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记录 2025年6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 崔淑静 美术编辑 / 徐民 校对 / 李丽

□ 台文倩 戴智忠

张镜寰（1906—1983），字海清，以字
行，山东临清人，生前就职于济南铁路局。
爱书法，尤擅篆书，喜好收藏，对金石文字
颇有研究，曾受业于王献唐、姜忠奎等。

自幼酷爱金石书画

临清，别名小天津，位于运河边，是运
河山东段的北部门户，历史上就是商贾云
集、文人辈出的地方。学界泰斗季羡林，
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张自忠，山东著名画家
黑伯龙、张彦青等，都是临清人。

1906年，张海清出生于临清一个地主
家庭。张海清幼时，家里给他请了私塾先
生，专门学习四书五经、练写毛笔字，打下
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年纪渐长，父亲送他
去北平一所教会学校，完成初、高中学业。

张海清的儿子、现年88岁的张承奎介
绍：“父亲一生酷爱金石、书画，受我外公
影响很大。外公徐锡三，是临清的大户人
家，喜书画，好收藏，亦属饱学之士，于20
世纪40年代初搬去北京。搬迁前，来济南
我家住过一段时间，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
有见过他，那时我才四五岁。”

张承奎说父亲喜好金石、书画和收
藏，还深受顾随的影响。张海清夫人徐桂

贞，是顾随夫人徐荫庭的侄女，所以顾随
称张海清为贤侄婿。

顾随是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诗人、书
法家，从事教育四十多年，桃李满天下，其
弟子叶嘉莹、周汝昌、史树青、邓云乡等，皆
是享誉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张海清遇到书法方面的问题，即请教
顾随；顾随对这位贤侄婿，也是有问必答，
关爱有加。

张海清热爱书画、研究金石，并在这
两个领域取得了不俗成绩。内因是他刻
苦勤奋、从未懈怠；外因是有名家为师，起
点高、进步快，走弯路少，事半功倍。他的
老师还有中国近现代国画家黄宾虹、经学
家及语言文字学家姜忠奎、国学集大成者
王献唐、蒲松龄研究专家路大荒等，都是
享誉学界的名士大家。

与黄宾虹交谊颇深

20 世纪 30 年代末至 40 年代初，黄宾
虹北上，受聘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
在那里待了十年。当时他的画还未被市
场认可，曾委托济南好友路大荒帮他卖过
画。在北平期间，黄宾虹受了很多苦，生
活困难时全靠那些喜欢他的画的人大力
支持，张海清就是其中之一。张海清原在
济南铁路机务段工作，后改做行李管理
员，每月跑两次北平，因仰慕黄宾虹，经好
友石谷风介绍相识后，经常登门请教。当
得知黄宾虹因生活困难，多日吃不上大米
时，张海清便想方设法弄来上等的山东黄
河大米；当得知黄宾虹盖的旧被子不再保
暖时，张海清便送来新棉絮，帮助黄家度
过了最艰难的一段岁月。此时的张海清
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并不富裕。黄宾虹
得知情况后，深受感动，这也让他们建立
起深厚的友谊。

在往来北平的几年里，无论是在书
法、绘画方面，还是在金石研究方面，张海
清都得到了黄宾虹的亲授和指导。当黄
宾虹得知张海清热衷于收藏时，也给予了
极大支持。每当张海清上门送米，黄宾虹
都以画作酬谢，或大画或小幅或习作。有
时忙不过来，就直接告诉张海清，让他从
自己的一摞画稿中挑选。不到两年时间，
张海清竟得黄宾虹画作百幅，他用自己最
擅长的隶书题“百黄斋”牌匾，挂于室内。

张海清为人低调，留存的资料很少，了
解他的人并不多。但他收藏黄宾虹先生画
作并自题居室“百黄斋”的故事，却在山东
乃至全国书画界广为流传。

制作线装书《四位老师书信》

张海清晚年制作了一本线装书，名为
《四位老师书信》。是自己制作还是委托
线装书店制作，不得而知。书名系张海清
自题，大篆竖写，端庄大气。落款为“张海
清，庚申冬月”，钤张海清印。

这本书的内容是黄宾虹、顾随、姜忠
奎、王献唐四位老师致张海清的信札。

旧时文人没有现代化的通信手段，多
以书信交流、沟通和往来。张海清收集的
信札，多是四位老师对他学习金石文字的
指导、评价和鼓励。通过这些信札可以看
出，身为学生的张海清，刻苦勤奋、虚心好
学；四位名师指导鼓励，诲人不倦。

《四位老师书信》中，收入黄宾虹书札
共五通，其中第一通、第二通写于1949年1
月，为“宾虹用笺”。第一通信札内容主要
谈到黄宾虹1948年从北平回上海，本想返
黄山，却因到杭州国立艺专任职而无果。
辗转中，黄宾虹最爱的书籍、器物散失不
全，故而委托张海清留意北方古印拓文
字，并附上自己手拓古文字五纸。在第二

通信札中，对张海清寄来的印拓进行鉴
定，并引申出那段被广泛引用的话：“尚希
同志奋起加意，为周秦诸子学术竞美希
腊、拉丁、埃及之上，永不磨灭。”

顾随之于张海清，既是姻亲，又是老
师，书信往来就更多些。《四位老师书信》
中，有顾随写给张海清的，还有写给顾随
夫人徐荫庭家人的。信札共有二十三通，
另有顾随夫人徐荫庭写给张海清夫人徐
桂贞的一通。家人的信主要是写给锡三
六兄的，这位锡三六兄，是徐荫庭的兄长，
内容多以家事为主。

曾任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教授的姜忠
奎信札有十三通，主要是对张海清书法的
点评与指导。其中两通提到姜氏自己的
一部著作《六书述义》。因《六书述义》石
印本是1930年刊行，可知是写于此年。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王献唐与张海
清的通信共有五通，主要是谈论篆隶书的
学习之法。王献唐为他讲用笔之道：“隶
与八分不同，隶为篆变之初期，笔画篆意
尚存，多浑圆……甲骨摹写甚妙，欲过丁
佛言、罗叔蕴矣。摹纪功碑亦好，笔似尚
嫌小，再用大笔必更好矣。”更有王献唐对
自己晚年状况的描述：“病中看新书颇不
少，旋看旋忘，老年记忆锐减，恨亦无用，
若古典诗词，久废之矣。”

从线装书落款看，制作时间是庚申冬
月。张海清生于1906年，逝于1983年，其
中有两个庚申年，分别是 1920 年和 1980
年。1920 年，张海清尚是少年，显然不是
制书的年龄。因此，这本线装书的制作时
间应该是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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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张海清
是民国时期从临清走
出的著名收藏家、书
画家，与著名青铜器
收藏家、文物鉴赏家、
一代摩拓名匠台继武
交谊颇深。多年来，
台继武孙女台文倩、
孙婿戴智忠致力于收
集、挖掘、整理台继武
师友轶事，收获颇丰，
本文即是其中之一。
本 报 分 两 次 予 以 刊
发，敬请关注。

张海清

路大荒、石谷风、张海清合作《清供图》
（王献唐、路大荒分别题跋）

张海清为老友台继武作的画（现藏济
南市博物馆）

黄宾虹致张海清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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