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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中，江苏无锡人，中
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中国书法家协会篆书委
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理事。
多次参加全国书法篆刻展，
担任全国书法篆刻展、全国
青年书法篆刻展、全国篆刻
展评委。出版多种书法篆刻
作品集与论文集。

毛洋洋，别署云斋,1992
年生，江苏涟水人，中国书法家
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院特聘
书法家，入选淮安市政府重点
人才培养“名师带徒”书法篆刻
类学徒，师从陈大中先生。作
品入展全国第十一届书法篆刻
展、全国第八届篆刻艺术展、
“百年西泠·金石弘源”西泠印
社大型国际篆刻选拔赛暨第九
届篆刻艺术评展、“金山岭长城
杯”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欧
阳询杯”全国书法篆刻展、“赵

孟頫奖”全国书法篆刻展、“万印楼奖”全国篆刻展，荣获江
苏省第二届篆刻奖、江苏书法奖、江苏省文华奖等。他入选
淮安市首届“十佳青年文艺家”。

师

徒

■ 胥广福

在淮安书法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职业书
法篆刻家毛洋洋因为年轻，加上为人朴实、行事低
调，乍一见，很难觅得才情飞扬的风采。只有二三
好友品茗闲话，聊得投机，打开心扉，才让人相信，
那屡屡“飘红”的业绩是他多年苦修的回报。

毛洋洋1992年出生在涟水县唐集乡，所在“毛
郁村”名不见经传，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他
年少时，父亲闯关东搞建筑，只有过年时，毛洋洋
兄妹才有机会承欢膝下。看似粗线条的父亲睡前
洗脚时，居然抓起毛笔，脚盆作“砚”、脏水当“墨”，
饶有兴致地在地上划拉……这一轶事成了毛洋洋

“幼受庭训”的美好记忆。
受父亲影响，毛洋洋后来在常州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学习工程造价，毕业后在建筑工地短暂历
练，因为割舍不下心中的梦想，便扎进李海龙老师
的“书芳斋”系统学习。颜真卿楷书、《曹全碑》隶
书、《峄山碑》篆书、《集字圣教序》行书……他一一
临摹。后来，他又醉心北宋米芾、明人董其昌书
风。米氏书风气势磅礴、沉着痛快；董氏书风飘逸
婉柔、妩媚匀净，成为他行草创作的“养分”。机缘
巧合，他在市博物馆欣赏到晚清康有为真迹，康氏
用笔逆入涩行、长撇大捺，纵横跌宕又圆浑苍厚，
令其眼界大开。

作为以篆刻安身立命之人，毛洋洋深谙“印由
书出”，更知“书不通篆、难以高古”，对篆书着力甚
勤。唐人孙过庭《书谱》云：“篆尚婉而通。”圆媚劲
逸，方得婉转流丽之妙。和后来工稳印风一样，他
更爱含筋抱骨、深藏不露的篆书体式，比如“铁线
篆”“玉箸篆”。所谓“铁线篆”，指笔画纤细匀称、
结构工整稳健，状如铁丝，峻拔有力，有“铁画银
钩”之美。“玉箸篆”则状如筷子，整齐划一，骨肉停
匀，有“丰筋多骨”之美。积书法之功力、汲绘画之
意趣，加上奏刀入石的雕刻感觉，让篆刻方寸之地
有了放飞自我的优裕空间。

辛尘先生在《当代篆刻评述》中指出，篆刻家
之为造型艺术家，不惟审美理想多元化，且重个
性、讲表现、求创造，心境、气质、情绪、情感悉见刀
笔。毛洋洋尽管印作以工稳居多、以简净为尚，但
印外求印、静水深流。波澜不惊的表象背后，是其
隐忍、克制、内敛、沉稳的性格使然。

毛洋洋属草根阶层，不仅有谋生之虞，还要为
父母分忧。但他不为形役、不受世扰，一心一意追
逐梦想。他至今记得，学生时代，他从汇通市场购
置刻刀和章料，参照《书法报》上介绍的姓名印刻
法，为自己镌下第一方名章。尽管配篆、布白、用

刀较为生疏，但他还是十分兴奋。师院美术学院
副院长李文灵教授闻讯后，送他一本南艺教授黄
惇所编教材《书法篆刻》，这是他接触的第一本理
论读物。

毛洋洋算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从汉印入
手，秦汉古玺、汉缪印、唐宋官印、元朱文印、明清
流派印，近现代吴昌硕、齐白石、陈巨来、王福庵、
叶潞渊以降，包括当代工稳一路名家鞠稚儒、鹿守
璋等作品，他都心追手摹，不但从字法、章法、刀法
层面苦练技艺，还从迥异风格中领略众妙，择其所
长，寻求审美契合之处。他致力于圆朱文、细朱文
之类工稳风貌的打造，追求工整稳健、不失法度、
线条流畅、结体优美，以平正妥帖呈现端庄之美。

在毛洋洋学艺过程中，许多师友对他厚爱有
加。他在文庙文化广场挂单鬻印，许多书画家频
频光顾。市美术馆馆长李德会请他刻印，毛洋洋
拒收酬金，李德会坚持照单付酬，还向圈内人推
荐，为他招揽业务。在文庙摆摊期间，他与名家刘
建谊在师友之间。尽管两人住处有数里之遥，但
他求艺心切，经常晚上登门，盘桓论艺。刘建往往
先予鼓励，再进诤言，让毛洋洋十分受益。后来，
刘建离开淮安，迁居南京等地，仍多次邀请毛洋洋
参加雅集。随着境况改善，毛洋洋离开文庙，拥有
了自己的创作室和培训机构，更觉晨风夕月、阶柳
庭花，皆润笔墨。

毛洋洋颜其居室曰“云斋”。笔者以为，“云”
之高，寓壮志凌云；“斋”之寂，乃脚踏实地。《中庸》
云：“致广大而尽精微。”篆刻作为“寂寞之道”，既
要有细致入微的功夫，又要有登高望远的气度。
取精用宏、由博返约，才能技道并进、心手双畅，正
所谓“始知真放本精微”。

《增广贤文》云：“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果一味沉浸于往昔成功，就会固步自封，艺术生
命便会昙花一现。两年前，就在毛洋洋苦于难脱
窠臼时，由市文联牵头组织的“名师带徒”行动给
他带来福音：经过层层筛选，他被中国美术学院博
导、知名书法篆刻家陈大中教授“相中”，开始为期
三年的师徒结对生涯。

在负笈中国美术学院，向陈大中请益的日子
里，毛洋洋感触最深的是艺术观念一洗凡尘。陈
大中论及书法创作，曾提出确立“创作思想”的领
衔地位。创作思想的存在，使书法创作形态在现
代与传统之间有了本质区别——有了思想的介
入，书法创作成为主动的、自觉的、有目的的创作
行为，其所面对的不再是“字”，而是“思想”。“思

想”可以通过适当的形式介入或干预社会与时
代。只有显示出“思想”的张力时，创作才是真正
的、严格意义上的创作。为师这一观念，移之篆刻
乃至其他艺术，同样异曲同工、别无二致。

毛洋洋第一次带上“印屏”请教时，陈大中便
让他多一点“逆向思维”，学会“延伸”：不妨掺入秦
篆、汉砖等意趣，还可以从日常书写中找点资源。
陈大中举例道：“如果写行书，大家都学王羲之甜
媚一路，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哪还能独具美
感！”他还补充道，“延伸”不是无本之木，要先打基
础，再多研磨，才谈得上“延伸”。

陈大中认为，秦汉印风、流派印风及当下流行
印风，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流派风格越多，篆刻
就越兴盛。突破与传承，最终都要归结到“高”（格
调高）字上。格调低了，无论突破还是传承都无价
值。看到毛洋洋所刻“何处有我”有明人气息，陈
大中强调两个“统一”：想法要跟印风统一、字法要
跟印风统一。老师还对他说：“认准的路，就走下
去，不要受外在流行风影响。”

其实，这正是“夫子之道”。很多人以为繁即
丰富，取法的多样性、制作方法的花样百出，令人
眼花缭乱，陈大中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简、净、静、
和”作为真境界。

让毛洋洋感动的是，陈大中让他与博士生“侍
坐”一室，各言其志，不善言辞的毛洋洋也侃侃而
谈。每次面授结束，陈大中还“开小灶”，给他布置
作业，以便来日批改，如让他临写李阳冰篆书《三
坟记》、释梦英篆书《千字文》，还让他临印五方、自
刻五方。老师提醒他，工稳印也要有写意精神，即
有虚实变化和矛盾冲突，“有鲜花盛开、有落英缤
纷，这才是完整的自然界”。

在陈大中老师的循循善诱下，如今的毛洋洋
多了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他不再满足过去的

“小清新”时风，竭力追求拙朴清逸的“古调”。他
的案头放有明末张灏所辑《学山堂印谱》、清初周
亮工辑成《赖古堂印谱》、清人顾湘顾浩兄弟所编
《小石山房印谱》、汪启淑所编《飞鸿堂印谱》等珍
稀复印资料，时加摩挲，摹刻不辍。他潜心读书，
先文而后墨，涵养胸中逸气，逐渐明白“笔势峥嵘，
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艺术要剥离色
相上的“绚烂”，回归大巧若拙的“平淡”本质。精
诚所至，金石为开。毛洋洋艺海竞渡，矢志不渝，
有望抵达理想的彼岸。

始知真放本精微
——记青年书法篆刻家毛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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