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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徒授艺,?融成功
画家谢春彦：乔木先生一辈子只做了一

桩事，就是致力于美术事业的发展、画花画

鸟，课徒授艺。从艺整整一个甲子，若长征、若
耕耘、平实坚韧，光明磊落，自有大匠精神在。

他没有一些画家的陋习，也没有一些文人的
恃才傲物或颓废没落。无论顺逆，他坚持不

懈，日出而作，兢兢业业，脚踏实地，以墨家之

徒的精诚，走完平凡充实、圆融成功的一生。
昔人有云：学问之道，劳而不获者有之，

而未有不劳而获者也。他为艺为学的一生，充
满着一种极为可贵的中国传统耕读精神，以实

征艺，以艺践道，朴而勤，有进有守，于守成中
开拓开新，大类昔哲所谓中庸之道，故历史终

于选择了他。他深深沉潜于典丽明秀、亦工亦
写、活脱生香、有守有进的江寒汀先生开创的

海派花鸟画江派新显学，经过刻苦努力，以朴
以实对接，教学相长相生，终于达成他自己的

海上花鸟画新体，卓然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的一代大家。在长期的、广泛的教学授艺中，

这位来自河北深县（现深州市）、家贫几不能荀
活而流寓上海十里洋场苦谋衣食的燕赵子弟，

纸上求活，花鸟相与，笔墨砥砺，谨守师教，交
合南北，亦润亦朴、写真写神，交质互生、雅俗

浑一，创艺术辉煌，北人南相，亦可谓北人南香
者，足以成为画坛画史永久的佳话了。

简而不苟，用笔如神
画家富华： 毛笔是中国书画艺术传统的

工具，前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各式各

样的用笔方法。此曰笔法，其中如：中锋、偏
锋、侧锋、逆锋、顺锋、拖锋等，功力之深浅表

现在第一笔之中。技巧之熟练，运用之得法方
能变化自如，或飘逸潇洒，或凝重拙朴，或有

其更好的效果。中国画下笔力求表现力度、厚

度、形象、质地四个方面，并形成中国画用笔
的法则。对法则，画家们只能去认识它、学习

它、丰富和发展它。笔法不仅是区别一幅作品
之优劣与高低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中国画

家画品的尺度，除此之外别无他径。
乔木的作品成功之处亦在于此，他用笔

之稳健，笔法之纯熟是画家中所不多见的，用
笔之轻重转折，起笔之快慢有节，善用笔根、

笔肚、笔锋，全面地发挥了笔的功能。作画时

一笔不苟，从无任意涂抹欺世之作，从而达到

繁而不乱，简而不苟，可谓用笔如神也。

弄懂画理，叹叹“鸟经”

记者郑重：“你到底能画多少鸟？”
“两百种。”他的一位学生代他回答。

一听，我有些不相信。这两百种鸟是怎样
画出来的呢？就问他：“你能说出那两百种鸟

的名字吗？”乔木不假思索地一口气报了几十
种。他不但报出各种鸟的名字，还给我谈起

“鸟经”来了：每种鸟有什么习性，怎样喂养，

每种鸟要配上什么样的花，特别是画有季节
性特点的鸟，更要注意配景，常见的画燕子要

配杨柳、画白头翁要配红叶，画大雁要配以萧
索的景象……他把画理和“鸟经”完全结合在

一起了。
画画和演戏一样，演员对所扮演的角色

没有感情，自然是演不好的，花鸟画家对花和
鸟若没有感情，也画不好。乔木原来是布店的

小学徒，青年时就喜欢画画，小学徒哪有去观
察生活的机会呢，只是照着别人的画稿画。后

来，他拜江寒汀为师，有时就跟着江寒汀出去
写生。他们到常熟的破山寺，寺里有一块碑，

写的是“山光悦鸟性”，江寒汀告诉他画鸟要
懂得鸟的“性”。自那以后，他不但经常到公

园、山里、森林里去观察鸟的生活，自己还养

过鸟。你看，他编写的《花鸟画基础技法》一书

中的一百多幅插图，都是很有来历的。

画外功夫，学习自然
画家乐震文： 我与乔木老师相识，是在

1973年，那时我十七岁，而乔老师五十三岁，

正值壮年。回想起第一次见面，我哥哥的朋友
把我带进乔老师的家，见到他的瞬间，我便感

受到了他的艺术气场，而之后他的和蔼可亲
与谆谆教诲更使我感受到了他的胸怀和气

度。那晚的交流我至今印象深刻，他给我边讲

解边示范地画了一幅梅花小稿，精准的落笔
使周围的观者叹为观止。还记得当时乔老师

对我说：“画画，要做画外功夫，要知道梅花的
性质，是木本还是草本，要弄清楚梅花的花

瓣、花蕊是怎么长的，这叫学习自然，只有从
自然中体会出来的笔墨才是精彩的。”这一席

话，使初学国画的我受益无穷。
现在回想起来，我从乔老师那里学到的

除了国画的入门技法外，还有更重要的两点：
一是对他人的尊重，乔老师对任何虚心求教

的人，都认真施教，从不马虎；二是对艺术的
严谨和追求，乔老师师从江寒汀，继承了扎实

的写实性绘画风格，他倾其毕生精力将这一
画风义务传授给了登门讨教的学生。能得到

像乔老师那样对绘画有着深刻认识的学者的

引导，对我们这一代人的艺术发展之路至关

重要。虽然之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的绘画方
向由花鸟逐渐转向山水，但乔老师给我的每

一句教诲都是终身受用。

简朴淡泊，心怀他人
画家张培础: 乔老从教四十余年后退休，

但名声在外，社会活动应接不暇。他的作品清

幽高雅，为社会各界所仰慕，而学院也时因交
流、交际礼品之需向乔老求画。我曾以学院领

导及学生身份索求墨宝，当我无奈地诉说因
学校财务制度，无法以市场之标准酬劳给付而

致歉时，乔老亲切地对我说：“为学校做点贡献

是应该之事。”甚至他还悄悄地与我耳语：“哎！
培础，我有钱，是否需要我给学校一点？”我忙

摆手道：“这怎么可以！”这就是乔木老师。而乔
老个人及家庭生活的简朴、淡泊也令人肃然起

敬。乔老的画室不大，画桌、方桌、几把椅子、书
柜，墙上挂着乔老的几幅小品，但清丽素雅、整

洁温馨。乔老就在靠窗的画案作画，座椅是一
把最普通的没有扶手的硬板木椅，更没有成套

的家具和沙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乔老
一家人入住田林新村的毛坯房，而当今习以为

常的家庭装修直到乔老去世后方被提上日程。
在乔老画案后的墙上，曾挂了一幅四尺整纸的

蔬果园，上面题的小诗很有意，不妨摘上：“吃
亦素，穿亦布，吃素穿布，减少痛苦。”

热情好客，平凡也伟大
画家女儿乔苏苏： 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

父亲总是在伏案挥毫，作画不休，仿佛有画不

完的画。绘画是父亲钟爱一生的事业，绘画事
业是父亲生命中永远割舍不了的一部分。这

种记忆注定让我此生难忘。
父亲一向平易近人，热情好客，所以家中

也总是高朋满座，诚所谓“谈笑有鸿儒”。而父

亲的师弟富华老师曾有一打油诗戏曰：“喝口
水的，吃袋烟的，歇个脚的，聊个天的，来者不

拒，我画我的，一张也不浪费”，形容得惟妙惟
肖，绝无夸张。

父亲是一位平平凡凡的老人，也是一位
德艺双馨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几十年来，无

论是在何种环境下，父亲都以自己的绵薄之
力，负起责任，挑起担当，为国家为人民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煌煌海派巍巍乔木
———纪念海派花鸟画大家乔木先生

乔木（1920-2002）,字大年，斋名南有斋。河北
深县人。曾为上海中国画院兼职画师、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第四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上海
市文史馆馆员、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乔木先生是位温柔敦厚的艺术家，对人对艺，有
着发自内心的诚恳和一以贯之的执着。他的花鸟画，
既承袭乃师江寒汀绘画的精髓，又从所在所见的生
活中颇得灵感。笔下翎毛，形神兼具、姿态自如；纸上
花卉，姹紫嫣红、纯朴天真。纵然鸟有百余种，花放千
万朵，而在乔木先生的画中，娇而不媚、鲜而不艳。所
谓“画品即人品”，这句古话用在乔木身上最为恰当。
今年是乔木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百年乔木———乔木
作品回顾展正在上海中国画院美术馆（岳阳路 197
号）展出。展览不仅展出了乔木先生的绘画成果，也
引出了乔老的同道、学生和家人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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