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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对美术感兴趣吗？
你想知道一个人怎样才能成为美术家吗？
你想成为美术家吗？
如果想，请读一读《漫漫“拜石”路》，书中主人公施宝霖先生的成功历程，对你一定会有许多启发
。
我与施君初次谋面，时在1985年仲秋。
只是谋面，微笑点头而已，因而印象不深。
后因他寄信指出我的《榕城幽兰》一文中的个别提法有错，我们才开始通信、交流，一发而难间断，
渐渐成为好友，终于亲如兄弟。
所以，对于他的人品艺品，我是了如指掌的。
一晃二十余年过去了。
这期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美术的创作状况。
有一年，我将20世纪下半叶的卓越美术家分门别类排排队，偶然发现，在“美术全才”队伍中，赫然
屹立队首者，竟是施宝霖先生。
这恐怕很让人吃惊，我自己也吃惊不小。
此间成就卓越的美术家遍布神州各地，施兄何德何能，怎么可以成为中国一时的美术全才之翘楚呢？
不错，在最近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涌现出来的优秀美术家之多，是任何历史时期无法相比的，但他们
往往只是精通一门，或水墨，或油画，或书法，或雕刻，等等，对别门艺术仅仅略知一二，甚至于一
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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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施君的书法水墨与他的篆刻保持着一致的艺术特点，不张狂，无野怪，款款而作，笔畅墨润，粗看貌
似平常架构，深究却见机杼自出，如同啖青果，嚼甘草，细品则味奇。
但他不以书画名家自居，多少年来，他一直谦恭地拜倒在潘主兰、黄胄、程十发、宋雨桂等名家门下
，不断地从他们那里吸吮艺术营养，滋润己作，并将绘画的美学原理用到寿山石雕上，以增加其雕刻
的绘画性。
人说施君的雕刻很美，耐看，有意境，恐怕跟他善于书、画有关。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漫漫拜石路>>

作者简介

施宝霖，1939福建福州。
1962年毕业于福州市工艺美术专科学校，师从著名金石书画家陈子奋、潘主兰，后来又得到黄胄、程
十发、宋雨桂等名家指导。
经半世纪的磨砺，终于成为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美术全才』。
在五十年的艺术生涯中，施宝霖独辟蹊径，创作了许多极具个人风格的寿山石雕刻摆件，被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长征组雕》七件作品中，有两件就出自施宝霖之手，而他以昆虫动物、人物
及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及其独创的根石雕，都令人啧啧称赞。
施宝霖的印纽艺术可谓独步天下，他自刻钮饰并篆刻印文的千枚印章作品更创历史之最。
施宝霖的《印钮艺术》是我国第一部论述印纽的专著。
施宝霖的石雕、绘画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并获奖，被广为收藏。
不久前浙江绍兴专门为施宝霖建立了一个『可秀寿山石雕艺术馆』。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漫漫拜石路>>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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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石雕艺术家制作一件作品，少则费时几天，多的要几个月甚至几年。
在一块寿山石上，通常有红、黑、黄、青等数种颜色，相互交错成自然斑纹。
艺匠们根据石块的形状、色泽和纹理进行构思和艺术加工，雕刻成人物、走兽、山水、花鸟、果蔬、
海味等陈设欣赏品，或印章、文具、烟缸、水盂等实用工艺品。
制作时先凿打出粗坯，剥出大体轮廓，然后用手凿深入刻划，最后经修光、磨光、上蜡而成。
福州石雕大师们薪火相传，推陈出新，雕刻技法日臻精进并且不断突破。
他们制作的寿山石雕作品，具有“上伴帝王将相，中及文人雅士，下亲庶民百姓”的艺术魅力。
这些作品收藏于皇室和全国各地，成为中华艺术领域中的一朵奇葩。
寿山石雕艺术的起源至少可追溯到一千五百年前，源于南朝，兴于唐宋，盛于明清，复兴于当代。
但寿山石到了宋朝才开始进行开采，比雕刻历史晚了五百年。
两宋时期，福州成了东南经济文化重镇，寿山石雕得到迅速发展，寿山石刻也被列为贡品。
元代的王冕发明以花乳石刻印后，寿山石成为印材的首选品种，大量文人的介入，创造了印章文化的
辉煌成就，推动了寿山石文化的发展。
寿山石雕的昌盛时期则是清代，当时雕刻艺术因材施艺，分别雕刻印章、文具、人物、动物及玉镶嵌
各种器皿，印章的钮饰更加精致多样，表现技法上出现了阴刻和链条技法。
明末清初，福州文人曹学全偶然发现了田黄石，田黄石立即成为名冠众石的新石种，成为寿山石雕走
向鼎盛的一个标志。
由于田黄极为罕见、珍贵，因此身价剧增。
陈亮伯于《说印》中说：他初人京时，“每石（田黄）一两，价六两至十五两银”，以后更增至“换
银四十两”。
崇彝在《说田黄补））中也说：“七两之石（田黄），竟得价二千数百元”。
“一枚田黄章，重不过一两四钱，竟以二百五十元取之”。
乾隆皇帝用过的一套宝印《三链章》，就是由高级雕师和篆刻师在一块大田黄石上精心合作雕成，并
由两根链条连接起来的三颗印章，堪称宝中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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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漫拜石路:施宝霖的艺术人生》是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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