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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在江浙一带的
景点游历， 一定见过黄
老先生的作品， 比如浙
江普陀山、上海玉佛寺、
杭州灵隐寺等， 都有他
的佛像刻石； 杭州西泠
印社、岳庙、吴昌硕纪念
馆、绍兴兰亭，也有他的
书画刻碑。

黄良起介绍，其实碑
刻是记录历史、 传承文
化的载体， 为文学、经
学、历史学、文字学、民
俗学、民族学、宗教学等
学科提供了大量原始、
可靠的研究材料。 上世
纪 80 年代末，为了把丰
子恺先生等创作的《护
生画集》 中的精品永久
传下去， 他和父亲黄怀
觉从《护生画集》第三集
中精选了四幅作品刻石
制成拓片，向社会传播。
“现在的很多书法、绘画、
画像等，都是以碑帖的形
式流传下来的，碑刻可以
流传千年，所以刻每一件
东西都要认认真真，对得
起历史，对得起自己。 ”黄
老先生笑着说。

碑刻的书法艺术也
是历代书法家研究和学
习的重点。 没有书法家
生来就会写好字， 都是
从碑帖里学习的， 就像
现在的学生小时候练书
法都是临摹碑帖的，书
法艺术就是这样以碑帖
的形式流传了下来。 他
介绍， 拓本历史上传下
来的有很多种， 随着历
史的变化， 拓本也会更
精细一点、清晰一点。

这些年，黄老先生陆
续向浙江省博物馆、中

国江南水乡博物馆、诸
暨博物馆、 余杭博物馆
等多处捐献大量珍藏作
品。 他介绍，未来将在硕
放黄良起艺术馆展示的
四百六十几件作品也都
是他心中的精品。“这些
作品就像我的孩子，只
有值得流传的， 才会放
到艺术馆里去。 ”

而聊起碑刻传承，黄
良起不免感慨：“要把碑
刻真正传下去很难。 要
有理念，要有信念，还要
坐得住 。 俗话说得好 ：

‘板凳要坐十年冷。 ’然
而在现在快节奏的社会
中很难少有人耐得住这
份寂寞。 并且学习碑刻
还需要花很长时间学习
书法绘画艺术， 了解各
派之间的特点风格 ，让
刻出来的作 品 形 神 兼
备。 再加上还需要磨练
刀工、腕力、目力……这
些都让碑刻的传承变得
很困难。 ”

在老家硕放办一个
工作室对于黄老先生来
说是一件“特别亲切的
事”。“我是喝太湖水长
大的， 看到乡亲们会觉
得很亲切。 ” 当记者提
问，未来，工作室筹备好
之后， 除了创作之外是
否还会考虑收学生时，
黄老先生表示， 除了展
示作品， 今后也可能会
有木刻的活动， 让孩子
们可以在玩 中 产 生 兴
趣。“只有产生了兴趣，
才能吸引更多的人来了
解 、 学习 ， 甚 至 是 传
承。 ”
（晚报记者 张颖 /文、摄）

碑刻是我国的
传统艺术，又是流传
书画艺术的最佳载
体。所以中国历代很
多名家为使自己作
品百世流芳，常请有
名的金石碑刻家刻
碑勒石， 传之后世。
而出生在硕放的黄
良起就是当代著名
的金石碑刻家。

画史专家王伯
敏先生曾以四十字
为《珍藏黄良起石刻
艺术精品选》一书作
序:“子时利器，晓击
悬发； 荟萃墨本，意
取云涛； 技聚众妙，
巧贯金刀； 云乎良
起，治石英豪；艺馆
设立，永志艺高。 ”

捐出作品四百六十余幅 将回家乡硕放开工作室
金石碑刻大家黄良起：用刻刀传承文化

在硕放街道三楼的展览室
内，挂着一排拓片，写着“宁静
致远”书法拓片、鲁迅画像的
拓片、佛像拓片等等。 这些都
是未来会在硕放街道为黄良起
筹办的艺术馆内展示的作品。
据街道工作人员介绍，以后黄
良起也会在硕放开办一个个人
工作室。 而此次黄老先生回无
锡就是为了看看正在筹备过程
中的艺术馆和工作室。

1947 年出生的黄良起出
身碑刻世家，为一代治石泰斗
黄怀觉先生之子。 黄良起从小
对画画、写字就很感兴趣。 他
回忆，年轻时跟着父亲，因为
父亲会接触到一些艺术大师，
比如吴湖帆、刘海粟等。 再加

上日常生活中常常跟着父亲接
触碑刻， 耳濡目染下就对碑刻
产生了兴趣。“当时我们和父
亲还在乡下，等到 1956 年父亲
进入上海图书馆以后， 我也跟
着一直去， 在文化氛围的熏陶
下，感觉到自己要更加努力。 ”

黄良起记得很清楚，1979
年正月初五他离开无锡， 第一
次到杭州。 杭州岳庙修葺过程
中， 岳飞手书诸葛亮的《出师
表》找不到“刻家”，沙孟海先
生说只有无锡人黄怀觉父子才
能胜任此事。 于是， 黄良起跟
着父亲去了杭州， 一待就是四
十年。 数十年来， 黄良起的作
品几乎都是在杭州完成的，而
且很多已作为现代文物加以特

别保护。 其刻石拓本流传甚广
遍及海内外， 尤其深受东南亚
国家的人士喜爱。 此次他捐出
的四百六十余幅拓片作品，未
来都将在艺术馆内向市民展
示。

黄良起表示， 等工作室和
艺术馆筹备好后， 自己不定期
就会回无锡。“越是年纪大越
想落叶归根。 ”聊着聊着，黄老
先生就说起小时候上学的学校
是秦村小学， 教学质量很不
错， 但是上了中学后， 校长一
见到秦村小学的学生就要头
疼。“秦村小学出来的学生个
个过于活泼， 但是成绩又很
好。 ”说到开心处，黄老先生模
仿当年校长的语气说道。

黄良起介绍，《前出师表》
和《后出师表》加起来共刻了
37 块碑。 那时，他父亲年纪已
大， 由他承担了主要工作量，
大概百分之九十都是他来完
成的。

刻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必须要投入全部的心神。 可能
外行人以为只要将要刻的字
画粘或描在石面上，用铁凿子
凿出形状就是了， 其实不然。
黄良起表示，首先，碑刻人的
手上要有感觉，要追求对原著
的高度还原，“比如说要刻一
个书法作品，我要尽可能百分
之一百还原其本来的面貌，这
是一种追求”。 不管什么艺术
样式都有这么一个与时俱进
的过程，在审美上，汉碑有汉
碑的风格，每个时代的碑刻都
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艺术脱离
不了时代的烙印。

黄良起表示， 碑刻时定下

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坚定不
移地走下去。 这其实也是一种
工匠精神的体现。 在工序方
面， 刻碑至少有十道工序，极
其繁琐。 同时，对碑刻的工具
的理解和运用也需要一个过
程。 关于碑刻的工具，黄良起
主张“一刀一石”。 工具不在
多，而在于趁手。 碑刻过程中，
主要用到的工具无非“刻刀、
铁板、笔”等几样，工具简单，
而功夫不简单。

而在各种准备工序之中，
最关键的是熟悉要刻的作品，
临摹构思。 要掌握原作中书画
用笔的来龙去脉，吃透书法绘
画的笔墨走向，清楚原作的用
笔轻重快慢，了解作者的笔意
精髓，这样刻出来的字和画才
能得其灵魂。“原作的运笔走
向，风格特点都要烂熟于心”，
黄良起强调。 为此，刻之前黄
老先生可能会先花半个月到

一个月的时间来理解作品。
“不能原封不动。 一个画家、一
个书法家总要拿出自己的特
色，但是碑刻呢，要拿出刻的
功夫。 比如拿出一张便条一看
就看得出是谁写的，这是一种
个性。 刻的时候既要高度还原
画家书法家的特点，同时刻的
功夫上要体现出自己的特
色。 ”黄老先生笑着说。

刻石是整个碑刻过程中较
为核心的一步，黄良起告诉记
者，在刻字时，刻的笔画要一
气呵成，就像写字你如果在一
气呵成写好的字中添加别的
字就会很奇怪。 所以刻碑无疑
是一种要求极严的再创作了，
其刻制过程所耗费的时间和
精力，不比书画家少。 特别在
时间上，刻一块碑，少则十天
八天，多则两月三月。 而敦煌
的《千手观音》则是黄老先生
历时好几年才完成的。

“喝太湖水长大，年纪越大越想落叶归根。 ”

刻碑要投入全部心神，坚定不移走下去

“板凳要坐十年冷”，把碑刻传下去很难

儿时的黄良起和他的父亲旧照。 黄良起和他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