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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稥先生为乔石同志

篆刻的“乔石之印”
———记无产阶级革命家乔石同志与艺坛泰斗钱君匋先生的“儒墨情缘”

乔石同志（右一）在上海会见钱君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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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文夫人（左二）拜会钱君稥（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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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君稥夫妇晨起笑迎乔石同志赠送的墨宝

钱君稥先生在封刀多年后破例

重操“宝刀”为乔石同志治印

■蔡瑞坤 文

顷理小册， 一方篆体白纹的
“乔石之印”，映入了我的眼帘。 凝
视着这方疏密参差、 离合有伦的
朱红色印面， 让我想起了一段尘
封二十几年的故事： 一位我非常
敬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乔石同志

和中国文坛泰斗钱君稥先生的

“儒墨情缘”。
乔石同志是大家熟悉的伟大

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他祖籍
浙江舟山，但出生在上海，少年时
代是在上海念书的。 投身革命后，
成为了上海地下党学生运动的重

要领导人之一。 因此，乔石同志对
上海一直有着深厚的 “乡土情
缘”。

乔石同志酷爱文化艺术，对
上海艺坛一直非常关注， 但因革
命工作的特殊性， 很少有机会和
上海的艺术家们接触， 这也成了
乔石同志心中的遗憾。

乔石同志特别喜爱书画艺

术， 很早就听说上海有位大名鼎
鼎的钱君稥先生， 知道君稥先生
满腹经纶 ，才华横溢 ，集诗 、书 、
画、印、音乐、收藏于一身，曾为鲁
迅、郁达夫、叶圣陶、沈雁冰、郭沫
若、 巴金等文学巨匠的著作设计
过精彩的封面， 被当时的文化界
冠以“钱封面”的雅号。 乔石同志
的老同事李一氓同志所译著的苏

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所著的

《1928—1929 世界经济与经济政
策》一书封面，也是出版商“水沫
书店”约请钱君稥先生设计的。

乔石同志在和李一氓同志共

事期间， 曾见到过不少由钱君稥
先生亲手刻制的印章， 对钱先生
娴熟的刀法和隽永清新、 端凝静
穆的篆刻技艺敬慕不已， 总想找
机会能拜识钱君稥先生， 向他当
面请益， 却因与君稥先生南北天
各，难有见面的机会。 乔石同志曾
经对妻子郁文说过： 今生和钱君
稥先生可能再无把晤之缘了。

1997年 1月中旬， 第八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乔

石同志来上海视察工作， 由时任
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的宋仪侨同

志负责接待。
宋秘书长得知乔石委员长埋

藏在心底多年的念想后， 想乘此
机会，一圆乔石同志多年夙愿。

宋秘书长是我的老领导，知
我和君稥先生交谊甚密， 希望通
过我的引介促成此事。

“受命”之后，我当即联系了
钱君稥先生， 他听说是乔石委员
长想见他，欣然允诺。 他告诉我，

早就仰慕乔石先生大名， 老友李
一氓先生也经常提起他， 知道乔
石同志对中国文化艺术造诣深

邃， 所以非常愿意与乔石同志会
面。

宋秘书长就把君稥先生的答

复报告了委员长。 乔石同志非常
高兴， 希望尽早去钱府拜会君稥
先生。 可是工作日程排得满满，一
时无法抽身亲自前往钱府。 考虑
再三， 决定先请夫人郁文同志代
表他亲赴钱府向钱君稥先生 “请
安”。

1月 15日下午， 乔夫人在宋
仪侨秘书长、 委员长秘书宋北杉
先生和我的陪同下， 驱车前往位
于南昌路 83 弄 3 号的钱君稥先
生寓所。

钱老的家是一栋三层高连体

的老式里弄房子。 和钱老同龄九
十二岁的钱师母———陈学靋老人

知道乔夫人光临， 早已端坐在底
楼客厅，恭候夫人的到来。 当钱师
母看见郁文夫人步入厅堂正准备

起身迎接， 却没想到郁文夫人一
个箭步抢先上去按住钱师母，不
让老人家起身， 拉了一把椅子贴
坐到师母身边和她亲切地交谈起

来。
别看钱师母年逾九旬， 脑子

还特别灵光，她首先问郁文夫人，
跟郁达夫可有亲戚关系？ 郁文夫
人回说，鄙姓翁，和郁达夫先生没
有亲缘关系。 钱师母点头笑了说：
哦，你们虽然不是亲戚，但也有很
相同的地方。 郁文夫人不解地望
着师母，师母说：不是吗，你们虽
然没有血缘关系， 却都是老革命
啊！ 郁文夫人这才恍然大悟，哈哈
大笑起来。 在场的各位都不得不

赞服钱师母思路清晰、应对自如，
博古通今、风趣过人。

郁文夫人笑容可掬， 平易近
人，对师母关怀备至，细心地询问
了钱夫人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状

况。 听说师母的腰不太好，便嘱咐
师母要注意腰部保暖， 行动要缓
慢，尤其站立时一定要有人搀扶。

谈话间， 郁文夫人看见厅堂
里放着一架立式钢琴， 便问师母
是否经常在弹琴， 师母回说： 偶
尔也弹弹， 但手脚不利索了。 郁
文夫人十分佩服师母的宽松心态

和乐观精神， 鼓励师母要坚持下
去，经常弹练，这样是会对身体健
康有好处的……

他们要谈的话很多很多，但师
母好像是想起了什么，突然说：“勿
谈了， 勿谈了! 请夫人上楼去吧，
老先生一定等急了。 ”

熟悉钱君稥先生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性格爽直、豁达开朗的“急
性子”。 听到客人上楼,他早已站在
书房门口迎候了。 乔夫人见到钱
老，连忙深深一鞠躬，问好的同时
搀扶着钱老就坐，恭恭敬敬地向钱
老递过自己的名片并献上了乔石

同志让她带来的花篮。 然后，乔夫
人郑重地转达了乔石同志对钱君

稥先生的问候和敬意，钱老却用他
特有的“桐乡口音”连声说 ： “谢
谢，谢谢！勿敢，勿敢！”钱老也请夫
人转达他对乔石委员长的敬意和

问候。

郁文夫人告诉钱

老，乔石同志对这次能
有机会在上海和钱老

见面，喜出望外 ，激动
不已。 夫人看见九十二
岁高龄的钱老先生神

采奕奕， 思维敏捷，满
腹经纶且言词风趣，有
说不出的高兴，夸赞钱
老身板健朗，是中国文
坛不可多得的 “长青
树”。 郁文夫人详尽地
询问了钱老的生活起

居、艺术创作和社会活
动情况，认真地听取了
老人已经将毕生珍藏

的四千多件文物捐赠

给家乡桐乡的全过程，
对老人大爱无私的奉

献精神，直直竖起了大
拇指，夸赞钱老的捐献
是“爱国之举”，表示由
衷的赞赏和敬佩。

虽然他们二位是

初次见面，却交谈得非
常热络， 书房里不时掌声阵阵，笑
声朗朗。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款款深
谈，钱老想起了出版社刚刚送来他
写的新书，命我到三楼亭子间去取
来，他要送给大家。新书拿来后，钱老
亲自在环衬前的白页上一一认真

地题写了上款，签名钤印后分赠给
大家。随后又取出一张四尺泥金的
旧纸，以其娴熟的汉隶书体，疾书
了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诗，请乔
夫人带给乔石委员长。乔夫人为钱
老的热情和好客感动不已，一再向
钱老鞠躬致谢。同来的各位也起立
鼓掌，书房里气氛热烈，高潮迭起。

临别时，钱老执意要亲自送郁
文夫人下楼， 郁文夫人一再婉谢，
但没能拦住钱老。 下到厅堂，郁文
夫人搀扶着钱老和师母合影留念

后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了，结束了这
次两个多小时愉快和难忘的拜

会。
1月 16日上午， 乔石委员长

在西郊宾馆接见了钱老夫妇。这是
乔石同志和钱君稥先生有生以来

的第一次见面。两位深谙中华文化
的同好，一见如故，乔石委员长对
钱老说：“久闻先生大名，本以为今
生无望相见， 不想此次来沪工作，
在宋秘书长的帮助下能一圆夙梦，
心中说不出的高兴，幸会幸会啊！”
钱老说：“勿敢，勿敢！ 乔委员长大
名如雷贯耳， 一氓兄也经常提起，
却从未谋面，此次有幸相见，受宠
若惊！多多指教！”两位老人新交似
故， 从革命工作谈到文学诗书，从
书画流派谈到古董收藏，足足深谈
了三个多小时，还余兴未了。诚然，
三个小时虽不算太长，但足以让这
两位儒子雅士尽享到一无拘束、直
抒胸臆的“切磋”之乐了。

交谈中，钱老向乔石同志汇报
了他准备第二次向故里海宁捐赠

剩余的全部文物并正在筹建钱君

稥艺术馆新馆的情况。乔石同志仔
细听取了钱老的叙述后，高度赞扬
了钱老无私奉献的爱国盛举。钱老
乘兴求请乔石同志为新馆赐题馆

额。 乔石同志说自己平日很少题
字，但此次是钱老嘱题，恭敬不如
从命，但因公差在外，手头未备纸
笔，允诺返京后立即书成寄上。

一周后， 乔石同志为海宁“钱
君稥艺术馆”题写的匾额已经送到
钱老的家里。一幅是按照钱老要求
题写的“钱君稥艺术馆”，另一幅是
乔石同志建议更改为“钱君稥艺术
研究馆”的，字字刚劲有力、端庄厚

重。钱老对乔石同志的书法大加赞
赏，称是“铁画银钩，笔力千钧，功
力深厚，炉火纯青”，还夸赞乔石同
志考虑周到，建议更改的馆名确实
更为贴切，决定采用。 并立即派人
去制作巨匾， 准备在新馆落成时，
悬挂门庭，以光新馆。

钱君稥先生为答谢乔石同志

的赐赠，特意在“封刀”多年之后，
重开 “宝刀”， 为乔石同志刻制了
“乔石之印”“舟山志彤”和“意与古
会”等三枚印章。

当我把印章送达北京时已近

黄昏，宋北杉秘书见章后马上用电

话报告了委员长，乔石同
志听说钱老为他刻制的

图章已到， 非常激动，让
北杉立即派人先把印章

送过去。
收到钱老亲手刻制

的“宝物”后，乔石同志
爱不释手， 反复把玩，
立即给君稥先生写了

回信。 信中，乔石同志非常拜服钱
老的高超技艺，夸赞钱老先生治印
疏密有致，挺拔雄秀，“充满青春活
力”，真所谓“宝刀不老”！他深为钱
老的盛情与厚意所感动，故委请启

功先生撰写诗文， 亲自扶杆谱书，
回赠钱老。

我去宋仪侨秘书长办公室取

到乔石同志为钱老题写的 “墨宝”
时是早上七点多， 因为时间太早
我怕打扰钱老， 不敢直接给钱老
送过去， 只是先打了个电话向老
先生报告一下。 哪知钱老听说乔
石同志的“墨宝”已到，叫我马上
给他送过去！ 我到钱老家时，老先
生和夫人穿着睡衣早已等候在寓

所厅堂，恭迎这帧情重如山的“墨
宝”到来。

欣赏着乔石同志和启功老的

巨作， 钱老满脸盈溢着得意的笑
容，他反复吟颂着深情的诗文，夸
赞乔石同志的书法“潇洒老辣，功
底深厚，似出启功”。 随后立即步
启功老的诗韵， 回敬了七言绝句
一首并附信一封， 感谢委员长和
启功老对他的真情厚爱， 要我快
快地转呈委员长。

从此， 这位品格坦荡的中国
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乔石同志便与

他仰慕已久的中国近代艺坛巨匠

钱君稥先生书墨往来，渐成至交。
1997年 10月 24日， 海宁钱

君稥艺术研究馆落成开幕， 乔石
同志携夫人前往祝贺。 二老再次
相聚，兴奋不已，乐不可支。

钱君稥先生亲自陪同乔石夫

妇参观了海宁钱君稥艺术研究

馆， 览阅了他赠予出生地海宁的
部分文物之后， 又陪同乔石夫妇
前往桐乡君稥艺术院， 仔细地观
赏了君稥先生第一批奉献给家乡

的重点文物收藏。 乔石夫妇认真
地听取了钱老对每件文物的解析

并仔细欣赏了文物的细节。 临后，
乔石夫妇又一次对钱君稥先生为

家乡和国家作出的伟大创举和奉

献精神，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
度的评价。

1998年 1月上旬， 乔夫人公
干来沪， 特地抽时间去探望了钱
君稥先生。 此时钱老刚刚从香港
回沪，旅途中劳累过度似觉小恙，
但当他见到郁文夫人后却特别高

兴， 说自己的不适好像一下子好

了许多。 钱老依然和以前一样
滔滔不绝谈笑风生， 但郁文夫
人却从钱老黧黑的脸色和浮肿

的眼帘中觉查到老人的疲备和

不适，心情颇感沉重。在告别钱
老后，夫人叮嘱我：要转告他的
家人， 请他们送钱老去医院化验
一下小便，看看肾脏是否有问题，
夫人说：钱老的子女都在国外，如
果家里有困难， 请你陪老人家去
看病！ 郁文夫人由衷的真诚和细
微， 让我充分感受到夫人对钱老
的健康是如此地上心， 令我非常
感动。

我把郁文夫人的意见转告给

钱老刚从美国回来的儿子———钱

茂绪，他和妻子觉得非常惊讶，说
乔夫人怎么这么细心和有本事，
居然一眼便能断出钱老的 “肾衰
竭” 毛病来？ 他们要我转告乔夫
人，谢谢她的关心。 家人一直在关
注着钱老的健康， 还特别为他安
排了医生陪护， 对老人的社会活
动也已经严格加以控制， 请委员
长尽可放心。 我及时向郁文夫人
报告了他们的回话和谢意。

当乔石同志得知君稥先生因

病住院， 曾多次让秘书宋北杉同
志来信来电话慰问。 是年 8 月 2
日，钱君稥先生辞世，乔石夫妇倍
感悲痛。 告别会那天特意敬献花
圈， 以表示他们对这位中国近代
艺坛泰斗钱君稥先生的崇高敬意

与悼念。
钱君稥先生逝世周年， 他的

学生画家吴晓峰先生在桐乡君稥

艺术院为老师造像建碑， 乔石同
志得知后，即为君稥像基题铭。

2007年 4月， 钱君稥先生诞
辰一百周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为
纪念钱君稥先生在文化艺术领域

的巨大贡献，为其建立“钱君稥专
库”，“库额”的牌匾也是乔石同志
题写的。

两位不同身份的中华巨子在

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建立起
如此真挚深厚的友谊， 不得不令
人深思： 如果没有几千年续就的
“儒士相交，谦和朴诚，鼎礼膜拜，
恨相知晚”作为素养铺垫，是绝对
无法做到的。

如今，两位老人已名垂千古，
就让这段难忘的记忆， 作为中国
文坛的一页佳话， 永伴他们儒子
交往的坦荡精神，长存于世，作为
青年学子人生的借鉴与欣赏吧。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五日
蔡瑞坤于思甘斋

（本版照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