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近代美术界文人画代表性人物、江西修水人陈

师曾逝世 100 周年。作为近代具有相当影响力、诗书画印

素养非常全面的一位美术家和理论家，值得我们再度深情

回望。

在近代美术界，陈师曾首先提出“文人画”并探讨了

其价值所在。他在所著的《文人画之价值》里明确提出，

“何谓文人画？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

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

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或谓以文人作画，必于

艺术上功力欠缺，节外生枝，而以画外之物为弥补掩饰

之计。殊不知画之为物，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

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

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

术者，即在陶写性灵，发表个性与其感想”。他认为，如

果画家没有自己的想法、仅仅是个画匠的话，那就与一

个照相机干的活是一样的。

《文人画之价值》一书是 1921 年出版的。百年后的今

天，尤其在油画界，对于照相写实主义是否还有很大艺术

价值仍存争议，从中可看出陈师曾思想见解之独到与超

前。倡导文人画，倡导以文人独特的视角和感受来进行美

术创作，陈师曾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14 年前后，陈师曾来北京不久，就带着对这座城市

的新鲜感和创作热情创作出《北京风俗》册页，以旧京风俗

入画，描绘民间红白喜事等风俗人情，包括封建遗老之穷

愁无聊等情状，其中还有涉及时政的漫画等，充满生活气

息和人间情味。这套册页既有文人画的意趣，又不乏西画

的造型与光影，堪称城市风俗画的开先河之作。

陈师曾另一件高知名度、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绘

画作品《读画图轴》（下左图），创作于 1917 年。这一年国

内发生水灾，北京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同行义举，在中

央公园即现在的北京中山公园举办展览、筹款赈灾。《读画

图轴》这件作品今天读来依旧动人，以大块面的墨染造型，

场面丰满，笔法却很简练。它是地道的中国传统笔墨，但

也部分吸取了西画的光影趣味，是一件有着浓厚时代特征

的写实主义国画佳作。

除了写实创作，在传统山水、花鸟等国画创作上，陈师

曾也注意抒发自己独到的感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文

人画有何奇哉？不过发挥其性灵与感想而已”。从写意画

取法路径上看，他近学吴昌硕，远宗明人徐渭、陈淳等大写

意笔法。他遵从传统、热爱古典艺术，自号“朽道人”，但其

实并不迂腐。其强调发扬个性，其实就是为了突出创新创

造的一面。他在实践中既能创作传统意义上的折枝花卉，

也能将身边寻常景物信手拈来，巧妙地融入到画作之中。

他将李叔同在杭州出家为僧前赠给他的十多种民间工艺

品，如泥马、竹龙、广东泥鸭、无锡大阿福（泥娃娃）、布老

虎、日本泥偶人和维纳斯石膏像等，画成一条幅《息翁玩具

图》（下右图），奇思妙想，大胆落墨，极富个性。总体上看，

陈师曾的作品既合乎规矩，又不受程式束缚，画风雄厚爽

健，富有情趣，自成一家。

书法篆刻也是陈师曾擅长的门类。从篆刻从艺经历

看，他学习吴昌硕、提携齐白石，眼界是毋庸置疑的。姚华

在《染仓室印存》序中已说得很清楚：“师曾印学，导源于吴

缶翁，泛滥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陶文，盖近代

印人之最博者。”这对其篆刻评价是很全面的。总体上看，

他的篆刻，重在恢宏大度，存有天然去雕饰的气质。从存

世墨迹上看，他行书、篆书、魏碑一路楷书均能下笔有法

度，也有自己潇散的个性。

陈师曾去世，当时震惊了整个文艺界。1923 年初夏，

他回南京省亲，伺候生病的继母俞明诗。继母病逝后，身

体孱弱的陈师曾冒雨送葬，因悲伤过度，旧病复发，一个月

后辞世，年仅 48 岁。同年 9 月，北京文艺界为其在江西会

馆举行追悼会。梁启超在致悼词中称：“师曾之死，其影响

于中国艺术界者，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地震之所损失，

不过物质，而吾人之损失，乃为精神。”吴昌硕的题字是“朽

者不朽”，这是对陈师曾艺术人生的最高评价。齐白石则

写诗哭师曾，说如果可以换回陈君的生命，他宁愿拔剑了

结自己性命：“哭君归去太匆忙，朋友寥寥心益伤。安得故

人今日在，尊前拔剑杀齐璜。”

有人说，“如果没有陈师曾，20 世纪初期的北京画坛

一定会黯淡许多”。从中可见其在当时画坛的地位。在去

年中国嘉德春季拍卖会上，《息翁玩具图》这件有着 17 处

著录的拍品，拍出了 126.5 万元的高价。这无疑是今人对

陈师曾创作的一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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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中国邮政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五）》纪念邮

票一套 5 枚（如下图），全套面值为 6 元。入选的 5 位文学家分

别 是 ：欧 阳 修（1007—1072）、苏 轼（1037—1101）、李 清 照

（1084— 约 1155）、陆 游（1125—1210）和 辛 弃 疾（1140—

1207）。这是我国自 1983 年开始发行《中国古代文学家》系列

邮票以来的第五组。

此套邮票由马振声设计，采用中国水墨写意人物画的表

现方式，笔墨酣畅，人物生动形象，突出人物的精气神。邮票

采用影写版工艺印制，紫光灯下可欣赏与画面人物场景所对

应的诗词散文名句。

这 5 位文学家中，欧阳修为江西永丰人。辛弃疾虽为山

东济南人，但他在江西铅山生活时间长，其足迹踏遍铅山山

川，在词作中借铅山的地名，记录了他对铅山的热爱和难以割

舍的情怀。11 月 8 日，永丰县、铅山县分别举行邮票首发式以

纪念他们。

苏轼虽为四川眉山人，但在谪居湖北黄州期间创作了著

名的《黄州寒食诗帖》和《定风

波·莫听穿林打叶声》。11 月 8
日 ，湖北黄冈市举行纪念邮票

首发式 ，以纪念这位曾在本市

黄州区留下千古名篇的文学家

苏轼。

这 5 位文学家中，“待遇”最

高的是辛弃疾。举行邮票首发

式纪念他的地方 ，除了江西铅

山 ，还有山东济南。李清照与

辛弃疾均为济南人 ，清代著名

学者王士禛称李清照（号“易安

居士”）与辛弃疾（字“幼安”）为

“济南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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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大家闪耀方寸
——《中国古代文学家（五）》纪念邮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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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笔者创作的绝版油印套色木刻版画

《都市述说-18》（如图），有幸入选第二十五届全国

版画作品展览。作品宽 110 厘米，高 80 厘米，画面

以人群集中的路口为表现主体，反映的是城市上

下班高峰期的景象。

图像是对思维主导的重构。这件版画作品画

面中的人物、景物，均具有生活现场的典型性，似

摄影而非摄影，对人物作了符号化处理，找不到具

体的人物形象，展现出的是一种城市状态。作品

将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进行艺术语言的转

换，使观者对这种生活场景产生陌生感，并引发对

画面场景的思考。

技术是版画的一个重要因素。版画的偶然性

和印刷带来的“版痕”，是版画有别于其他画种的

重要特征。与此同时，版画“版”的特性，也容易使

版画作者被惯性思维和效果所禁锢。绘画者都知

道，按照某种模式形成画面是相对容易的，但打破

成熟的模式和固化的思维却很难，而艺术的价值

恰存在于此。“都市述说”系列作品是笔者比较重

要的一条创作主线。从 2012 年开始创作，目前已

经完成该系列作品 30 多张，力求每张作品都与前

面的作品有所差别，包括思想内涵和技法表现，不

重复自己，也不照搬别人，以此步步深入，探寻作

品的价值。

套色木刻是以木质雕版为载体，经过不同版

的对版叠印完成的多色版画木刻，在中国已是一

项成熟的技术，“北大荒”艺术家在 20 世纪已将此

技术做到了近乎极致。近年来，也有不少作者以

技术见长，其作品细致程度可以媲美高清照片，

令 人 赞 叹 。 笔 者 的 这 件 作 品 ，虽 以 套 色 木 刻 完

成，但在效果上与常规的木刻有一些差别，力图

以一种轻松的语言打破“版”所带来的固有效果，

打破套色木刻印刷的“实像”和刻板过程中固有

“刀形”的存在，以一种艺术的思维冲击画种的特

性，并在此基础上，发掘直接和间接绘画语言结

合的可能。如此，刀与笔、纸与版有机融合，画面

艺术语言的质感突显，从而产生一种较为特别的

效果。

文人画“朽者不朽”
——近代美术家陈师曾其人其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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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再现常见的生活场景
——版画《都市述说-18》的创作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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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面《花卉》陈师曾绘

■陈师曾（1876—1923），原名衡恪，字师

曾，号朽道人、槐堂，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著名美术家、艺术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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