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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神兼备 独树一帜
——记顾钧肖像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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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四代人的张謇情
◎徐宁

与顾钧相识，缘于我
们都喜欢养狗。顾钧本
职工作是做电梯工程，用
他的话说，十几岁就北漂
拜师，专注电梯几十载，
然上帝偏偏把多种喜好
与才艺集于他一身，有朋
友曾戏称：顾钧是被电梯
业耽搁了的“艺术家”。
顾钧除了对红木、藏石、
文玩、垂钓深有研究外，
对漫画、书法、篆刻、铜雕
手作等也情有独钟。

疫情之前，他倡导并
参与成立大江书画院艺
术工作室，之后，他便是
工作室常客。除了练字
画水墨漫画外，他还偷偷
做了素描艺考班“旁听
生”，悄悄学艺。因平时
不见其有什么素描习作，
故一直也没当他会画素
描，只是觉得他工作之
余，借此缓解压力罢了。
直到有一天，他拿来一方
篆刻肖像印，在方寸之
间，一看就知道刻的是我

的侧面头像，还挺传神。
我才猛然发现，顾钧真是
个多面手，原来他老早就
在酝酿如何用篆刻手法
表现人物肖像了。在纸
上画幅素描肖像，已经有
一定难度了，何况在几厘
米见方的石头上表现出
人物的形与神呢？

他陆续为亲友、历史
名人、网络红人刻了很多
形神兼备的作品，每刻完
作品，他都会第一时间发
给我，让我凭直觉判别是
谁。如遇稍有犹豫不决、
难以判断的，他都会硬让
我从专业艺术造型角度
提出修改建议，然后再重
新推敲设计，磨平重刻。

在雕刻过程中，他注
重细节处理，力求刻画出
人物的神态、气质和精神
面貌。通过各种篆刻刀
法的运用，如凿、雕、切、
冲等，有时将文字和形象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顾钧肖像印借鉴了

素描的线条与光影块面表
现，吸取传统篆刻的精心构
图与匠心精神，以及绘画的
节奏与层次感、书法的表现
性笔触与造势等。这些元
素相互交融，相互补充，特
别是对五官的线条与块面
的精准刻画及对人物的性
格特征捕捉与对心理世界
的描绘，让观者能够感受到
作品中传达出来的情感和
氛围。只有表达人物的内
心世界，才更能让观者产生
共鸣和思考。

顾钧的肖像印是对形
与神的深度追求的体现。
无论是愉悦、沉思还是忧
郁，他都能通过肖像印传递
给观者，并带来美的享受和
心灵的触动。

他的作品不仅展示了
篆刻艺术的魅力，更为我们
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内核。相信在未来
的艺术道路上，顾钧将继续
保持创作热情，有更多的灵
魂与印石长存。

要问我心中的张謇是什
么样的，我想起张謇先生说
的一段话：“人恒以寿为重，
其实人之寿不寿，不在年岁
之多寡，而在事业之有无。
若其人果有益于地方，虽早
夭亦寿，无益于地方，即活之
百岁，奚得为寿？”张謇先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以上话
语作了最好的诠释，他奔波
一生，奋斗一生，遗留下的诸
多事业，使得今天学习、工
作、生活于南通的人们多多
少少都和他有了联系。

我出生于20世纪80年
代，小时候南通博物苑（人民
公园）是我常去的场所，一是
因为那里有动物、有假山、有
游乐设施，二是因为学校春
游秋游的目的地大多时候就
是博物苑（人民公园），更主
要的还因为，在那里有一位
疼爱我的老人——我的姨奶
奶。我印象里，姨奶奶在博
物苑的工作地点有点捉摸不
定，有时候在博物苑的东馆
楼下，充当传达室门房的角
色，有时候在博物苑南馆楼
下，充当展厅管理员的角
色。那时候的我并不知道姨
奶奶就相当于今天博物馆的
志愿者。

作为一名志愿者，姨奶
奶并不马虎，总是尽心尽力，
为了能够为来自五湖四海的
游客提供更好的展厅服务，
让更多人了解博物苑、了解
张謇，60余岁的她甚至主动
学起了日语，每天总是第一
个到，最后一个离开。在那
个电话还不普及、更谈不上
网络的年代，每年总会有游
客给姨奶奶写来诸多信件，
以表示对她工作认真细致的
感谢和认可。我的姨爹爹在
她的影响下，退休后也来到
南通博物苑，用他的双手给
博物苑做出了一个个朴实耐
用的囊匣，保护着博物苑里
一件件精美的文物。

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
博物苑是张謇先生创办的中
国第一座公共博物馆，更不
知道，我们一家人和张謇的
情缘就此拉开帷幕。

第一次知道张謇先生，
是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是
在那一年的四月紫藤花盛开
的时候。因为我的父亲就职
于大生纱厂，他是通棉一厂
细纱车间丙班的一名保全
工。那时候的大生一厂叫

“通棉一厂”。我的外婆住在
唐闸，那时的我寒暑假最盼
望的就是父亲上早班的时
候，和他一起，搭乘通棉一厂
的厂车，去唐闸的外婆家。
当厂车驶进一座高大钟楼的
门洞时，我就知道，唐闸到
了。直到今天我才知道，这
座钟楼是近代南通的地标，
而这样的钟楼南通曾经有四

座。下车后，父亲偶尔会带我
去公事厅，指着一座雕像，告诉
我，这是张謇先生，这座工厂就
是他创办的，后面的这座楼就
是他当年办公的地方。旁边的
是专家楼，当年的外国专家、工
程师就住在这栋楼房里。幸
亏有张謇，我今天才有一份工
作……在节假日，父亲还会骑
着自行车载着我去南通大饭店
看喷泉，去医学院体育场看民
兵打靶，去南郊公园（啬园）看
金鱼……后来我才知道，这些
地方或多或少都和张謇或者张
謇的后人有关系。

2000年，我踏进大学的校
门，课堂上，当学习《中国博物
馆学基础》时，老师说：“博物馆
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但
是近代博物馆和新型学校一
样，都是在中国社会逐步近代
化的过程中产生。1905年，张
謇在江苏南通建立了第一个公
共博物馆。”全班同学都把目光
瞄向了我，我的心里是既自豪
又骄傲，更多的还是惭愧——
作为南通人的我，居然先前还
不知道。2005年，恰逢南通博
物苑百年苑庆，我走进博物苑，
成了一名“苑丁”。在近20年
的时间里，我逐渐理解和体会
到了张謇先生在创办博物苑初
期“謇家所有，具已纳入”的胸
怀、“留存往迹、启发后来”的愿
景、“规画之久，经营之难……
三四年来盖已苦矣”的艰辛以及
博物馆“导公益于文明，广知识
于世界”的职责和“能消忙事为
闲事，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趣味。

2012 年，我的女儿出生
了。感谢张謇先生“设为庠序
学校以教，多识鸟兽草木之名”
的办馆理念，使得博物苑成为
我女儿童年时的第一课堂。在
博物苑里，她认识了喜鹊、乌
鸫，认识了海棠、牡丹，认识了
水杉、银杏……2018年，她成
为通师一附的一名学生，开学
第一天回到家，她就告诉我，学
校里也有一尊张謇的雕像。我
告诉她，是的，那是因为我的单
位和你的学校都是张謇创办
的，而且巧合的是，他们都创办
于1905年。2022年的夏天，
她成为博物苑的一名“小小讲
解员”。现在，下班回家，女儿
有时会问我，你看到你们单位
张謇雕像前的小黄花了吗？那
是我昨天放的。我想，张謇先
生已经在她稚嫩的心灵里生根
发芽了。

今天，当走进博物苑的库
房抚摸着姨爹爹做的囊匣，当
走进大生一厂公事厅参观厂史
展览，当走进通师一附的校园，
当走在博物苑的园林小道上
时，我总会想，在南通，像我们
这样和张謇先生有着各种渊源
的家庭，不在少数，随着时间的
流逝，张謇先生的事迹、精神，
就像他故居前的紫藤花一样，
在我们这些家庭一代代传承。

喜欢行走
◎颜静

喜欢行走
因为远方
远方是前进的方向
车轮给以前进的速度
行走带来前进的力量
用脚步丈量人生的轨迹

喜欢行走
因为心情
在夜幕下迷茫地彷徨
月亮看到青涩的自己
行走带来豁达和开朗
看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

喜欢行走
因为思想
告别都市的喧嚣繁华
寻找心灵的世外桃源
来一次净化灵魂的旅行
看天空一片蔚蓝

喜欢行走
因为风光
在行走中阅读大自然
看山的巍峨水的浩瀚
去感受万物的生机
去拥抱生命的灿烂

喜欢行走
因为梦想
梦想从来不是乌托邦
梦想实现了就是理想
只要努力了便会拥有
去寻找梦想开始的地方

喜欢行走
因为大山
大山是平原上的骄子
大山是屹立着的标杆
大山从来都不会走向你
而行走的你却扑向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