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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下宏愿：“总有一天，我要把心中

的梁山好汉们全都画出来！”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78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禁锢了

十年之久的文艺界渐渐复苏，原本

因为画了连环画《陈胜吴广》而获

奖的青年画家戴敦邦，终于得偿夙

愿，将原本在家偷偷构思绘制的白

描水浒人物，进行了全面整理与重

新绘制。在这过程中，明代人物画

大家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对他的

启发很大，但聪明的戴敦邦，在学

习传统艺术的过程中，采取了“一

躲二学”的办法，学习前辈大师刻

画人物的神态和线条组织方法，却

在人物造型上，力求创新，避免雷同。

这套作品的出版，产生了巨大的艺

术影响，直至今日，许多表现水浒

的绘画作品、工艺品，依旧能够看

到受戴敦邦这套画影响的痕迹，因

此被幽默的戴老戏称为“影子产品”。

成功之后是孜孜不断的求索创

新，到了创作《戴敦邦水浒叶子》时，

挑战彩色人物绣像的戴敦邦又将对

前辈艺术的学习继承总结为“一学

二躲”，学习古人的艺术精神与追求，

却在造型和用笔上，力避简单的模

仿与复刻，而是走出一条属于自己

的艺术道路。在之后的岁月里，他

创作了连环画《逼上梁山》《狮子楼》

《野猪林》，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水浒传》精装本画过插图，还

为儿童版《水浒》创作了白描插图

与彩色绣像……直到晚年，戴老依

旧挑战自我，不仅用一回两图的体

量画成了全本《水浒传》，更在年

过八旬之后，补充绘制了之前没有

表现过的一些人物与情节，出版了

大型宣纸画册《逼上梁山》……真

可以算得国内《水浒》绘画第一人了。

多少年来，戴敦邦笔下的古典

题材及古装人物成为一代代艺术爱

好者们心中的经典，其画风传承中

国传统文化与美学精神，用笔精到，

浓墨重彩，雅俗共赏。然而，鲜为

人知的是，哪怕是画了无数次的“林

冲夜奔”，如何发挥自身在造型艺

术上的长处，通过纯正的中国画线

条，做到“气韵生动”，始终是戴

敦邦不断思考的问题。因此，每画

一遍《水浒传》，他总是强调“熟

戏要生唱”，在造型、构图与线条

的表达上，可谓动足了脑筋，力求

三个字——“不一样”。

在他看来，艺术本来就是一件“和

自己过不去”的事。原本为古典人物

造像并非难事，毕竟谁也没见过古人

的容貌，可为了画出属于戴敦邦的特

色，体现独到的“戴家样”艺术品位，

戴老自己给自己找了不少麻烦，“我

总希望自己的作品经得起推敲，尤其

是我笔下的题材，多数是古典文学名

著，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尽量做到‘三

碰头’——原著描写形象、画家笔下

造型与读者心中印象三者得以吻合”。

在戴敦邦看来，要做到“三碰头”，

必须求教于三位老师——汲取民族绘

画经典的精华，吸收传统戏曲、民间

艺术甚至外国艺术的滋养启发，以及

阅读原著与体验生活的高度结合，而

这三条，也正是“戴家样”艺术成功

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戴敦邦的绘画方式。他

曾经说过，每每创作大型作品，在

前期准备过程中，面对着雪白的宣

纸，有时脑中一片空白，有时却又

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怎么都无从

下笔。但是，随着准备过程的不断

深化，主要形象竟会如同电影一般

一一逐渐浮现于自己的眼前，如何

布局，如何下笔，一下子变得明朗

化起来。而在这一刻，戴敦邦就如

同演员“入戏”一般，用自己的生

命与画笔，融入到艺术营造的世界

中去。随着笔下的人物一同喜怒，

一同哀伤。“这种创作情感的投入

很辛苦，却值得。所以我每次画完

一套大部头的作品，总会大病一场。

有时甚至还会产生幻觉，怕自己那

么长时间辛苦经营的作品无端被窃，

或者莫名其妙地遭遇天灾……每天

白天只有把它们拿在自己的手上，

晚上枕在自己的头下，才能让我安

心。”直到每一套作品顺利出版之后，

戴敦邦的心这才放下，渐渐走出自

己所营造的艺术世界里，走上下一

段求索之路，毫不停歇，“我是抱

着对历史的崇敬和对古典文学名著

的敬畏之心来创作的”。望着眼前

下图：戴敦邦作品

《桃花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