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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十发先生是海派书画大师，同时也是一位收藏家。他生前将自己收藏的一百余件历代
书画精品捐赠给了国家。

记者专访了程十发的学生、画家毛国伦，听他讲述发老与这些作品的故事。

程十发：能看到这些画，是一种幸福
■ 本报记者 陈俊珺

趣艺

梦中相见陈老莲

程十发是明代大画家、书法家陈洪绶的忠
实“粉丝”。在他旧藏的一百余件历代书画精品
中，有十余幅都是陈洪绶的作品。他认为，陈
洪绶的画“古穆庄严，一洗浮俗之气”。他还有
两方收藏印：“十发梦见莲子”“十发梦见悔
公”。莲子、悔公指的都是陈洪绶，他幼名莲
子，号老莲，明亡后，自号悔僧、老迟、悔迟。

毛国伦是 1960年进入上海中国画院拜
程十发为师的。在他的记忆中，程老师很注
重基本功的训练，为了打好基本功，必得临
摹陈洪绶的《归去来图》《隐居十六观》。上世
纪 80年代，程十发去美国考察，在一所大学
的博物馆里偶然见到陈洪绶晚年所画的《六
逸图》，惊喜万分。他想办法讨得《六逸图》的
照片，带回画院供学生们临摹学习。

陈洪绶生于一个走下坡路的士大夫家
庭，历经明末清初的动荡，造就了他孤傲冷
僻的性格。他曾写过这样一副楹联：“何以今
日心愈小，只因以往事皆非。”他晚年所画的
人物，大多是大头矮身，被称为“变形画家”。

程十发曾揣测过，大凡陈洪绶心情比较好的
时候所画的人物，比例比较合乎常规；而当
他心情抑郁，甚至悔恨交织时，所画的人物
比例就有些怪异。

程十发旧藏的《罗汉礼佛图》 是陈洪绶
去世那年所画。这幅画长达四米多，共有 24

位人物：一佛立于卷左，一众罗汉人物逐次献
礼。他们造型质朴，线条清圆细劲中见疏旷散
逸。陈洪绶继承了顾恺之游丝描的高古意境，

他用笔凝重，含蓄而古拙，一笔不苟，不紧不
慢，一气呵成。24位人物皆为白描，展现了画
家出神入化的笔墨功力。清代画史著作《国朝
画征录》 中这样评价陈洪绶：“画人物躯干伟
岸，衣纹清圆细劲，有公麟、子昂之妙，设色学
吴生，其力量气局超拔磊落，在仇(英)、唐(寅)

之上，盖三百年无此笔墨也”。李公麟、唐寅等
也是程十发深爱的画家，可谓是惺惺相惜。

在陈洪绶的山水画中常常会出现节疤的
树干、零散错落的松针，还有被虫蛀蚀过的树
叶和竹枝，别有一番情趣。他笔下的鸟，变形
夸张，带有几何形体。在程十发旧藏的《秋花
山鸟图》中，这种古拙奇崛的画风可见一斑。

领路人任伯年

陈洪绶去世 188年后，在距他家乡诸暨
不远的萧山，又诞生了一位大画家，他就是

任伯年。

任伯年自幼学习陈洪绶及宋人画法，凭着
扎实的写实功力、精湛的传统笔墨技巧和独到
的艺术悟性在上海成名。他博采众长，成为海
派画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任伯年是程十发的领路人。程十发曾在自
述中说：“我为什么从小喜欢画画，原因是很复
杂的，跟环境有关系，和父母有关系。我父亲的
房间里挂着一张画，是任伯年的，那时候他没
有条件买原作，那幅画是石印的，就是印了以
后用人工上颜色的那种……”

毛国伦记得， 老师非常喜爱任伯年早年的
花鸟画。“他家中一直挂着任伯年画的花鸟，真
是百看不厌， 他笔下的花鸟也曾深受任伯年的
启发。”

程十发曾收藏过任伯年的多幅作品，比如
《钟馗图》《桃实山禽图》等，最知名的要数《岑
铜士像》。据此画的题跋描述，在一个冬日的晚
上，岑铜士和任伯年交谈，相聚甚欢，任伯年一
时兴起，要为他画像，可桌上的蜡烛刚刚点完，

任伯年便用左手拿着燃着的纸卷，凭借着摇曳
的火光非常神速地画成这幅画。见过此画的人

都说画得很像。

任伯年画肖像画， 擅长以传统的勾勒取
神，稍稍渲染，轻松自在间写其形、抒其情。徐
悲鸿曾赞叹：“伯年高艺雄才， 观察精妙绝伦，

每作均成独特境界。”他的花鸟画也章法别致，

使人耳目一新。他善于把处于动态中稍纵即逝
的禽鸟捕捉下来，将高难度的动作恰到好处地
表现出来。在布局上，任伯年常把花鸟错落其
中，穿插掩映，营造出万千变化。他的着色清丽
典雅，特别善于运用水分，自然地利用水渍和
渗化，使画面散发出滋润和鲜灵的感觉。

一生追求不一样

程十发曾说：“如何深度地研究、 深度地
创作，这要下苦功夫，学习传统。我的经验是
从传统中找出几个自己特别喜爱的画家来学
习。”

学习并不意味着照搬。毛国伦认为，要形
成一种艺术风格， 先要形成自己的艺术性格，

而程十发的风格就是通过学习，求得与前人不
一样而形成的。与他喜爱的画家陈洪绶、任伯
年相比，程十发不仅在绘画技法上丰富、发展
了许多，还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成为新人
物画笔墨加连环画风格的开创者和领军者。这
种创造来自程十发不断的艺术实践和总结，来
自他热爱生活、善于观察生活，也来源于他的
刻苦和勤奋，更来源于他始终尊重艺术发展的
规律。

一生追求不一样的程十发敬畏传统，却并
不迷信传统。他深知传统中也有良莠、高低，要
看适不适合自己汲取， 还要考虑到避同求异。

程十发曾开玩笑说：“谁写字不学‘二王’，我就
敬他一大杯！”他并非不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
书法，而是反对艺术教育中那些过于迂腐的观
念。他认为，将最古的笔法与最新的现实相结
合，才能创造出一条中国画的新路，同时又具
有浓厚的民族色彩。

程十发还擅长吸取传统中那种不为人注
意，却极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他会从岩画、

壁画、彩陶、青铜器中获取灵感，并从民间绘画
中采集“灵妙”。他曾研究过长沙窑出土的唐朝
瓷瓶，瓷瓶上的花鸟给了他极大的启发，他以
此为灵感，创作了生动又独特的艺术形象。

兼容并蓄，就是“海派”
■程十发

怎样认识艺术美，怎样追求艺术所
创造出的美的境界，因人、因地而不同。

而在我们中国画中，怎样做到民间和文
人画的矛盾统一， 创造出艺术美的境
界，在这方面，齐白石大师可说为我们
树立了极好的学习榜样。

过去的艺术史也证明了这一点，艺
术常常是来自民间，又在士大夫的艺术
圈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可以说，艺术的
根在民间， 是人们自身生活的需要。但
是，如何把这两者加以统一，做到绝对
中有相对，一直是有识画家的追求。

前些日子，和中青年国画家谈起上
海的国画艺术，有人提出上海中青年画
家的画风被称为“新海派”，想听听我的
意见。迄今为止，“海派”仍是一个相当
模糊的概念， 就国画艺术的风格来说，

“海派” 无派， 对各种风格都是兼容并
蓄，兼容并蓄就是互相吸引，只要自己
认为是好的都吸收、兼容，这就是“海
派”。

就拿任伯年、吴昌硕两人来说也是
如此。任伯年、吴昌硕私交甚笃，年龄上
吴比任小。文人画发展到清末，诗、书、

画、金石，吴昌硕成就均高，说他是文人
画的最佳代表，并非过誉。任伯年壮年
去世，年仅 56 岁，画艺很好，诗、文稍
逊，然而他们各有长处，对中国画艺术
和民间艺术浸濡很深，吴昌硕在画风上
倾向“雅”，而任伯年则以“俗”知名于
世。

当任伯年发现吴昌硕的才华时，曾
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像他这样发展下
去，以后我们大可不必画画了！”可以说
对他推崇备至。还有，他们两人的师承
也各有别， 吴昌硕走的是扬州八怪、八
大山人、徐渭一路的，任伯年则追随陈
洪绶的路子。同是吸收，各有取舍；同是
融合，各有出新：这就是艺术，而且在艺
术家的气质上又有品位。到后来，两人
的艺术风格各自形成风貌，并领导了当
年“上海画派”的兴起。

所谓艺术美，应该理解为：艺术家
把美带给人类，并共同为美好生活作出
想象。上述所说古今、东西的统一只是
一种手段，怎样以此扩大到人类对美的
境界总体追求才是重要的，只有融合古
今中外艺术的诸多因素，艺术才能达到
本身的功能与任务。

这也就难怪一些不懂艺术的人单
纯地理解画作所表现的境界，以为世界
真是绝对地如此美好。其实不然，这是
由画家本身想象出来的，画家的想象可
远及古代，也可及现代与未来，这就是
艺术。

(摘自《程十发谈画录》，上海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

这些珍品都是他的“老师”

1996年，程十发将自己半辈子收藏的一
百余件书画精品捐赠给国家，由上海中国画
院收藏。 他说：“我只是这些画的保管者，这
辈子能看到这些画，就是一种幸福。”

除了陈洪绶与任伯年，王蒙、戴进、沈周、

文徵明、唐寅、石涛、朱耷、董其昌等大家之
作，都是他费尽心血请来的“老师”。

王蒙《修竹远山图轴》 这是程十发最珍
爱的作品之一，他从小就临摹过此画的珂罗
版。这幅作品是元代大画家王蒙五十几岁时
所画，曾为明代大收藏家项元汴所藏。

沈周《落叶秋泥图轴》 “满地许多落叶，

小桥雨后秋泥。特地来参社酒，扶持赖有青

黎。”这是沈周在画中所题。这幅画虽尺幅较
小，却是沈周粗笔山水的典型代表，此画用
笔粗狂沉凝，山峦皴法繁密。

唐寅《雨竹小鸟图轴》 这是一幅唐寅少
见传世的花竹禽鱼题材画。构图简洁，树竿
折枝竹，竹叶扶疏摇曳，两只小鸟栖于竹梢，

十分生动。其中的书法笔法，洒脱爽利。

文徵明《治平读书图轴》 程十发曾收藏
有多幅文徵明的作品。 此画中有草屋三间，

之间一人倚窗，身后的架上皆是书卷，人物
视线所及处是松林及半隐半露的寺庙。又有
一人，于溪岸来，作仰止态，似为访客。从画
中的尾跋可以看出，22岁的王宠在苏州石湖
的治平寺中发奋读书，新年将至，身居繁华
市镇中的文徵明为他画了这幅画，不顾天寒
路远，趋人寄送至石湖。画面中仰止状的访
客，应是文徵明自己的化身，有自谦、互勉之
意。文徵明一生创作了十余幅与王宠有关的

画作。从《治平读书图》到《石湖清胜图》，其间
所勾勒出的交谊贯续在王宠短暂的人生中。这
种文人之间霁月光风般的折辈之交，是此幅作
品的精华所在。

郑燮《对题书画册》 程十发非常喜爱扬州
八怪的作品，在他的收藏中不乏金农、罗聘、郑
燮等人的佳作。画册中的《墨兰图》，笔疏意浓，

以书法用笔入画， 寥寥几下勾勒出兰草的秀逸
与幽香。画面中三株墨兰依次由浓而淡，枝叶柔
韧地向前探出，仿佛有微风掠过。墨兰左边的书
法小品，展现了郑板桥“六分半”书的特征。隶书
中有“八分书”，而郑板桥的“六分半”书大体看
来是隶书，却掺杂了楷、行、篆、草等其他书体。

▲陈洪绶 《罗汉礼佛图》（局部）

荨任伯年 《清供图》 上海中国画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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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朱光潜：知音知己
（之一）

“五四”以后，因为胡适提倡的白话
文风潮，使得朱光潜放弃古文和文言，开
始尝试以白话文创作。20世纪 30年代，

朱光潜受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的委
聘，在北大西语系担任教授，这一时期正
逢“京派”“海派”掀起争论，而引起这一
争论的正是小说家沈从文。 或许是因为
当时朱光潜与沈从文一起在北平创办刊
物的原因，朱光潜曾被认为是“京派”人
物。但有关两派之争，朱光潜后来曾专门
撰文做过解释。 他似乎并不避讳谈及这
次文坛纷争。

因为要重振“京派”文学，朱光潜与
胡适、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

朱自清、林徽因等人曾组成编委会，筹办
《文学杂志》，朱光潜担任主编。在这一时
期，朱光潜与沈从文常常一起畅谈文学，

一起参与刊物的组稿、编辑工作，从而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全面抗战爆发后， 朱光潜与沈从文
一起结伴逃出北平，经历险难，可谓生死
之交。两人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在困
难时期曾相互鼓舞和安慰。 朱光潜后来
专门撰文为沈从文的遭遇鸣不平， 使得
沈从文从内心里感到欣慰， 欣慰自己有
这样一位知心的挚友。

1980 年 6 月， 沈从文在北京接受
美国学者金介甫的访问时， 曾谈及当
年文坛“海派”与“京派”的纷争。有关
这一问题， 沈从文当时就建议金介甫
去看看朱光潜新近在《花城》杂志刊发
的文章。

朱光潜在文章开头就表示自己一向侧
重谈诗，对小说素少研究，因此他要从“风
格即人格” 方面去谈谈沈从文的文艺风格
及人格：

在从文的最亲密的朋友中我也算得一
个，对他的人格我倒有些片面的认识。在解
放前十几年中我和从文过从颇密， 有一段
时期我们同住在一个宿舍， 朝夕生活在一
起。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
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
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
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京派文人的
功过世已有公评，用不着我来说，但有一点
却是当时的事实， 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
日子里， 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
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
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于今一些已到壮年
或老年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是
在当时京派文人中培育起来的。

朱光潜文中所指的 “有一段时期”即
1933年沈从文离开青岛大学时期。沈从文
与杨振声返回北平后创办了《大公报·文艺
副刊》。此时的沈从文刚过而立之年，又是
新婚成家，对于未来的新文学之路，他信心
满满并开始阐发自己的文学新主张。 就当

时的文坛种种现象， 沈从文点出了上海和
北京两地作家的特点， 并就两地作家创作
特点做了评论。一石激起千层浪，沈从文的
文章引发了“京派”“海派”的纷争，很多作
家不断加入。 在上海的鲁迅在参与评论时
指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是商的帮闲，

似乎两者都不太看好。 在此期间不时有新
的观点冒出来， 从而成为近代文坛一个较
为热门的话题。

作为沈从文的好友，又是《大公报·文
艺副刊》的主要作者，朱光潜见证了沈从
文在那一时期有意为文坛增加一些活力
的热心和决心。当时为了约稿，沈从文与
杨振声常常以副刊的名义在北海漪澜堂
请客，受邀人有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朱
光潜、朱自清、郑振铎等。朱光潜后来回
忆：“在当时孜孜不倦地培育青年作家的
老一代作家之中， 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从
文是很突出的一位。他日日夜夜地替青年
作家改稿子，家里经常聚集着远近来访的
青年，座谈学习和创作问题。不管他有多
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循循善诱。他自己
对创作的态度是极端严肃的。我看过他的
许多文稿，都是蝇头小草，改而又改，东删
一处，西补一处，改到天地头和边旁都密

密麻麻地一片，也只有当时熟悉他的文稿
的排字工才能辨认清楚。我觉得这点勇于
改和勤于改的基本功对青年作家是一种
极宝贵的‘身教’，我自己在这方面就得到
过从文的这种身教的益处。”

沈从文在主编《文艺副刊》时力邀名
家撰稿，如朱自清、冰心、俞平伯、巴金、林
徽因、朱光潜、李广田、严文井等，但同时
他也以此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年轻
作家，如萧乾、胡昭衡、王西彦等。对于年
轻作者，沈从文不但悉心指教，还招待他
们吃饭饮茶，同时向出版社推荐出版他们
的文集。

诚如朱光潜后来所言，沈从文在极其
复杂的北方政局之下为维持文学一线做
了一些努力和贡献。在那段时间，朱光潜
还常常组织诗会，邀请沈从文参加。朱光
潜早年留学英国，很是欣赏伦敦文学界自
发组织的诗会，于是就在自己的住所定期
举办这种文学沙龙， 邀请的诗人很多，如
林徽因、何其芳、卞之琳、梁宗岱、林庚、曹
葆华、孙大雨等，场面颇为活跃。沈从文在
《谈朗诵诗———一点历史的回溯》中记录：

“长于填词唱典的俞平伯先生， 最明中国
语体文字性能的朱自清先生，善法文诗的
梁宗岱、李健吾先生，习德文诗的冯至先
生，对英文诗富有研究的叶公超、孙大雨、

罗念生、周煦良、朱光潜、林徽因诸先生，

都轮流读过些诗。朱周二先生且用安徽腔
吟诵过几回新诗旧诗，俞先生还用浙江土
腔，林徽因女士还用福建土腔同样读过一
些诗……”

当然，诗人聚会不只是吟诗唱和，也会
激烈争论，大家各持己见，常常争论不下。

萧乾说， 梁宗岱一次和人争论时差点动起
手来，还有一次和林徽因因为意见相左，争
论很久而不息。

（十六） 连 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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