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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都讯（记者 吴日锦
林良标 通讯员 梁白瑜）
你知道昆虫最早出现于什
么年代吗？现实生活中你
见过多少种神奇的昆虫？
它们又在地球上扮演着什
么样的角色？昨日，中国闽
台缘博物馆三楼东侧展厅
一场名为“虫·趣——世界
珍稀昆虫”的主题展，让来
自各地的昆虫爱好者们大
饱眼福。

据中国闽台缘博物馆
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览
共 展 出 天 津 自 然 博 物 馆
收 藏 的 世 界 级 珍 稀 昆 虫
标本 733 件，包括世界著
名 的 拟 态 蝴 蝶 —— 枯 叶
蛱蝶，世界上最长的竹节
虫，翅展最大的大蚕蛾，
还 有 世 界 著 名 的 迁 飞 明

星、美国国蝶——黑脉金
斑蝶，秘鲁国蝶——海伦
娜闪蝶等。

据天津自然博物馆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昆虫是地
球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它
们出现在四亿年前的奥陶
纪。其超强环境适应性，让
它们经历多次地球生物大
灭绝仍生生不息，并成为生
物界中种类最多的类群，踪
迹几乎遍布世界的每一个
角落。此次展览以昆虫大
家族在动物界的地位为切
入点，内容分昆虫家族组
成、演化生长、生存之道、
昆虫之最等章节，整个展览
系统地讲述了昆虫在地球
生态系统中起到的重要作
用。

“昆虫作为现今地球上

多样性最高的生物，自石炭
纪开始繁盛，在二叠纪已成
为陆地生态系统中重要的
角色。”据介绍，昆虫在地
球生态维持平衡和良好循
环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
色，是生物链和食物链中的

关键环节。
“太震撼了，没想到世界

上珍稀昆虫这么多，这么奇
特。”在现场，一位观展的小
学生说。

据了解，此次展览将持
续到9月20日。

1973年出生的张钧，来
自于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
北钟祥，也染就了楚风的深厚
积淀与爽利为人。自幼学书
的他，19岁开始师从湖北书
法名家谷有荃学习篆刻，在文
字学方面，则又师从我国著名
古文字学家夏渌。二、三十岁
就分别加入了中国书协和西
泠印社，可谓年少有成。

来到福州后，张钧与潘
主兰、林健、石开等老一辈福
州知名篆刻家亦有来往，特
别与在甲骨文书法艺术方面
具极高造诣的潘主兰老先生

几乎每周见面，畅聊艺术与
书法篆刻。“这些老先生，在
当年未必有如今这样的社会
地位与广泛的影响力，但个
个都有真功夫。年轻人时常
不解门道，不知珍惜。”直到
毕业多年继续钻研之路时，
张钧逐渐体悟到良师的教诲
给自己带来的深远影响，每
每谈及，都感到幸运。

张钧于书法篆刻上极富
天赋，在他的作品中，想表达
的不仅仅是汉字的组合美或
线性的和谐美，而是在有限
的空间里尽情描述一个世

界，纵横捭阖，大有乾坤。“就
我个人而言，我认为篆刻不
仅仅是技法上的完成，也寄
托着作者融于其中的思想与
情感，这才可称之为‘艺
术’。单纯追求技法所能达
到的高度，终究是不够耐读
耐看的。”谈起对篆刻艺术的
理解，张钧说道。

他的印面以大篆古玺为
主，小篆、先秦文字、汉印或
南北朝官印文字都可列于其
上。在他的眼中，古玺的印
面富于变化，这使他能够将
更多美学创意与个人思考融

于其中。边款的篆刻则往往
来源于自己的有感而发，有
时针对时事，有时则单纯抒
发所思所想，以短句与简述
的形式进行表现与篆刻，字
形也往往选用与印面相吻合
的汉金与汉隶等，这样的表
达比较自然，也比较自由，与
传统固定的边款形式也是很
不同的。古人刻印其实不一
定讲究边款，但在张钧眼中，
印的边款不仅仅是印相关联
的记号，更是作者思想的外
延，承载艺术传统的另一面
天地。

方寸天地 刀刻古韵
“八闽丹青奖”落幕，评委张钧诠释方寸间的闽人风格

世界上最长的竹节虫，翅展最大的大蚕蛾……

733件世界珍稀昆虫标本汇聚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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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八闽丹青奖”——第四届福建省书
法双年展评审活动在福州举行。作为我省最
重要的美术大展之一，八闽丹青奖旨在通过双
年展检阅全省美术创作成果，并推动创作出一
批美术精品力作。近日，海都记者专访本届丹
青奖评委，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委员，
西泠印社社员，书法篆刻家张钧，了解一名青
年印人眼中的福建本土篆刻艺术。

“真正有兴趣传承
与发扬篆刻传统艺术的
年轻朋友，还是应该穿
过喧嚣与热闹，沉淀到
技法与本身的体悟上
来。”张钧说，篆刻所需
的知识面很广，不仅有
刀法、篆法，还有印面的
布局，以及最重要的文
字学的深厚积淀。一个
好的传承，不仅仅是技
法上的，更是思想上的。

但除了好的老师，
治学治印，最重要的还
是自身。应放平心态，
反求诸己，最重要的是
明了自己的需求。如果
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
即使遇见良师，也难有
所得。张钧也曾因生活
所迫，为稻粱谋，因此亦
能理解求名求利之心，
但希望学生们能沉下心

把功夫学好：“（有些学
生）对师道没有敬畏心，也
没有对艺术传承形式的敬
畏，觉得学得太慢了，下功
夫不一定有成果。殊不知
下功夫也许不一定有成
果，但不下功夫，一定没有
成果。”他希望年轻人学习
艺术要善于从自身找问
题，不要浮躁。

结束了“八闽丹青
奖”的评审工作，张钧又
投入到了 8月底即将举
办的个人书画篆刻展的
筹备之中。谈及对于个
人艺术发展的未来规
划，张钧觉得，艺术创作
和做学问还是有所不同
的，它没法，也不应该对
目标进行量化。唯一能
确定的，就是持续学习，
增广见闻，磨炼心性，坚
持求索。

在 7月 15日的“八闽丹
青奖”——第四届福建省书
法双年展评审活动中，张钧
参与了评审。在张钧看来，
福建本土的篆刻艺术海纳
百川，印人各展风格，无论
从对外交流还是本土学习
而言，技法上都达到了相当
的高度，风格广泛，技法娴
熟，很令人赞赏。但在内涵
与深度上还具发展空间。

他希望，当代的福建青年印
人能够戒骄戒躁，善于独
处，不断提高自身修为，发
掘自身的内在感受，而不追
逐一时的入展获奖，“艺术
的创作最终是属于个人的，
展现着个人迥异的思想”。
但他也鼓励印人们结交益
友，互相促进：“避免社交化
的、浮躁的朋友，而交有追
求有想法，能够触碰思想火

花的朋友。”
在这个日渐浮躁的社

会中，如何让年轻人更容易
接受传统艺术？社交平台
上的一些篆刻直播作出了
尝试。但张钧觉得，社交平
台上的篆刻直播更多是娱
乐化的，“票友”式的热闹，
也许对激发年轻人对传统
文化的兴趣确实有一定的
作用。但他也提醒，社交平

台的“短平快”属性，让直播
在内容上很难做到有深度，
资讯也良莠不齐，真假难
辨。对于篆刻技法之精，
线条之美，印面布局之调
谐，不少博主也无法在短
短数分钟的视频中充分讲
清。若想要在其中寻获有
价值的内容，可能要花费线
下专门学习十倍乃至百倍
的时间。

闽派篆刻艺术滋养下的湖北印人

传统艺术传承 仍需戒骄戒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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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