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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食堂“卧虎藏龙”

过新年，各种美食触手可及。稍不

注意，宝宝沉浸在“美食的诱惑”里，肚

子吃得溜溜圆，各种不舒服就来了。家

长开始担心：“我家宝宝便秘又口臭，

是积食了吗？”“宝宝积食发烧了，吃点

什么管用？ ”

宝宝积食发烧 该如何管控制 苏翊鸣： 从童星到奥运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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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上海一些社区食堂办得红

红火火，成为市民15分钟生活圈的重要

组成部分。 美味、便捷、特色、智能……不

少社区食堂凭借良好的服务、亲民的

价格和温馨的口碑让社区居民切切

实实感受到“舌尖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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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一无二的“程家样”

程十发出生于上海松江， 自幼对书

画、古文情有独钟，在 60 多年的艺术生

涯中，开创了独具个人特色的“程家样”

艺术风格。 夫人张金錡师承民国艺术大

师吴昌硕一脉，在书画界亦多有建树。出

生在这样一个书画世家， 程多多自幼便

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父亲从小带我去

听戏，尤其对昆曲尤为嗜爱，看戏时会在

旁边给我讲解。受他影响，我也对昆曲有

别样的喜好。 ”

和中国的传统绘画一样， 昆曲有着

浓重的写意色彩， 它的表演原理与中国

画在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以形写神，重

在传神。 程十发最初学习的是中国山水

画，但是最早引人瞩目的却是人物画。他

追求中国画的本源，回归到“线”的艺术。

他探索、创造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程

家样”式的人物画，并且随之扩展至花鸟

及山水画领域， 最终建立了一整套完备

的符号明晰、 可以自由的言说人物、花

鸟、 山水等中国水墨画的绘画语言，“一

看这张画，就知道这是程十发画的，这就

是‘程家样’。 ”程多多说道。

“‘程家样’是模仿不来的，包括我自

己。 ”说起自己与父亲艺术风格的不同，

程多多话里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父亲

的绘画技艺已至巅峰。平日里画画时，老

爷子就坐在画室里， 周边围着许多朋友

观摩。老爷子一边和他们说笑，一边挥毫

泼墨，不经意间一幅画就完成了。而画上

的每一笔又恰到好处， 丝毫没有因为聊

天说笑而受影响， 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

界。 ”

“中国画不可以修修改改， 画中国画

看上去很随便，但笔笔花心思。 画画要追

求偶然性，偶然性出于必然性，要做有心

人。 ”这是程十发自己对画画的理解，也是

他通往艺术殿堂的成功秘诀。 程多多坦

言， 父亲的画是一道自己无法越过的坎：

“父亲的风格就是博采众长， 从不拘泥于

一种风格， 如果想依靠模仿父亲的话，反

而落入窠臼，再也无法超越，父亲这条路

别人很难再走。 ”

父亲教我画画听戏

童年时的程多多对画画一事没有表

现出太大的兴趣，“小时候家里到处是画，

尽管我小时候也会在画纸上画两笔，但更

喜欢做一些手工模型。 ”还是孩子的程多

多，喜欢自己拼装收音机。 父亲看到了，非

但没有干涉他的兴趣， 反而鼓励他好好

干，甚至让妻子陪同程多多一起去很远的

地方买收音机配件。 有段时间，程多多又

喜欢上了音乐，说想学小提琴，父亲就悄

悄地帮他买了一把小提琴。 父亲对程多多

只有一个要求：“不管做什么事，既然做就

要把它做到最好。 ”

十岁的时候， 程多多才渐渐收敛起

心思，专注于画画：“我觉得应该是那个

时候我能看懂父亲的画了。 父亲知道我

开始想认真学习画画后， 马上开始正正

规规地给我布置作业， 比如你要画什

么，你要怎样画，你要怎么样写生，你要

怎么样画线条，写什么字，临什么帖，怎

么临。 这之后我才算正式走上了画画这

条路。 ”

长大一点后，程十发把儿子送去了少

年宫学习， 但却没有放松对儿子的教导。

程多多至今仍记得父亲教导自己画画时

的场景：“他的教学方法很简单，他不讲很

多，就是一针见血。 我在边上画画，他就把

你的问题一句、两句说出来，你要自己去

揣摩。 所以做他的学生需要有些学问，就

像他讲话一样， 你要懂得去理解和揣摩，

他讲你好，不一定好，他讲你不好，不一定

不好。 ”

程十发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表面看

不出来的，只是让儿子自己去学，但是骨

子里认为儿子“应该做一个有点成绩的画

家”，所谓“有点成绩”，即一定要临古画，

一定要学前人的东西。 程多多回忆，父亲

一直教导自己要“推陈出新”，不打好“陈”

的基础无法推“新”。 在这个理念的指导

下， 程十发不允许儿子临摹自己的作品，

而是让他临摹宋人的团扇、李公麟的《五

马图》以及《八十七神仙卷》等，目的便是

要他理解白描线条的奥秘，品悟传统艺术

的魅力。 程十发十分注重儿子对线条的把

控，哪怕这根线条不是毛笔的，是一张铅

笔画的写生，他都会一一进行绘画技法的

点评。

除了绘画， 程十发还经常带儿子去

看演出。 父子二人看戏， 儿子坐在台下

看，父亲在一边速写。 一边速写，程十发

一边会和儿子讲解这场戏的各种细节，

包括下面一段的戏你要看什么表演，里

边哪一段是精彩的，这个演员好在哪里，

怎么欣赏表演艺术等等。 在潜移默化的

熏陶下， 程多多也培养出了很高的艺术

欣赏能力， 并将对各种艺术的见解融入

自己的画中。

程多多成年后， 父子二人经常一起

唱戏画画， 合作完成了多幅连环画和中

国画， 不仅沟通了父子感情， 也在无形

中提升了程多多对父亲绘画技艺的理

解。

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程氏父子俩的画中不约而同地都融

汇了西方艺术的理念。 改革开放后，程

多多赴美深造， 成为旧金山艺术研究院

的一名研究生。 在多年的留学生涯中，

程多多开阔了眼界， 对自身的艺术定位

有了新的思考。 他开始有意识地用一些

西方艺术元素、 理念来思考中国画，并

尝试融入到创作中。 程多多相信， 艺术

的创新不是简单地改变原有的风格，或

抛弃传统、 另起炉灶， 而是在原有的基

础上， 通过借鉴新的艺术观念、 技巧等

手段， 为我所用， 充实和丰富原有的绘

画语言， 而绝不是把中国画画成失去中

国画意趣的作品。

程多多相信， 画画要抓住事物变化

中一瞬的感觉， 靠照片是做不到的。 为

此， 在美国留学期间， 程多多经常驾车

旅行， 当猛然看到一处奇特的风景时，

他会在心中把那一瞬的感觉记录下来，

如他的《优山美地国家公园写生》《云开

半夜千里静》《大峡谷》等作品，就是旅

行后的感受， 将写实和写意巧妙结合，

让人浮想联翩。

父亲程十发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是会

抓住一切空闲时间， 通过看书汲取营养，

丰富自己的阅历。 程多多后来听上海人美

的老师们说起，父亲经常利用中午休息的

时间，就在资料室里看外国书，看外国画

报。 (下转第 3版)

“我的绘画风格并不同别

人两样，我也是‘抄袭’，但不抄

袭人家已经抄过的东西， 只是

我抄的人家不易发觉。 我有时

从古人中比较冷门的， 或是在

古代曾经热门过而又冷下来的

东西中吸取。 ”———程十发

程十发是海派书画大家，

一生致力于弘扬国画精神，传

承国画精髓，开辟了“程家样”绘

画艺术流派。 去年是程十发诞

辰 100周年， 其子程多多与书

画界的同仁们纷纷撰文怀念。

现年 75 岁的程多多沿着父亲

的脚步， 在书画界走出了属于

自己的独特道路。 父子二人的

不同理念隐含在他们各自的艺

术风格之中， 而他们的艺术作

品也显现了家庭教育对艺术创

作的作用。

◆记者 曹儒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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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月 15日下午结束的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决赛中，中国选

手苏翊鸣发挥惊艳，一举夺得金牌。

2 月 18 日即将迎来 18 岁生日的

苏翊鸣， 成为这个项目冬奥会历史上

最年轻的金牌获得者。
第 16版

■图为程十发、程多多父子 ■程多多

■程十发、程多多父子俩在画室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