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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休石刻画在杭州，原来收藏于孤山孔庙，最著名的就是

十六罗汉图。佛经里原有释迦牟尼佛弟子十六罗汉，佛嘱托这

十六弟子不去超脱生死轮回成佛，而是在人间普度众生，这是

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我根据他的十六罗汉，把这个石刻画变

成国画，这就等于用国画线条翻译石刻人物画，我觉得中国画

的线条表现力很丰富，国画线条有一种写意的自由，干湿浓淡

粗细，而且有书法的意味，浓淡虚实，艺术性就加强了。我把它

加上颜色，丰富多彩。画十六罗汉，我深有体会，每一个相都很

奇特，而且很夸张，很变形，当代也有很多画人物画的，但大多

都太真实了，太真实就是太平凡，实际上画人物画，我有一个体

会，就是要有一种英雄气概，靠外形、造型、骨相来体现人物的

气概，因为造型是靠视觉形象来体现，那么这种视觉形象就包

括他的气质，这个气质就有他的骨相，这一点，我在画贯休的画

时有很大体会，我过去画人物画没有体会这么多，因为过去画

人物画，都是画木墩儿，只是考虑造型的正确，还没有体会到造

型里面的骨相，更没有体会到造型里面的气质。这次画十六罗

汉，我觉得这种由外到内相结合的体会很深。而且我很佩服贯

休是从哪里找来这些形象的，每一个形象都是这样奇特、这样

夸张、这样有气概，而且都不同，到现在为止我也不大能在真实

生活中看得到这些形象。我常常想这些形象可以在哪里看得

到，应该就是在 NBA 篮球运动员里面，有一种骨相，造型很像

十六罗汉，可见古代画人物画的眼光非常敏锐，有很多形象，胡

子非常有装饰性，很美。其实像这种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看得到

的奇相是挺多的，在现在的生活中慢慢也能发现一些，通过画

十六罗汉，我有很多体会。

陈家泠曾画过一批十六罗汉，被上海一座寺庙收藏了。为

了这次展出，他又重画了一批，他满怀信心地说：这次画的艺术

性更强了。这次展出的还有一批观世音菩萨造像和一批善男

信女图。因为陈师母正患重病住院，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

压力和情感煎熬奋力创作，他经常一边跑医院，联系名医高诊，

一边以虔诚悲悯之心潜心创作观音大士像和一众善男信女，以

他精湛的艺术和虔诚的心灵祈祷爱妻的健康，正是这种乐观向

上、坚定执着的精神，使他的家庭豁达明通，前不久，重病的妻

子竟然还抱病来到他上海的展出现场，老太太镇定自若的神

情，深深感动了前来参观的亲朋好友。陈家泠对爱有着深刻的

理解，他说：从本质上来看，爱是什么？爱是一种力量，爱是一

种生命力，没有爱，哪有生命，没有爱,哪有力量，爱能产生无穷

的力量和生命力。正是这种力量，把你的生命不断地推向高

峰，不断地新陈代谢，不断地产生新的创作灵感，这就是爱。

与宗教题材相对应，陈家泠创作了具有海派文化典型代表

的“上海月份牌美女”，他说：这套画跟画老上海月份牌是异曲

同工的，月份牌是水粉画，有点像是照片，所以是很真实的，也

没有什么线条，但是我要把它变成国画，这个线条就有艺术性

了，原来的月份牌是很写实的，所以它要求“甜糯嗲嫩”，在那个

年代，月份牌画出来要符合当时市民的欣赏口味，而现在我给

它翻译成 21 世纪的了，其实我也是温故创新，不光是“甜糯嗲

嫩”，而且画的东西要有时代气息。怎么反映时代气息，旗袍，

我就把我的花鸟画搬上去，这样更有艺术性、更优雅、更生动活

泼了。我的线条多种多样，脸部和手部用的是陈老莲、李公麟

那种线条，衣服用的是陆俨少山水画的线条，在表现技法上加

强艺术性，这就使得月份牌美女不光光是甜糯嗲嫩了，而且也

有书卷气，不仅仅是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陈香，而且很摩登，

是 21世纪的美女了。

“明暗”伤在太写实

著名美术史论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郎绍君认为：“在当代上

海国画家中，陈家泠是敢于和善于变革者之一。‘敢变’，是说敢

超越自己的习惯画法和画坛通行的风格；‘善变’，是说这种变

革讲究分寸和度，不抛弃自己的长处和水墨画的基本特色。”。

“明暗”问题即所谓的三维空间造型问题，历来是中西绘画

的争论焦点之一，对此陈家泠有自己的独到心得：为什么我们

不要明暗呢？就是说，一有明暗，就太正式了，因为画画要装饰

性，不能太正式，因为装饰性本身就是一个画家的一个滋味的

体现，因为你要变形，你不能像照相机一样画人物，现在照相机

已经这么高级了，你画得再真实也比不过它。而且说实在话，

照相机达到高级的艺术境界，它也要变形，也要处理，何况我们

画国画的。

还有，比如说画人物画，我们为什么要重视线条本身的艺

术魅力，而不去搞明暗？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少女，她本身

就很漂亮，很有生命力，你再给她涂脂抹粉，再给她修饰，那就

是画蛇添足了，本来挺美的，反而变得不美了，那么到什么时候

需要涂脂抹粉呢？年纪大了就需要涂脂抹粉了，因为她本身的

生命力不够了，这就像线条一样，你这个线条很青春，很有生命

力，你为什么还要明暗，你就不要明暗，为什么要明暗，就因为

你本身的线条不过关，生命力不够了，你才要涂脂抹粉，这个道

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通过对十六罗汉的描绘，我觉得在画人

物画方面，我倒是悟出来一些古为今用的新体会。

艺术对人是一种滋养

问：能不能这样讲，你这次的人物画的创新才是你通汇自

己灵魂的核心呢？

陈家泠：这次可能是一个转换，从艺术的角度来讲，我认为

这只不过是一种内容的转换，从花鸟转到山水，从山水转到人

物，但总体来看，艺术就是要让大家换口味，就好像做菜一样

的，要做出各种不同的菜让大家享受，目的都是一样的。不管

人物、山水、花鸟，要使观众得到享受，这个享受不光光是一种

眼界的享受，还是一种心灵的享受，也是对人的滋养，不仅仅是

眼睛的滋养，也是心灵和文化修养的滋养，我换了一种颜色之

后，让观众有一种新鲜感，好像吃菜一样，总是吃一种菜，营养

也是单调的，反过来看，换一种菜吃，就有新鲜感了，会增加人

的食欲。画画也是一样，画了山水再画人物，要增加观众的食

欲，新的东西能引发好奇心，会增加观众的生命力量，如果一种

菜人们吃厌了，生命力就差了，所以转换画人物就是这道理。

对于我自己来说，这也是一种不断创新、不断探索艺术的

历程，这个历程很有意思，对自己也是一种享受，我们既要享受

过程，也要享受成果。对于观众来说，当然是要享受我的成果。

艺术就是好玩

问：画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不容易，您的风格早已为世人

熟知，现在算是成熟定型了吗？

陈家泠：我永远不会定型，上次到北京去开画展，题目叫做

灵变，什么叫灵变，灵变就是经常要变，而且变要变得灵，法无

定法，绝对不要墨守成规，要因势利导，要随机应变。

问：不要守成法。

陈家泠：对，石涛也讲过，这话太对了，没有方法的方法是

最好的方法，法无定法，佛教里面叫做大法，所以这四套画里

面，无法之法乃为之法，没有方法的方法是最好、最高的方法。

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就要追求这种最高的境界，要没有束缚，达

到无疆界、无束缚的灵变，自由王国的境界。

问：这种自由是你在画人物画中开始有的新感悟吗？

陈家泠：我认为这种自由可能是从画花鸟画开始，起先这

种感觉是从陆老师那里学习来的，因为我看陆老师画画很自

由，笔在他手里就像变魔术一样的，干湿浓淡，而且构图法无定

法，从左边画，从上面画，从中间画，从一边到两边到无数边，随

便弄弄都是一张好画，所以在当时我是羡慕的不得了，我觉得

这样就是艺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学校里面念书，觉得画人

物很受拘束，要打稿子，画素描，要画木墩儿，很不自由，不像陆

老师画山水那样自由，当然我的技术也没那么成熟，而且又是

画人物，当然达不到这种境界，但是这种理念和感觉对我影响

很大，后来我就慢慢朝着这个理念去发展。所以艺术是什么，

艺术就要自由；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好玩；艺术是什么？艺

术就是创造，艺术就是要随机应变，要行云流水，这才是艺术。

有的时候实践跟理论相差太多，我看陆老师的实践，虽然知道

要行云流水，虽然知道要自由，但是技术不过关，是达不到这种

境界的，这还要靠精湛的技术作为基础。后来，为什么我慢慢

自由起来，还是因为我多年的积累，像这种境界，不到 50 岁根

本不能体会。这种境界是一种理论境界，也是一种技术境界，

所以中国的文化就要靠熟能生巧，三四十岁绝对达不到这种高

级、精湛的技术境界，因为技术的本身就是一种生命，一种创造

力，一种美感，它有一种力量，而并不单单是一个内容，过去我

们在教育当中很注重内容，实际上从艺术本源的角度来看，这

种技术是相当重要的，它是基础，离开了精湛的技术，内容再

好，也不可能出现好的效果。就好像我们唱一首歌，内容很好，

歌唱家唱出来就好听，而我唱出来就没人听，人家不是来听你

的歌词，而是来看你的技巧的。

问：这种飞跃，你觉得主要是限制自由？

陈家泠：现实艺术语言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限制

自由，画人物还有造型，要很自由相对比较难。还有构图，对于

色彩的把握、线的把握、形的把握、构图的把握，是一种综合能

力体现，线仅仅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下转第8版）

陈家泠专题

（上接第6版）

荷花 180×97厘米 2012年

鱼系列之一 45×45厘米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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