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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专家：壶体呈扁圆形，正背两面开

光，錾刻夔龙戏缠枝莲花，为清代皇帝的御用

酒具，金壶上錾刻图案使其愈显豪华富丽。

此壶花纹规整，线条流畅自然，实为錾

雕工艺的杰作。錾刻是金属工艺的一种，方

法是镂錾成地，使纹饰花样的轮廓线凸起。

錾刻工艺早在商代即已出现。清代，錾金工

艺被较多地运用在各种金器工艺品上。

奇石不可人为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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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宝专家：此观音端坐于雕镂的青釉瓷

座上，面目慈祥，衣服彩绘花纹雅丽，装饰富

贵华丽，为清代雍正、乾隆时期风格。

艺术动态

魏兴无、魏嵬父子绍兴办画展
由省美术家协会、合肥文学艺术界联合

会联合主办，中国美术服务网、安徽庐上书画

院协办的“新徽派美术名家展览”第6回展览

——魏兴无、魏嵬父子画展，日前在绍兴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展出父子画家近100多幅作

品。魏兴无国画人物，山水花鸟各具特色，同

时擅长油画、水彩，粉画，是中国青年书画家

协会副主席、合肥文联美术创作中心秘书

长。魏嵬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吴长江、

戴士和、翟欣建等著名画家。新徽派美术的

领军人物班苓、张国琳、杨国新，以及束俊、刘

泽荣、艾君、张子文、李国庆、吴金龙等知名画

家均提供佳作祝贺参展。

奇石奇石，贵在天然，天然是奇石收

藏的根本。奇石是不可雕琢、不可打磨

的，只能清洗加保护层。奇石要求必须

是没有一点人工痕迹，甚至连石头底部

都不能切的那种自然形态，这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奇石。

凡经过打磨的、切割的、钻孔的、修形

的石头，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叫奇石，

只能叫观赏石或工艺石。虽然奇石也是

观赏石的一种，但观赏石不能一律叫奇石

(比如寿山石、昌化石等的雕刻摆件，也可

叫作观赏石，但不能称为是奇石)，好的奇

石与好的观赏石是两个概念。当然有一

些石头是允许打磨的，比如三峡石，它的

画面只有经过打磨之后才能出来，所以说

玩色彩的石头可以打磨，而象形石和画面

石是万万不能打磨的！

普通收藏爱好者应该怎样区别天然

石和人造石呢？只要注意仔细观察，凭肉

眼就可以鉴别天然石材与人造石材。首

先，人造石材缺少天然石材那种自然性。

尽管人造石材可以人为地产生多种花纹，

但仍然没有天然石材那么丰富和自然。

其次，除了人造岗石外，其他人造石材的

反面一般都有模纹。第三，人造石材中往

往可以发现气泡。第四，与天然石材相

比，人造石材具有结构致密、比重轻、不吸

水、耐侵蚀、色泽鲜艳、色差小和不褪色等

优点。通过以上四点，仔细查看一般都能

区分出是天然石还是人造石。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现在有少数厂

家为了追求低成本和高利润，采用低档

工业树脂、碳酸钙、劣质颜料等为原料，

制造出一些伪劣人造石。这种伪劣人造

石一般有毒有异味、加工性差、容易断裂

变形，目视颜色混浊发暗、表面有塑料胶

质感，品质不稳定，批次色差大，材质颗

粒较大，手摸有粗糙感，耐光性不好，一

般一两年就开始褪色。广大奇石收藏爱

好者在淘石时要特别注意。 严巍

蕴藉涵融 弘达悠远
周国亮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

名家访谈

周国亮偌大的工作室与六尺巷为邻，

与老宰相府隔墙而望。父子宰相及一位

位桐城派文化巨擘们的道德文章，给他无

限的艺术才情。他在这样的氛围里追慕

先贤，潜心艺术。

他与老宰相府是有缘的。父亲本是

淮北人，抗美援朝负伤回国后在桐城工

作。周国亮就出生在老宰相府，幼时的他

不一定清楚宰相的含义，但这里的气息感

染、熏陶着他。初中时，二哥从淮北带来

刻刀，他便刻起来，逮到什么刻什么。后

来拜当地名家盛平安为师。老师拿出明

末古印谱，让他双勾摹下，这培养了他细

致的观察力，准确的表达能力。不过，他

也庆幸自己没受明印花哨形式所影响，而

是上溯秦汉，追求质朴率真、雄肆峻畅的

艺术风貌。这也可能与其先天的气质、秉

性以及与时代的背景都有关联。

篆刻艺术是书法、章法、刀法三者完

美的结合。周国亮也几乎在学习篆刻的

同时研习书法，初中时开始临摹柳公权、

王羲之帖子。高中时班主任毛伯舟老师

书法、古文功底深厚，这给了他潜移默化

的影响。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周国亮拜著名书

法家马东升为师，进行技法强化训练，每

天要写完一两刀毛边纸。在一个相对纯

净的年代里，他以对艺术的无比虔诚之心

完成了系统的训练。这时的他风华正茂，

也以一种雄健心态参加系列国展，1991年

起，作品入展西泠印社第二届全国篆刻评

展、全国第一届正书大展、全国书法第二

届行草大展等等。几年时间里，在书法、

篆刻上他斩获国展（奖）9次。

天道酬勤，正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周

国亮技艺精进，进

而 是 技 进 乎 道 。

篆、隶、行、楷、草各

种书体皆精，取法

高古，不染时风。每种书体他都有追求一

个方向，但都深深地融投了自己的个性、

品质、道德、学养，以端正质朴为尚。楷书

中唐面碑底兼及二王，古雅率真。草书恣

肆凝重，浸透古贤遗风。隶篆深得金石文

字之妙。篆刻也是如此，其作品以秦汉印

风为主，而能兼及明清各种流派，为后来

他的《印谱》的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一个文化人

生活在桐城是幸事，他能保持一颗永久平

和之心。周国亮就是这样的，在家乡先贤

清真雅正的道德文章观照下，他始终以一

个小学生的心态审视自己，如饥似渴地解

决一个又一个学术问题，攀登一座又一座

学术高峰。在无比崇仰的心境下，他以篆

刻的形式继承和弘扬先贤们的文化精髓，

出版了《桐城派四祖词林印谱》等书籍。

同时，桐城玉器大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为

他刻制玉印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对汉人

玉印达到的艺术高度赞叹不已、心追手

摹，在近十年之内达到了一个高度，海上

书印大家孙慰祖先生称之为“刀笔皆好，

殊为难得”！

周国亮很少关注身外喧嚣，每天徜徉

于书山墨海之中，以学养艺，追求真性真

趣。笔者曾与他交流创作心得，他感觉自

己处于“蕴藉涵融，渐入佳境”的状态。其

实，他甘受书斋寂寞，以皓首穷经的勤奋

上下求索，笔墨精致幽微而又淋漓酣畅，

已经进入弘达悠远的艺术高度。

周玉冰

鉴宝专家：珐琅，又称“佛郎”“法蓝”，

其实又称景泰蓝，以矿物质的硅、长石、石

英等原料铅和锡的氧化物烧制成，涂在铜

质或银质器物上，经过烧制，能形成不同颜

色的釉质表面。此珐琅彩牡丹纹碗精细华

丽、精细秀雅，呈现清中期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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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亮篆刻

周国亮先生在古邑桐城潜心书艺、篆刻三十余年，沐浴着桐城

先贤道德文章的遗泽，以宁静之心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圈内熟

悉他的人都十分推崇，誉他将是桐城的另一个文化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