居今宝鸡高新区磻溪镇张家塬。

他善于吹箫，箫声悦耳动听，引来

孔雀、白鹤在庭院里起舞。一天夜

里，箫声被在雍城宫中的弄玉听

闻，认为是神仙所奏，因此思念成

疾。穆公特地派人三次寻访，成就

了这段千古佳话。二人成婚后，不

愿居住宫中，穆公便在张家塬修筑

了凤女楼，两人从此箫笙合奏。几

年后，两人乘着凤凰飞走了，秦人

便为弄玉在雍城的官中修筑了凤

女祠。

才女苏蕙字若兰，出生在扶风

县美阳镇。苏蕙自幼聪慧，擅长刺

绣、通诗文。婚后，苏蕙与窦滔夫妻

恩爱。不久，前秦皇帝苻坚看中了

窦滔的才智武功，封其为秦州刺

史。窦滔在任期间受奸人诬陷，被

发配到边疆沙州（今敦煌）服役。苏

蕙十分贤惠，上敬公婆，下教儿女，

勤俭持家。她日夜思念丈夫，苦于

无法传递，终于想出用织《回文璇

玑图》来寄托情思，并借以申诉丈

夫的委屈。回文诗广为流传，苻坚

念苏蕙之德，惜回文之才，为窦滔

平了冤枉，官复原职，苏蕙夫妻重

新团聚，被传为千秋佳话。后人为

了纪念苏蕙，就把她在扶风住过的

小巷取名为“织锦巷”。

党崇雅出生于宝鸡蟠龙塬，三

朝入阁为相，他主持编撰了清朝第

一部法典，著有《鹃失啼》《图南草》

等一批诗词和书法碑刻，民间俗称

其为“党阁老”，他也是明清时期宝

鸡地区影响很大的历史文化名人。

关于党崇雅其人其事在宝鸡流传

很广，“巧罢萝卜贡”“党阁老卖棒

槌”等传说几乎家喻户晓。“巧罢萝

卜贡”说的是宝鸡县有一种白萝卜

很好吃，被列为贡品，进献萝卜成

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于是党阁老私

下告诉家乡人，献贡品萝卜时特意

找了患有甲状腺肿大的人抬着进

京。皇帝问时，就说因为吃萝卜才

得下这种病。于是，宝鸡人免除了

进献萝卜的负担。

人物、史事传说，都是经过民

众筛选、评判后进入传说，在民间

广泛流传的。这些传说往往将历

史人物传奇化，或智慧超群，或能

力过人。故事情节既与人间现实

有直接的联系，其发展又合乎生

活的内在逻辑，并与当地的风土

人情、山水名胜紧密结合。同时，

通过偶然、巧合、夸张的情节，来

推动故事的发展，从而使真人实

景和奇情异事达到了有机的统

一，既富于生活气息，又离奇动

人。历史人物传说中，其实渗透着

民众对伦理道德、审美情趣以及

风俗习惯的认知。

（摘自《宝鸡历史文化丛书》
之《西府民俗——源远流长的文
化遗韵》） 陈仓荟萃

——张永红书画篆刻展小记
本报记者 张琼

胸怀              笔自舒绣锦
绘画作品《双栖图》

书法作品《议论文章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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