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画重在内蕴，如果抽掉了“文”的内

涵，无论多么逼真，也是失去了中国画里最可

宝贵的东西。这最可宝贵的东西就是书卷气，

董其昌说的“士气”，用现在的话来说，就叫做

“知识分子气”。

———陈乐民

陈乐民送给外孙女丫丫的《山》

《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

1996 年

由陈乐民书写的

齐白石 1955 年获国际和平奖金证书

《士风悠长———

陈乐民文心画事》

陈乐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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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乐民 （1930-2008），受过传统的蒙

学教育。1953 年从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上

世纪 70 年代初转到“对外友协”欧洲处，80

年代初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 ，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欧洲

研究所所长，是在中国首倡“欧洲学”观念

的学者。 其主要著作有《欧洲文明十五讲》

《欧洲文明的进程》《20 世纪的欧洲》《战后

西欧国际关系》等，是中国欧洲思想史 、政

治史研究的典范作品。

《士风悠长———陈乐民文心画事》是陈

乐民先生的书画选集， 集中展现了陈乐民

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浸的一面。 传

统的“士气”“文人气”已是踪迹难觅，而我

们在陈乐民先生身上和他的书画作品中仍

然能见到这种精神和气质。

从这些书斋字画中， 我们可以窥见陈

乐民先生的心路历程，他的人生际遇、志趣

胸襟，他的思索与抗争，以及他对国家和家

人无言的挚爱。

士风悠长———陈乐民文心画事

书画创作中的陈乐民

《兰竹图》

1995 年

题跋：作画，画山画水均可敷衍凑合，画竹兰则不能，然

亦不可正襟危坐，小心翼翼，需得放开手笔，似乎继有千军万

马于前亦视而不见，否则下笔如推磨，即使画得像又何益耶。

明人作草书多醉笔，如徐文长、祝枝山者，是写竹兰亦当小

醉。 元（乙）亥二月。 戏作并识。

中国画最重用笔墨色，此基本之技法，不可不知。 然则，

中国画必为文人画，此与演杂技绝异，若一幅画画得头头是

道而通纸俗气，便是画匠。时人书画有此绝症者不少。陆放翁

示子诗云：“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

真理岂独作诗为然耶！ 此理用于诸般艺术皆通。 又识。

《幽草涧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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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绿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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