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昌硕佛教人物像小议
〇 张艺帆

摘要 ： 吴昌硕绘画素以大写意花冉为代表 ， 仅作有不多的人物 ， 而仅存的人物又以佛教人物画为主 。 吴昌硕出身

儒门世家 ， 三代为举 ， 读书人的身份影响着他对佛教的理解 。 审视吴昌硕笔下的佛教人物像 ， 并没有像其他居士画家

一样 ， 对往生西方净土 、 觉悟成佛充满愿望与决心 。 相反 ， 他的佛教人物像中总有一种文人访道登仙的情怀掺杂其中 。

同时 ， 早年苦难的人生经历和刚正执拗的性格也造就了吴昌硕笔下不同于其他居士画家的佛教人物 。 本文即就吴昌硕

所作不多的佛教人物像进行初步的探讨与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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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乱中的成长正是天下最为动荡 ，
满清王朝深陷内忧外患的年代 。 鸦

吴 昌硕出生在
一

个读书世家 ， 书香门第 ， 祖上三代片战争的失利 ，
《 南 京条约 》 《 天津条约 》 的签订 ，

西

为举 ， 祖父吴渊
，
伯父吴开甲

，
父亲吴辛甲都是举人出身 ， 方人的坚船利炮轰幵了大清朝的国门 。 与此同时 ， 太平

吴家祖宅前树立的功名旗杆是这个家族文风昌盛的光荣天国的震荡 ， 几乎横扫 了半个中国 ， 而同时也正是 由于

象征 。 吴昌硕身为家中长子 ， 本可以继续读圣贤书 ， 像太平天国的缘故 ， 改变了吴昌硕的人生轨迹。 咸丰十年 ，

父辈们一样考取功名
，

一如既往地延续这个书香世家的清军再次合围洪秀全所驻守的金陵城 ， 李秀成为解金陵

荣耀
，
但是时代却没有给吴 昌硕这个机会 。 吴昌硕出生之围

，
采取围魏救赵的方式 ，

突击清军粮饷所在地的杭

于道光二＋四年 （ １８４４ ）
，
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可以说州

，
李世贤则由安吉北上

，
攻打湖州府

，
夺取太湖的交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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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吴昌硕所世居的孝丰县便成了尸横遍野的焦土 ，
吴东邻西邻携酒壶 ，

南枝北枝啼葫芦 ， 绿竹满庭 自医

辛 甲不得不举家逃亡 。 逃亡的 日子是艰苦的 ，
草根 、 树 俗

，
青芜做饭谁索租 ，

眠展蕉阴叶叶大 ， 坐听檐雨声声粗 ，

皮都成了果腹的食物 ，
据记载有的地方竟公开贩卖人肉 ，梦醒灯火逗寒碧 ， 城头曙色翻鸦雏 。

一

《芜园梦中作 》

（

３ ）

价格还不到猪肉的
一

半 。 在逃亡途中 ， 吴昌硕和家人也古城曲复曲 ， 境闲心 自遐 ， 南面拥百城 ，
不如书五

被清军冲散 ， 失去了联系 ， 他独 自
一

人逃往安徽 、 湖北车 。

一

《 城曲草堂 》

（

４ ＞

一带
，
避居在深山的石穴中 ，

以观音土和野果为生 ，
土匪、每 曰 与友邻把酒言欢 ， 看着满园的翠竹 ，

尘世间的

溃兵的烧杀抢掠 ， 每天的曰子都是恐惧难熬的 。 足足持俗气被拋却在云霄之外
，

坐听雨打屋檐的声音 ，
万籁倶寂 ，

续了五年的时光 ，

直到同治三年 ，
左宗棠调度清军水陆唯有青灯与书声与我相伴 ，

与其坐拥百座城池
，
不如有

合围
，

一举攻下浙北各地 ， 慌乱才得以结束 ，
吴昌硕终诗书五车 ，

“

境闲心 自遐
”

，
吴昌硕身为读书人的气质

于可以重回家乡 。 在这次离乱中 ，

三十万人的孝丰县最与心性展露无遗。 同时也正是吴昌硕这种读书人 自 由浪

后只剩下不到八千人 ，
原先四千余人的障吴村连吴昌硕漫的气质与早年乱世的经历 ， 深深影响 了他对佛教的认

父子在内也仅剩下二＋五人 ，
同时吴昌硕还在这次逃亡知

，
也为他日后佛教人物画的面貌埋下了伏笔。

中永远失去了 自 己的祖母 、 母亲 、 弟弟以及他新婚不久二 、 古佛不类类古仙

的妻子 。 可以说这段经历对吴昌硕的影响非常大 ，
每天关于吴昌硕与佛教的渊源 ， 其实并未有过多的资料

目睹逃荒与死亡 ，
吴昌硕太早地体会了人间的痛苦与磨记载 。 目前只知道吴昌硕晩年寓居上海时曾参加过上海中

难 ，
以至后来每当他回忆起当时的情境 ， 仍旧心有余悸。国济生会。 济生会成立于 １ ９１ ６年

，
其前身是颇具佛教色

曾作 《忆昔 》

⑴
一

首 ，
词句中充满着无限的凄凉 ：彩的集云轩 ， 集云轩以活佛济公为供养对象 ，

主要以劝导

忆昔避贼黄茅冈 ， 重阳无酒天为霜 ， 骷髅满眼大道旁 ， 世人积德行善为宗旨 ， 同时在会内设坛从事扶乩活动 ，
而

登高唯见斜阳黄 。 是时厉气乘秋凉 ， 大母臣＿六尺床 ， 我后改做慈善事业 ， 但仍延续着设坛扶乩的习惯。 据传吴昌

父乞药龟山场
，

我母侍侧眠不遑。

一镫挂壁秋无光 ，
西风颀晚年曾多次在会中参与扶乩活动 ， 像 １ ９１ ６年 ，

《 墨賸 》

入屋鸣枯肠 ， 软脚病我神凄惶 ，
曰拾橡栗难盈筐… …中就曾有吴昌硕因为足痛 ，

至不能坐立 ， 乃扶乩 ， 求仙方

食不果腹
，

满 目萧瑟
，
大路两旁 ，

尽是骷髅
，
似乎于济公的记录

（
５

）

。 而除此之外 ，
吴昌硕更多的是像读书人

一切都枯萎凋零了 。 洪杨之乱后 ，
吴昌颀与父亲在孝丰 一样把佛教作为自 己获得精神自 由的途径 ，

耽于一种禅趣
，

县附近的桃花山上幵辟出 了
一处新的家园 。 曾经的苦难而不是像民国时期其他佛门居士

一

样诚心皈依佛教 ， 每 曰

让吴昌硕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宁 ，
远离尘世的喧嚣

，诵经念佛
，
真心希望成为一名身有实证的佛弟子

，
以期最

父子俩开辟花圃 、 菜园 ，
种植梅竹

，
每 曰读书写字

，

一 终能够早离娑婆 ， 圆满成佛。 故而佛教在吴昌硕看来更多

切都要重新来过 ， 新的家园被称作
“

芜园
”

，
居室被命意义上是

一

种文化寄托 ，
而佛 、 菩萨于吴昌硕而言似乎也

名为
“

饭青芜室
”

，
意思是乱世之中

，
能有食之不尽的和自古文人所求的仙并无二样

，
都是一种出世的象征 。

青草也是很难能可贵值得珍惜的 。吴昌硕所作佛教人物像并不多 ，
大致可分为佛 、 菩萨 、

１ ８８０年 ，
吴昌硕制

“

饭青芜室主人
”

图章
，
款刻 ：祖师和布袋和尚像等题材 。

昔余避难山中 ， 欲求草根树皮代粮而不可得 ， 同谷（

一

） 佛像

长攙之叹无以过之 ，
以三字名吾室 ， 亦痛定思痛之意 。吴昌硕曾言

“

因写佛不如花卉之头头是道也
”

，
故

仓硕 。

（

２ ）

若非挚友恳托 ，
吴昌硕则尽力避免画佛像。 同时其所绘

痛定思痛 ， 乱世之中 ， 芜园便是吴昌硕心中新的世佛像多有明确应酬性 目 的 ， 故而多作无量寿佛 ，
取佛光

外桃源 ，
竹木茅舍 ， 抱膝长吟 ，

听雨打芭蕉 ，
除竹木茅无量寿无量

，
祝寿者多福多寿之意 。 如为郑健安为其祖

舍之外
，
他还养了一只仙鹤

，

以期
“

梅妻鹤子
”

， 效仿母贺寿所画佛像 ，
就有

“
… …谓我与君大父往岁曾过存 ；

古贤 。 此时的吴昌硕似乎暂时忘却 了往昔的痛苦 ，
同时更言大母健在寿正七十春 ， 索我画佛寿大母 ，

论交三世

也无意于仕途
，
自给 自足 ， 每 曰沉浸在 自 己喜爱的书法已见祖与孙。

…… 寿筵开处罗盘飨 ，
母寿无量我佛云。

与金石之中 。 田园生活的 自 由和快乐与吴昌硕身为读书佛香亭亭照几席
， 依稀笔有南海之慈云 。

”

的题款 ，
明

人的性灵相呼应 ， 在他这
一时期的诗作中也有所体现 ：确记载了吴昌硕与索画佛像者的关系以及作此佛像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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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悔Ｓｌｆ
■

贺寿的 目 的 。 另有佛像 ， 乃是应人所求 ， 画出与人作供■ 图 ＝ ■

养之用 。 如 １９ １ ４年作 《 无量寿佛 》
， 落款 ：

“

性山仁兄■ 图 ３ 《 达摩祖师像 》 吴昌硕 纸本设 色 卻 ３ 年

■ 图 ４ 《布袋和 尚 》 吴 昌硕 纸本设色 １０ ２． ５ ｘ ４７厘米 １ ９２ ２ 年

嘱写
，
奉其太夫人供养 。

”

这些都是有明确用途的佛像 。■ 图 ５ 《布袋和 尚 》 吴 昌硕 纸本设色 １２ ４．

＂

ｌ ｘ ４５ ． ６厘 ＊１ ９２ 〇 年

而在这些佛像中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于 １９ １ ５ 年所作的一 尚属色界十八天中的天界有情 ，
并未达到 出离三界 ， 了

幅 《 古佛 》 （ 图 １ ）

， 其题款内容直接反映了吴昌硕对
“

佛
”

生脱死的境界 。但对于吴昌硕而言 ，
他却更享受这种境界 。

的认知与看法 ， 款题 ：

“

有客索我画古佛 ， 古佛不类类这样的想法在他后来题王
一

亭《无量寿佛图 》时也有印证 。

古仙 ，
眉长二尺爪尺半 ， 捧经扬偈心虔虔。 专气致柔能１ ９２２年

，
吴昌硕题王

一亭 《无量寿佛 》 ：

“

万古一蒲团 ，

婴儿
，
神游出没崆峒巅 。 有时骑羊入西蜀 ，

啖以绥 山桃兀然坐空 山 ，
不习熊经鸟伸导 引术

，
不炼玉鼎九转却老

实犹垂涎 。 方瞳灼灼露真相 ， 疑 自上天谪偃佺 。 颜可驻丹 。 历劫不坏后天老 ，
阿罗汉体金刚坚。 彭祖小子未闻道 ，

衰骨成玉 ，
寿历唐宋难记年 。 长生之决非辟谷 ，

比留旧麻姑只见沧海田。 欢喜无量寿无量
，
与我长结翰墨缘。

术玄又玄 。 仙耶佛耶两无碍 ， 仙能御风佛亦登青莲 。 老写成即是服特健药 ， 何须御风再访蓬莱仙 ？
” （

Ｋ
＞

无量寿

否今年七 Ｈ
－

—

，
耳聋足跛筋力绵。 意欲从游四禅天 ，

欢佛在佛门中有四＋八愿度众生 ，
九品咸令登彼岸的大慈

喜即可生因缘。 痴顽难跨 白鹤背
，
终 曰墨戏驱云烟。 诵悲

，
是佛中之王 ， 光中极尊。 吴昌硕这里却把无量寿佛

经不熟且面壁 ， 求脱俗古参真诠 。 添毫颊上笔尖劣 ， 愧与麻姑 、 彭祖等以长寿 闻名的神仙相对比 ，
足以见得在

对太 白僧伽篇 。

”

这张佛像
，
用笔大开大合

，
人物大耳他眼里无量寿佛似乎就是比彭祖 、

麻姑更高级更长寿的

长眉
， 不像是佛陀 ，

反而
“

仙气十足
”

，
更像是一个长仙 ， 而最终能够

“

欢喜无量寿无量 ， 与我长结翰墨缘
”

须长眉的老神仙 ，
吴昌硕 自 己也称

“

古佛不类类古仙
”

，才是吴昌硕的 目的与归宿 。

同时接着辩解道
“

仙耶佛耶两无碍 ， 仙能御风佛亦登青 （
二

） 观世音菩萨像

莲。

”

而他 自己则是
“

意欲从游四禅天 ， 终 日墨戏驱云观世音菩萨是佛教中慈悲的象征 ，
无论是在大乘

烟… …
”

从中可以看的出来 ， 在吴昌硕的眼中 ， 无论是佛教还是民间信仰 ，
都有极重要的地位 。 传闻观世音菩

佛境还是仙境 ，
无非都是

一

种摆脱现实困扰的理想之境 ，
萨具有平等无私的广大悲愿

，
当众生遇到痛苦时

，
如能

同时 ，

“

诵经不熟且面壁 ，
求脱俗古参真诠

”

，
吴昌硕至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 ，

就能得到菩萨的加持护佑 ，

也似乎对仙更为 了解和向往 ，
换句话说 ， 纵情笔墨 ， 像度过难关 。 相较于佛陀

，
吴昌硕对观世音菩萨的情感似

所有中国传统文人
一样 ，

吴昌硕也有着解脱归去藏身名乎更深
一

些 。 这可能和他早年逃荒的苦难经历有关 ， 也

山的愿望
，
与佛相比 ，

仙似乎更象征着无拘无束 。 所以可能与他晚年持观世音菩萨圣号化解病痛的体验有关。

吴昌硕更意欲从游四禅天 ，
而四禅天依佛门世界观来看

，
１９ ２５年 ， 他曾于卧病期间写 《观世音菩萨像 》

，
题 曰

“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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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 愿为菩萨捧军持 ，
为长汀子 ， 是五代时后梁高僧 。 布袋和尚身世如谜 ， 因他

救饥荒不敢迟 ， 五蕴皆空空不得 ， 还求法水洒杨枝。 甲总随身带着一个大布袋 ， 见物就乞 ， 别人供养的东西统

子秋七月卧病经旬
，
药稀特健

，
诵持佛号 ， 得以心地光明 ， 统放进布袋 ，

所以人称
“

布袋和尚
”

。 如有人问他佛法 ，

题句 自祷 ， 吴昌硕年八十又一
”

这里明确记录了吴昌硕他就把布袋放下
， 如果问的人不懂他的意思 ， 继续再问 ，

于卧病期间持诵观世音圣号祷告而最终得以心地光明的他就提起布袋 ’
如果还是不理解 ， 他便捧腹大笑 ， 大步

过程 ， 足见吴昌硕对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信仰坚信不 离开。 若有人问他有法号否 ， 他便回答 ： 我有
一

布袋 ，

疑 。 而同时
“

五蕴皆空空不得
”

的 自述也从侧面反映了虚空无挂碍 。 打开遍十方 ， 入时观自在 ， 曾有居士恭请

吴昌硕于佛法修行上的局限与不足 ， 所以愿为菩萨捧军和尚留斋宿 ，
以尽弟子恭敬之意 。 翌 日

一

早
， 布袋和尚

持 ，
希望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能够播撒杨枝 ， 助 自己复书一偈于居士屋门上 ： 吾有一躯佛

，
世人皆不识 。 不

早离苦海。在另一幅观世音像中 ， 更是赞叹观世音菩萨
“

慈塑亦不装 ，
不雕亦不刻 。 无

一块泥土 ， 无
一点彩色 。 工

荣端正妙绝世
”

， 希望能够
“

写此独结清净因
”

，
从而

“

借 画画不成 ， 贼偷偸不得。 体相本 自然 ， 清净常皎洁 。 虽

降诗魔灭幻想
”

， 最终走进那莲花世界再无迷津。 吴昌然是一躯 ， 分身千百亿。 据记载
，
布袋和尚坐化前曾在

砸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足见
一斑

， 同时观世音菩萨像在 岳林寺石廊下留下偈语 ： 弥勒真弥勒
，
分身千百亿 ，

时

吴昌砸佛家人物像中刻画也是最为细致用心的。时示时人
，
时人自不识。 故而传闻这个举止古怪的布袋

（
三

） 达摩祖师像与布袋和尚像和尚正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６

在吴昌硕所画不多的佛教人物像中
，
达摩袒师像和吴昌硕曾写过多帧布袋和尚像 ， 在吴昌硕看来

，
布

布袋和尚像可以说是吴昌硕最钟爱的题材了 。袋和尚为佛中散圣 ，
是看破人间名利场 ，

逍遥自在无迷津

１ － 达摩挪币像的代表人物 。 １９２２ 年作 《布袋僧图 》
（ 图４ ） ：

“

身披一领

达摩袒师为东土禅宗初祖 ， 据 《寰德传灯录 》 记载 ，百衲衣
，
汝何所食痴而肥 。 赤足踏遍大千界 ， 扪腹箕蹈心

古印度高僧菩提达摩航海来到中国传禅法 ，住嵩山少林寺 ，
忘机 ，看人名利牛马走 ，终 日嘻嘻笑张口。布袋中亦有乾坤

，

终曰默然
，
面壁而坐

， 并做渴曰 ：

“

外止诸缘 ， 内心无喘
；

应访壶公结为友。

“

看人名利牛马走 ，
终日嘻嘻笑张口

”

，

心如墙壁 ，
可以入道 禅宗主张

“

直指人心 ， 见性成佛
， 远离尘世名利场的喧嚣 ， 自由 自在的生活是吴昌硕的夙亂

不立文字 ，
教外别传

” （
７

）

。 相较于诵经念佛 ， 这种参悟的而壶公是东汉时期的神仙
， 传说常悬

一

壶于市肆出诊 ， 市

法门似乎更能满足吴昌硕作为一个文人对无拘无束向往的罢则跳入壶中 ， 行迹让人无以追寻 。 故而在吴昌硕看来 ，

需求。 他在 １９ １５年曾作 《达摩像 》
一

帧 （
图 ３  ＞ ， 全图用布袋和尚

“

应访壶公结为友
”

， 袋中有乾坤 ， 壶中可藏身 ，

写意法作之
，

焦墨点睛
，
形神夺 目

， 衣着绘制笔力强劲 ， 来去 自如 ， ■无束 ， 仙佛无二 ， 这仍然是吴昌砸作为
一

其跋曰 ：

“
一苇渡江 ， 九年面壁 ， 咄哉头陀 ， 具大法力 。个文人在对现世感到无奈时内心的真实写照 。

成佛志坚 ，
救世心热 ，

证罗汉果
， 佐圣贤席９ 我今在世 ，

而同时吴＿硕也曾借助布袋和尚来传达忧国优民的

天跼地蹐。 安得随师 ， 名山仗锡 ， 得句长吟
，
霞红海碧 ｅ

’ ’

恳切之情 ？１９２０年作 《布袋和尚像 》 （ 图 ５
）

，
款题 ：

‘ ‘

头

足以见得 ，
在吴昌硕看来 ，

人生在世是
“

天踢地蹐
”

与不 光足赤颜色酡
，
其目不睜其腹皤

，
对人笑口常呵呵 ， 偏

如意的 ， 長不能够抒发性灵的 。 而
“

安得从师
”

， 能够
一

袒箕踞同释迦。 手携布袋贮何物 ？ 安得韬甲收兵戈 ，
风

起参禅 ，

“

杖锡名山
”

， 在大山大川中修行才是真正可以 云不起海不波 ， 增辉佛 日光山河 。 慈悲苦恼又欢喜 ，
竞

涤除胸中烦虑的途径。 同年所作另
一

幅 《达摩 》 也同样能争
一

变真共和 ，
六贼亦化善男女 ， 合掌皆诵阿弥陀 。 吾

说明这个问题 ，

“

离奇扛鼎笔 ，
写此达摩像 ， 祝我寿无量

，
尝见兰若汝背立韦驮 ， 何使降魔杵 ， 捣毁销金锅

，
节俭

身坚比山骨 。 美意能延年
，
欲拜乏袍笏 。 松下

一炉香 ，
观安乐罪不科 。或云袋中所藏尽五谷 ， 遍洒大地丰年多 。

”

２０

心坐朗。

”“

松下
一

炉香 ， 观心坐寒月
” “

见月忘指
”

，
世纪 ２０年代 ，

军阀大战进入了高潮
，

中原大地民不聊生 。

就吴昌硕而言 ，
达摩祖师所传的解悟禅法 ， 可能正是他寻同时政局动荡

，
时而帝制时而共和 ， 受苦的却总是百姓

，

求内心清净最好的依托 。吴昌硕儒门世家出身 ，
虽对时局感到失望

，
再无意为官 ，

２
． 布袋和尚像但内心深处仍是儒家

“

修身 、 齐家 、 治国、 平天下
”

的

布袋和尚名契此 ，
唐末至五代时明州奉化僧人 ， 号 信念 。 看到中原大地

一切凄惨 ， 吴昌硕的内心是难以平

１０２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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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的。 故而作布袋和尚图 ， 惟愿布袋和尚能显神通 ，
ｉｔ靡音菩＝

Ｉ^
手中的布袋能够收尽天下兵戈 ，

六贼亦变作善男女 ， 都Ｉ Ｉ Ｉｉ
能弃恶从善 ， 同时庙宇中布袋和尚背后的韦驮天王 ， 能 １９ ２２ 年 ｆ＼

手持降魔杵 ， 扫尽人间恶 ，
再把布袋中的五谷洒满人间 ，

■ 图 ７｜ 复｜ｔ｝

让人间再无纷争 ， 衣鮮足
， 細狐 。ｐｆａ．ｉ｜ｙ

ｄ＼
三 、 代笔＿－－

ｉｆ
＾ｉｉ

关于吴昌硕的佛教人物画还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
ｒ

那就是吴昌硕晚年人物 ｉｓ的代笔＿ 。 吴昌硕晚年的人物 丨 丨 ＼＼

画
，
特别是一些应酬性质的画作

，
多是由他人代笔 ，

而其｜
｜＼

＇

＼ｔ｜

ａ
Ｖ＼＼

中佛教题材人物画多由他的好友王
一亭代笔

， 最后由其补＾｜
Ｈ Ｕ

以长款 ，
属于麵的

“

王画吴题
”

系列 （ 图 ６
）

，
可以视为￥

二人的合ｆＦ 。 雜翩鹏又
－

獅歲 ，
瑞國

并称为
“

海上双璧
”

，
最擅长人物画像

，
曾授业于任伯年

门下学习人物
，
后又与吴昌硕结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 书画６７

用笔受吴昌硕影响 ，
人物画风格为之

－

变。 而最关键的是 ’

早离姿婆 ，
在他内心深处可能还是更向往着

一

种寄情书

王
一

亭是
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 最擅长与佛教人物像 ’
曾 吕

画
， 放浪形骸于山水之间 ，

无拘无束 ， 快乐逍遥的生活 。

‘ ‘

五十后习禅
’

每曰写佛－巾贞 相较于吴昌硕而目 ’

对于佛教
，
也许正如他在跋王

一

亭＋八应難中所言的

他笔 Ｆ的佛教人物像醒承鑛
－

个佛弟子的ｆ目仰 ’ 砸
那样 ，

是
“

予老而病
，
犹未能勘破幻境 ，

，

隱懂于世
’ ’

，

而又
“

冀应真诸圣放大智光明 ，
度我

一

切苦厄
”

， 始
ｆｆｉｇ。

终是
一

种
“

中庸
”

的态度
，

他笔下的佛教人物也始终和

年从事人物画剛作 ’ 对人物目隱娜赚备 。 吴昌硕
神仙无二 ， 翻自細向往麵心灵与精神的寄托。

则是
“

半路出家
”

，
学画的时间比较晩。 据郑逸梅先生载

“

早年学画于任伯年
，

昌硕年已五＋矣 。

” “

伯年为写梅竹 ，

ｇ？

寥寥数笔以示之 。 昌硕携归 ，
旦夕临摹 ，

积纸若干 ， 请伯０ ） 吴 昌硕 ： 《缶庐诗
．

卷 二》 影 印本 ，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 ， 第 ８ 页。

年正定 。 视之 ，
则竹差得形似

，
梅则臃肿大不类……

＂

，

＜

９
＞（

２
） ［

曰
］ 小林斗盒 ：

《 中国篆刻丛刊
？

吴昌硕卷》 ， 日本二玄社 ， 第 ７６ 页 。

故而王
－亭在对人細人＿部關社更触动 ， 雖

雜 》滅文咖歸靡樣 第 ２ ８ 页 。

更为纯熟 ，
而吴昌硕的人物则比较简率 ， 就人物画技法而

（
５

） 王家诚《吴昌硕传
．

吴昌硕年谱简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２ ００７年版 ，第 ２０ １ 页 。

言 ， 较王
一

亭略逊
一筹 。 同时 ，

王
一亭爱用硬毫创作 ， 以（

６
） 吴昌硕著、吴东迈编 《吴 昌硕谈艺录》 ．人民美术 出版社 １■ 年版 ，第 ２２ 页。

硬写柔 ，
笔麵 Ｕ峭

，
吴昌硕称

‘ ‘

天惊地怪生
一

亭
，

笔铸生 （
７

） （ 宋 ）
释道元 ： 《景德 传灯录 》 ， 海南出版社 ２ ０ １ １ 年版 。

？（
８

）駄泉《海上奇人王
—

亭 》，帽社会鮮出縣洲 １视第 １ Ｍ 页 。

铁墨寒ｍ’ 用割服呆 迷
’

旧 ；
，

⑶ 郑逸梅 ：

《郑逸梅选集 》 ，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湖 年版 ， 第 ｍ 页 。

而吴昌硕则工于籀篆 ， 喜用羊毫运笔 ，
人物画以柔写刚 ，（

Ｉ〇
） 同 （

６
）

， 第 ６ ３ 页 。

金石味十足 ， 故而在书画家用笔的内蕴上 ，
吴昌硕又比王（

ｉ ｉ

） 吴 昌硕题 、
王一亭 ： 《十八应真 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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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逸梅 ： 郑逸梅选集 隊 哈 尔滨 ：

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 ，

２ 〇 〇 ！ ．

张艺帆
， 男 ，

西安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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