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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富才子
总体来说嘉定一马平川，既无高山，又无

大江，但土地肥沃，雨水充沛，四季分明，遗存

丰富，粉墙黛瓦，风物宜人。嘉定的园林很出
名，大都发端于明朝，均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

堆山叠石，开河引流，种树植卉，能把一块薄
田，顷生山川幽壑气象，且又充满情景交融的

意境。建园者大都具有嘉定文人雅士的身份，

有崇尚自然山水的胸怀，有对造化生态之敬畏
和对山水云泉之思恋的情结。这种风气逐渐

演变成了嘉定人特有的一种文化价值观。
嘉定历史上绘者众多，但最富有成就者，

几乎为清一色的山水画家，李流芳、程嘉燧、
吴历、陆俨少、宋文治⋯⋯我想这大概与嘉定

的物理遗存和它的文化价值观有着潜在的联
系。1909年，陆俨少就出生在这里，土地和血

脉的关系，与乡土的亲情浸润并影响着陆俨

少的一生，以至于他一口浓重的乡音和口味
终身未改。早年乡之先贤李流芳的《芥子园画
谱》，使他“从中知道了一些画法以及传统源

流”，发蒙了他的山水画萌芽。邻居王同愈的
悉心关爱和教诲，启蒙了他最早的古典修养、

书画诗文体验，为其一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对他后来走入山水画艺术的最高殿堂，

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继之由王同愈
举荐拜在冯超然门下，使“一介乡下小子”正

式登堂入室，并树立其为艺术而“殉道丹青”

的治学精神和人生目标。

陆俨少是一位“开派”的山水画大师，这
个开派的意义主要存在于他对传统绘画的继

承和发展上。成就主要体现在通过他的努力

及助推，使具有千余年历史的，代表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文人画的“书写性”和“写意性”得

以回归和重生。他又给传统的文人画注入了
造型，画法更具有“南北宗”相间，笔墨更抽

象，更具独立审美价值的新意。我们可以从他
大量的册页、手卷等遗存中得到印证。这些作

品的书写性成分有的几乎接近书法意趣，尤

其是晚年的一批水墨写意册页，大面积的墨

块和干涩生拙的长短线条相间使用，完全进

入了一个抽象世界。
陆俨少创造的勾云、划水、墨块、留白，为

中国山水画在形式、符号上如何继承传统，如
何观察造化自然，如何探索创新发展，创造了

具有极大启发意义的成功个案。陆俨少的成
就还体现在他的很多著作里，主要有《山水画

刍议》《陆俨少自叙》《陆俨少课徒画稿》《画余

杂缀》。体现在他的山水画教育上，创造性地
构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山水画教育体系，且

影响至今。

理气得灵变
从陆俨少艺术思想的观点、作品形成的

过程，作品特色为载体，笔者认为，陆俨少艺

术思想的精神内核就是“理气”和“灵变”。
陆俨少在其《江山秋色》小卷中题曰：“夫画贵

有理气，此外笔墨灵变，最为要义”。陆俨少把
“理气”、“灵变”放到画中“最为要义”之地位，

可见二者的重要，此也可算作陆俨少治艺而

不常示人的家传“秘诀”。我们从句中也可体
会到他的用词逻辑，“理气”为“宗”、“为贵”，

“灵变”为“铺”，为“此外”，二者既互融，但又
有先后的从属关系。一画之中“理气”和“灵

变”均能具备，所画才能气韵生动！
陆俨少的“理”就是指对中国山水画沿变

规律的思想认识、看法、审美观、价值观的理
想体现；“气”就是指对画面大的气局走势布

置的控制能力；“灵”就是要求中国画运用特
殊的笔墨，所呈现出灵动鲜活的特殊气韵；

“变”就是要求画家在创作实践时，画面章法
生发时的肌理“相间”的节奏变化，这个“变”

又关照到画家在保持总体风格不变下的面貌
之变，以及创作过程中情感之变。

陆俨少这种艺术思想的产生，不是一蹴
而就的，也非空穴来风。

文化进程是必须赖以立足民族传统文化
之基，再则随应时代特征，不断扬弃、取舍变

化而发展的。陆俨少在他的《山水画刍议》中
提出对传统不能“泥古不化”，且又阐明了怎

样“化”的方法、途径和目标。他年轻时就立志

于古典文化综合修养，对史书、画论、古诗，游
记、碑帖、绘画、篆刻、书法多有猎涉，且手不

释卷，孜孜不倦。作为一位立志殉道丹青的画
家，他还能把治学用功的比例分配为“四三

三”，即四分读书、三分画画、三分写字。他的
阅读方式也是非同寻常，他往往能在复杂的

信息中把握宏观，辩证地看待事物，从中找出
规律，强化实践验证，强调是非识辨，并上升

到理论，或归纳为一个论点，在“加法中做减
法”，把书读透、读活、读精。

唐代张璪提出“外师造化，中得心源”，陆

俨少也选择了这个路径，他的师造化的方式也
引起了人们深入研究。他在《自叙》中写道：“我

自下生活到山水中去，从不勾稿，只是恣情观
看⋯⋯看山看神气”。这“神气”的切点，就是他

关注的是大自然宏观的精神面貌，大的“气”
象，特殊的结构规律和具体“灵”与“变”的特

征。这种从宏观上着眼，微观上找差异的入手

方法，对最终形成和运用“理气”与“灵变”的艺
术思想的真正精神内核是分不开的。

陆俨少的“行脚”之广，在同辈和师辈画

家中，应该是很突出的。正如他所叙：“予无他
癖嗜，惟好游”。他的这种“好游”带有很大的

自觉性和目的性，因为都是为着“画”而去的，
带着他画家特殊的眼光和思维而去的。

在此指导思想和理念的引领下，陆俨少开辟
了一个山水画新境界，我把它概括为“师传

统，师造化，不断新我”的陆式经典。它既不否

定传统，又关照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不失
自我。在当下或完全抛弃传统、另起炉灶，或

死抱传统不放、墨守成规，尤其“工笔密体山
水画”样式盛行，写意性缺失的背景下，这种

经典显得更有启迪意义。

陆家有“兵法”

无论从陆俨少早年作品中的娟秀灵动，
光亮丰富；中年的沉着痛快，变化淳厚；还是

晚年的生拙古厚，老辣浑然；但笔墨灵动鲜活
的审美规律始终贯穿其中。陆俨少的笔墨成

就源自于他“与古人血战”的勇气和胆魄，源

自于他熟读古画的“贫儿暴富”，源自于他长
期艰苦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笔墨实践和探

索的结果。
有着画坛“一枝小笔打天下”之美誉的陆

俨少，习惯于用狼毫小笔作画，且一管到底，
中间很少换笔。狼毫小笔作画因笔中水墨含

量少和毛笔着纸后的接触面积小的特征限

制，加上生宣特有吸水力强和易渗化的特点，
迫使毛笔笔头、笔肚、笔根的功能尽量发挥和

运笔速度的准确控制，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

能。这也对当下画家喜用大笔，熟纸或处理过
半生熟纸作画弊端有些许启迪。陆俨少深知

只有把笔墨的特性发挥到极致，把毛笔和墨
色所展现出的痕迹，其矛盾的状态做到最大

化，笔墨的趣味才会出现，笔墨才能有其生命
力。这就是“陆家山水”的笔墨特性，也属于陆

家山水能打天下的看家本领。
陆俨少的用笔，总会给人有一种生命的

呼吸力量，有“悲欣交集”的历史厚度，又有融

会贯通的历史信息，更有波澜起伏的情绪变
化。这就是他的天赋，就是“陆家山水”用笔上

的“主要样式”和成就。
艺术趣味来自于用艺术的表现手法来表

现物象节奏的多方“变”化。山水画中之变，就
是要运用一切绘画形式手段，结合山水画的

技法特点，又发自于个人感情需要，加以综合
运用。

陆俨少是玩“变”的大师。一个画家的成
败，与他的变的理念，变的手段，变的技巧，与

手中掌握变的“零件”多少，有着十分内在的
关联。陆俨少之变，无论从接近传统的画法，

还是极具个性的创新画法，抑或借鉴某些西

洋现代技巧的抽象画法，表面看使人难以摸
透源自何家，但细究还是都能看出其中隐藏

的历史传承信息，只不过经他的“加减乘除”
巧妙的变化处理，以及被他强烈的“腔和调”

及“笔和墨”的样式所掩盖。这就是陆俨少的
“变”，这就是陆俨少在艺术上的“狡诈”，这更

是陆俨少艺术上的“陆家兵法”。

◆ 王 漪

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在世界艺术史中无疑是独特的，产生了许许多多中国绘画史
绕不过去、又有着巨大影响力的画家。陆俨少就是其中的一位。2019 年正值陆俨少诞
辰 110 周年，10月 23日，陆俨少艺术院携手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
同日共同拉开“穆如·晚晴———纪念陆俨少诞辰 110 周年专题展”的大幕，300 余件
（套）作品，涵盖了山水、花鸟、人物、书法、篆刻等题材，以及与师友之间的诗画往来，全
面、立体地展现了陆俨少书画篆刻艺术的成就，以纪念这位“峡江奇景”般的“画人”。

本刊特邀陆俨少艺术院院长王漪撰文，剖析陆俨少艺术思想的精神内核，策应中国
画坛的现状，并启迪中国画的未来。 ———编者

四分读书、三分画画、三分写字———

十分有“功夫”的陆俨少

▲ 桐庐小景

▲ 陆俨少杜甫诗意册（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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