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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曾经有家飞鸿堂，听这名字，好多人都误以为这
是一家武馆，或者是哪家“操扁掛”的打打行，其实是文化
人的殿堂。

江南有西泠印社，西南有飞鸿堂印社。西泠印社在杭
州，飞鸿堂在渝州（重庆）。

飞鸿堂的来源已久，查资料得知，在清雍正年间，有一
位治印高手叫汪启淑（1728年~1798年），这位老先生著有

“飞鸿堂”印谱一书。
到了清乾隆年间，另一位学者、藏书家、校勘家陈仲鱼

（1753年~1817年），在所写论印的书籍中，有一句“飞鸿堂
上惯留宾”，其中又提到飞鸿堂。

重庆的飞鸿堂印社，20世纪20年代就有了，最早在民
国路（现在的五一路）重庆市京剧团那个位置（当年叫王爷
庙），有一家刻字店，取名飞鸿堂刻字店，飞鸿堂里有很多刻
字高手。飞鸿堂刻字店的字号印章，均是“带卍字格花边加
梅花”，手工刻制很费时，制作繁缛，这种工艺现已失传！

民国时期的重庆飞鸿堂刻字店，聚集了很多金石高
手，能工巧匠。因而刻制的印章，工艺缜密，产品质量高，
有口皆碑。用行话说，当时的工艺水平，可以做到“宽能跑
马，密不藏针”。民国时期的飞鸿堂刻字店无疑是业界佼
佼者。

1949年后从事刻字的工匠仍是手工业个体经营，包括
飞鸿堂刻字店。1958年对全国的手工业者进行了改造，市
中区个体刻字从业者全部集中成立了“重庆市市中区刻字
工艺生产合作社”，1973年更名为重庆雕刻工艺厂，隶属重
庆二轻局工艺美术公司。

时任厂长李中权（李中荃）先生既是刻字工艺高手，又
是擅长金石篆刻的跨界篆刻家。李中权虽布衣素士匠人出
身，早年以刻字谋生，但他聪慧好学、勤习碑帖、广读印谱、临
摹佳作、深谙金石篆刻之道，弱冠之年便有操刀奏石之功。

集体化后他重新创建飞鸿堂印社，其目的是推广普及
篆刻艺术，仗之超越单纯刻字店的工匠作业，使飞鸿堂既刻
制普通的私人名章，又从事金石篆刻业务，雅俗共赏。

当时飞鸿堂从业人员
黄华章、成鸿勋、李毓

琛、唐俊皆该厂高
手。李中权先生
也 亲 自 操 刀 治
印，还特邀至交
黄笑芸、曾右石、
盛 伟 卿 等 篆 刻
家，客座飞鸿堂，

挂牌治印。
当时的飞鸿堂门市部装饰典雅，橱窗内展示出琳琅满

目高档石章、象牙印章，墙上展示近现代名家书法真迹，是
名副其实的书法篆刻圣殿。

金石学最早形成于北宋时期，唐宋八大家之一欧阳修
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在《金石录》中最早提
出了“金石”一词。这里的“金”主要指的是青铜器及其铭
文，而“石”则是指石刻，尤其是石刻文字。

1979年召开了全国第四届文代会，文艺界的春天来了。
1980年，文艺界终于摆脱了多年的精神桎梏。老厂长李中权
决定恢复飞鸿堂，将篆刻艺术发扬光大，继续贯彻雅俗共赏的
经营理念。1980年金秋送爽之时，在重庆雕刻工艺厂会议室
里，李中权组织召开了恢复飞鸿堂经营的一次座谈会。应邀
参会者都是当年重庆书法篆刻界名流人士和资深前辈：黄
原、许伯建、黄笑芸、曾右石、孟重輿、傅则、程敦志、许彦
白、毛峰、夏昌谦、程军等。

老友重逢、交谈甚欢，对恢复飞鸿堂经营一致支
持。座谈会上大师们个个挥毫泼墨留下墨宝庆贺。

为庆贺飞鸿堂能再开业，老先生们不辞辛
劳，商承祚题了竖匾、黄芦芸题了横匾、许彦白
榜书了“飛鴻堂”三个繁体字匾，使重新开业的
门市部增辉不少。门厅内又挂满了许伯建、
黄笑芸、曾右石等人的书法，挂牌刻印的篆
刻家除原有的黄笑芸等人外又增加了傅则、
程敦志、夏昌谦、程军等人。

改革开放后，久违的外国友人、游客、学
者络绎不绝来中国重庆，他们对中华文化十
分欣赏，格外喜欢，对书法、国画、印章都充
满好奇。飞鸿堂就在这段时间，承接了很多
外国友人要求刻制印章的业务，20世纪80年
代飞鸿堂进入鼎盛时期，名噪一时。

1988年底因房屋产权归属等问题，飞鸿堂
被迫停业。从1958年至1988年刚好三十年，
飞鸿堂的经营画上了一个句号！飞鸿堂虽然没
有了，但重庆雕刻工艺厂还存在，商承祚所书的飞
鸿堂印社这块黑底金字竖牌匾，一直挂在五四路雕
刻厂营业部，一直到2005年重庆雕刻工艺厂解散！

飞鸿堂辉煌的过去，厂长暨书法篆刻家李中权功不可
没，为了实现弘扬篆刻艺术的夙愿，先生作了很多抛砖引
玉的工作。李中权是重庆书法家协会第一届理事和组织
委员、重庆篆刻学会筹备组成员，是学会秘书长。先生于
1986年因病早逝。 （作者系重庆市邮政局退休职工）

“直线属于人类，曲线属于上帝。”打开电视机，经常听
到这句话。我觉得有意思，但没有深究。后来得知，这句
话是西班牙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100多年前的建筑宣言。

自人类走出洞穴，筑房建屋，横平竖直是建筑的标
准。而高迪却主张以曲里拐弯的曲线造房建楼，置疑声
嘈嘈杂杂。好在那是全面改建巴塞罗那的时代，允许百
花齐放，建筑师们使出十八般武艺，将自己的作品矗立在
街头，座座都是上乘的横平竖直。在左一排右一排的楼
房中，一眼就能认出高迪的作品：以大西洋蓝和绿为基调
的彩色巴特罗之家，已屹立街头一百余年，依然具有夺目
的辨识度，充分展现了高迪的曲线主义。这栋六层楼房，
窗户似外星人眼睛，屋脊似龙腾，连路标都是弯曲的，行
走其间，有失重感，门、窗户、屋顶、壁炉、走廊、楼梯、海葵
形吊灯……所有看到的线条都呈曲线、波浪、漩涡……我
仿佛丝滑地漂浮在海底龙宫，头重脚轻。

登上屋顶，仿佛升腾天空：一条巨龙蜿蜒静卧眼前，
蓝色的龙鳞，肉红色的龙腹，明黄的龙脊，绿色的脊椎结
……我遥想起中国的寺庙，据说灵感来自神话。

米拉之家，由奶白色石材构成，整个框架呈大波浪。
蓝色窗户，房间形状、天花板、窗户、走廊等均无棱角；顶楼
是红砖砌成的穹拱环廊，光线明明暗暗，穿行其间，有些许
未知的惊喜与恐惧；登临顶楼，大片黄光耀眼！眼前所见，
让人有些穿越，是未来还是过去？！无数奶黄色雕塑似人
非人矗立，几个一组，壮硕扭曲的身躯，头戴尖顶头盔、威
武站立，扁圆大眼远眺天际，形状各异的嘴巴大张，是在祈
祷还是在呼唤？感觉他们是遗留在地球的天外孤儿。

高迪到底是人还是神，或是睡梦中受到上帝的点
拨！高迪的父亲是锅炉工，母亲是家庭妇女，家境贫寒，
幼小的他又多病，常常独处一隅……感觉他也是误入人
间的孤儿。

被称为世界上最著名“烂尾楼”的圣家族大教堂，自
1882年开始建设，至今没有完工，因为140多年来，秉承民
间捐款初衷，有钱了才修。牛的是即使没有完工，早在
1984 年，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世界文化遗产；在
2011年对外开放。这座被誉为“上帝的建筑”教堂，每天
都有世界各地的游人前来拜谒或打卡。

我被教堂的外观震撼，特别是环绕一周后。圣家族
大教堂没有遵循任何古典教堂设计的清规戒律，完全按
高迪心中的教堂模样和曲线理念：无数座高耸的圆形镂
空塔楼直接云端，主体的三个立面雕塑讲述了耶稣一生：
诞生、受难、复活。整座教堂外观，泥色厚重斑驳，仿佛由
受难耶稣的骨骼筋络组成，苦难毕现，满目疮痍，触目惊
心，直戳心灵。

满心悲戚进入教堂，哗！丰沛的天光透过彩色玻璃
如瀑布从天倾泄，束束光柱五彩斑斓，根根参天大树般的
立柱直达天庭……没有古典教堂给人的庄严肃穆沉重，
这里如同传说中的伊甸园，阳光普照、草木茂盛、流水潺
潺、鸟语花香……高迪让受尽尘世之苦的众生，来这里感
受片刻的轻盈美好。悲悯众生的建筑大师啊！

最近听说，西班牙政府终于看不下去了，伸出援手，
拨出银子，增加人手，要求必须在2026年举行圣家族大教
堂全面竣工仪式——纪念高迪逝世100周年。

虽然高迪如同神一般的存在，但如果没有人助，恐怕不
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若干建筑中，17项被列为西班牙
国家级文物，7项获得世界级文化遗产殊荣。如巴特罗奇幻
之家就是巴特罗出资修建的，这位商人豪掷千金，让高迪狂
烧！差点玩破产；米拉之家出资人富商米拉，非常欣赏巴特
罗之家，于是请高迪为自己的二婚大典设计修建。

据说，高迪大学毕业时，校长面对他异于常人的毕业
设计，痛苦纠结。最终还是给高迪颁发了毕业证书，并嘟
囔：“我不知是颁发给了天才，还是颁发给了魔鬼。”

走进依山而建的古埃尔公园，如同误入童话故事之
中：巨兽大腿般支撑的回廊，世界上最长的贴满彩色瓷砖
的两条蛇形长椅，原始森林般的百柱大厅，彩色蜥蜴龙
……100多年后，见多识广的人们，依然眼前一亮，感触深
刻，流连忘返。

当年，这座公园是富商古埃尔出资，请高迪设计建造
的。他非常欣赏高迪，不在意高迪乖张古怪的脾气，他说

“正常的人往往没有什么才气，而天才却常常像个疯子”，
高迪的每一个奇葩构思，他都欣喜若狂，一律举手赞同。
高迪与古埃尔，虽然跨界，却灵魂相通。他支持高迪的事
业，将其引入上流社会，在这里，高迪得到很多订单。古

埃 尔 还 推
荐高迪设计圣
家堂。

这 些 富 商 的 财
富，让高迪放心大胆设计
建造自个心仪的建筑，从而
给西班牙和全世界留下了建筑
艺术奇迹。而这些富商也得以名
垂青史。

高迪并不缺钱，也有大房子住。
但他常年穿着简朴，有时还衣冠不整，他
习惯独处，少言寡语，不擅长与人打交道，
所以不娶老婆。修建圣家堂几十年，他就住
在工地。他经常灵感降临，突发奇想，必须现
场指导，付诸实践。一个长年混迹建筑工地的
老头，形象不光鲜很正常。所以当高迪被电车撞
倒在地时，熙来攘往的人群以为是位流浪汉，无视
走过。高迪倒下那天，巴塞罗那举行有轨电车通车
典礼。很久过后，还是位老太太认
出他，这是高迪呀！伟大的建
筑师！赶紧送往医院，但已
经晚了，抢救了几天，高迪
还是走了，享年 73 岁。
高迪出殡那天，全城人
带着内疚和歉意，都出
来为他送葬。

建筑天才高迪，
以流星罕见的波浪
运行方式坠落。

（作者系资深媒
体人）

高迪的曲线
□朱一平

重庆曾经有家“飞鸿堂”
□王小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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