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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柳枝发芽、燕子呢喃……作

品浓郁的色彩给观者很强的视觉冲击。画

面主色调充满生机与活力，让人如沐春风，

仿佛感觉生活都变得更美好了。

版画的特点就是颜色透明度更高、色彩更加

明快，用版画形式呈现春天百花争艳的景象，将

明亮与清新展现得淋漓尽致。简洁的图案搭配

艳丽的色彩，让整幅作品充满活力。

赵鹰：版画《争艳》

章先余：国画《春暖花开》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陈榕，磨工。”“一九八六年十二

月十四日，李建，车工。”……在方松街道居民沙国均的家里有

一本册子，上面记录了他为同事刻过的章，数一数，足足有1000
多枚。“同事把章拿走了，我就打个底印，保存下来，每一个名字

后面都有很多故事，非常有意义。”沙国均告诉记者，保留在这

本册子上的都是用石头刻的，另外还有用木头、瓜蒂等刻的，没

有留印，“如果都算，那多了去了”。

沙国均是“理工男”，毕业于上海工业大学，是中国机械协

会会员、高级工程师。他退休前一直从事机械传动产品的研发

制作。机械讲究的是精细，也练就了沙国均的细致和动手能

力。家里的家具、庭院的装饰都是他自己设计并动手制作的。

篆刻是沙国均学生时代开始的爱好。学生时代，沙国均曾

跟着吴颐人学习篆刻。吴颐人是上海著名书画家，研究书、画、

篆刻50余年，他所著的《吴颐人汉简书法》《吴颐人汉简题汉画》

以及《我的汉简之路》被誉为“汉简三宝”，他的《篆刻五十讲》被

评为上世纪最好的篆刻入门书。时隔多年，沙国均的家里还保

存着吴颐人的著作，特别的装裱设计与泛黄的纸张透出浓浓的

年代感，细细翻阅，字字珠玑。“那时候他的名气还没现在这么

大。”沙国均笑着说。名师指路，让沙国均初学篆刻就得到了系

统规范的指导。沙国均透露，他还曾为《新民晚报》刻过报花，

“报纸空白的地方，用一枚印章作品补上作为点缀”。

刚开始的时候，篆刻学习对沙国均而言是点缀生活。“工

作之后比较忙，就没有再系统地学习了，同事需要印章，我就

刻上一方，但主要精力不在这方面。”沙国均说。退休之后，他

有了大把的时间，可以继续学生时代的爱好。今年，他加入了

上海方松书画院，与社区的书画爱好者一起创作、办展。“海派

篆刻的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不仅阵容强大，而且风格多样，无论

是作品数量还是艺术水准方面，一直处于近现代印坛的最前

沿。”沙国均欣喜地看到，篆刻这门看似“冷门”的艺术，正在被

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学习。

收藏印章是沙国均在创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在他的橱柜

里，摆着他从各地收来的各种精品印章。细细品鉴印章是一件很

有意思的事情，一方面可以鉴赏印章篆刻的金石之美、边款诗文

的沧桑之美、闲情趣语的印文之美，另一方面是“藏石”，鉴赏印章

石料的玲珑剔透，特别是田黄石、鸡血石等，细腻温润、纯净剔

透。“篆刻是一门综合的学科，不仅要懂石头，还要懂得雕刻与印

文。”沙国均说，收藏这些印章，更多是为了研究作者的艺术表现

手法，比如书法、章法、刀法等，再体会印文的情趣与意味。

为了更了解印石的材质，沙国均收藏了很多砚台，还曾上

山采石并制作砚台。“在砚台上雕刻，更能锻炼自己的臂力。”张

国均解释，“艺术都是相通的，学习篆刻就要广泛吸收传统文化

中的各种瑰宝，这样才会有不一样的乐趣和发现，作品也才更

具有张力与内涵。”

平日里，沙国均在参观艺术馆和展览上花了很多时间，上

海的几家艺术馆只要更新了展览，他总会第一时间去参观。“艺

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只要不断前行，就会有不同的风景出

现。”沙国均说。

本版文字、图片由记者牛立超、岳诚提供

铁笔印痕 不断求索
——记方松街道篆刻爱好者沙国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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