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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艺术转变之路，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典型样本

初学山水的程十发，

何以成为杰出的人物画家？

汤哲明

今年的上海艺事中，“程十发” 是一
个关键词。 春暖花开，位于松江的程十发
艺术馆将以 “云霞出海曙———程十发书
画作品特展”迎来开馆十周年，首次集中
呈现程十发自上世纪 50 年代至其晚年
约半个世纪间的重要书画作品近百件 ；

年底， 选址虹桥路与伊犁路交叉口的程
十发美术馆，作为上海“十三五”期间重大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之一，将正式对外
开放，担起海派美术传承发展的重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在这个
特别的时刻重温程十发的艺术， 意味深
长。 他的艺术之路，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
振。 在此意义上，这位海派绘画的一代旗
手，堪称新中国美术史上的一个典型样本。

———编者

借助新人物画，程十发将传统文人画

笔墨推向了一个充满生动、偶发、玄妙趣

味的奇幻之境，从而令自己成为中国人物

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 然而，程十发青年

时代其实以画山水为主，那他日后何以成

了一位杰出的人物画家？

从他由超然物外的山水画家，一变而

为表现现实的人物画家的转化中，可以分

明感受到大时代的脉动。

一部近现代中国画史，

是古典精英艺术向现代平
民艺术转化的历史，是一部
传统文人画渐趋市俗化的
趣味转变史。程十发所置身
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这一
大时代，进一步加强了其画
这种趣味上的突变性

1950 年代 ， 现实主义审美风潮涌

动， 新人物画成为时代的宠儿。 近代在

造型上最富盛名的人物画家任伯年在北

京备受徐悲鸿推崇， 其画风继十九世纪

末深刻地影响沪上画坛后， 再度风行全

国……程十发正是在这个时代舍弃了青

年时代的山水梦， 转事人物画创作。

任画对程十发的影响可能更多是体

现在观念而非形式上， 因为从程氏作品

来分析，任伯年对其画具体的影响，并不

直接。 程十发其实是遥接了任伯年人物

画表现现实的大纛，几凭一己之力，令之

在近百年后再度成为海上画坛光彩照人

的重要画种。

一部近现代中国画史， 是古典精英

艺术向现代平民艺术转化的历史， 是一

部传统文人画渐趋市俗化的趣味转变

史。 以画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面向大众的

任伯年，彰显了如是的内涵；以和光同尘

的姿态融合市民趣味的一代文人画宗师

吴昌硕，同样彰显了如此的内涵；即使如

复起是唐宋绘画传统的吴湖帆包括张大

千、谢稚柳等，无非是复兴了中国画更为

古老的深厚传统， 亦不可能游离于这个

大时代的平民化潮流之外……程十发所

置身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环境， 进一

步加强了其画这种趣味上的突变性。

正如任伯年是借吉祥题材、 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来抒写胸中郁勃之气，程十

发是借少数民间题材极笔墨变化之能事。

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也好，少数民族题材

也罢，都是借以契合现实的手段。 在此前

提下，画家再追逐自己审美上的梦想。

程十发的梦想， 源自他习画山水兼

及花卉的师承，源自他根深蒂固、追求玄

妙的大写意笔墨境界。 这反过来也促使

其人物画区别并超越于同侪，

更令他兼涉的连环画， 脱离了

仅仅作为普及读物的层面与局

限，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自三任以还， 上海画坛相

继掀起过以吴昌硕为首的写意

花鸟画风和以吴湖帆、 张大千

为首的复兴宋元画风的高潮，

人物画自任伯年以还， 已然沉

寂六十余年。 期间虽涌现过如

冯超然、 朱梅邨等祖述吴门唐

仇的仕女名家， 但整体已呈衰

势，是不争的事实。 新的历史环

境下，人物画（尤其是现实主义

人物画） 在建国后重新成为整

个中国画坛最为强势的品种，

呼唤着新一代大家涌上潮头。

上海画坛此刻当仁不让地接过

当年任伯年留下的人物画大纛

者，无疑正是程十发。这固然是程

十发凭借自己天赋与不懈努力的结果，亦不

能不说是时代的赋予。

程十发的人物画虽然卓然独立 ，但

分明却给人以游离于国内素描加水墨的

主流人物画之外的感觉。 事实上，程十发

的绘画吸收西画的成分极大， 非但读来

浑无斧凿痕， 甚至难以想像其笔墨很大

程度上居然源于西画的滋养。 这正是发

老的智慧所在。 程十发吸收西画，从未受

到西画的牵制， 而是在充分理解他所接

触的西画的原理基础上，撷其所长，以我

为主地融洽之， 从而为自己延续并发展

文人画的笔墨传统开启了新途。 程十发

之画，往往以少少许胜多多许，追求精深

的笔墨内涵。 他与八大山人、金冬心、罗

两峰、吴昌硕一脉相承，举重若轻地巧妙

兼容了素描造型， 在此基础上彰显了笔

墨的价值。

表现工人、 农民等身
上常见的棉衣等粗粝的衣
纹， 一度成为困扰当时人
物画家的难题， 恰恰令山
水画家擅长的勾皴之法有
了用武之地， 这堪称一种
独特有趣的美术史现象 。

在由山水改画人物的画家
中， 程十发无疑是最为成
功者

熟谙作为笔墨代名词的山水画家 ，

不像传统人物画家惟擅单线中锋白描 ，

而更善用中侧锋并用的皴笔。 在笔墨的

复杂性、丰富性上比花鸟、人物画家更具

优势。 比如，描绘大袖飘飘的古代人物，

传统白描游刃有余， 但在表现窄衣短袖

的现代人物时， 白描有时就显得捉襟见

肘，但对山水画家来说，这恰恰却成了他

们彰显笔墨能力的机会。 比如表现工人、

农民等身上常见的棉衣等粗粝的衣纹 ，

一度成为困扰当时人物画家的一个难题

（注：学院一系的水墨人物画家对此有另

一种解决方法，据方增先先生见告，他是

通过王个簃学吴昌硕粗重的金石写意笔

法并结合素描原理， 来表现农民棉衣的

厚重感），恰恰令山水画家擅长的勾皴之

法有了用武之地。 程十发、陆俨少包括应

野平，所画人物的共通之处，正在于善用

皴笔表现衣纹，而不同于一般白描画家。

这种情况，可能也仅见于这一时代，亦成

为一种独特有趣的美术史现象。

程十发人物的勾写， 显然不同于传

统人物画家的白描，笔触多中侧锋并用，

勾皴人物服装往往多用复笔， 局部甚至

以两至三遍积墨完成， 塑造出的形象因

而丰富多变而有质量感。 这也是何以程

十发会认为一位与他同时的白描型人物

画名家笔墨“太光”的原因。

程十发将勾皴之法融入整体性很强

的大写意，令他笔下的写意人物在“致广

大”的同时更具“尽精微”的特色。 事实

上， 如果遮去人物的头面手足， 不难发

现， 程十发笔下的人物形象与山水画中

的一组山石或者一段树木相比， 几无区

别。 甚至他画老人的面部或者勾画人物

的手足，如略其形似，很多时候亦几如勾

皴树石一般……

山水画家改画现代人物， 在笔墨的

丰富度与表现力上， 确实有胜于走白描

路线的传统人物画家之处。 然而在人物

画中，再丰富的笔墨表现力，离开造型亦

成无根之木。 这也是陆俨少等笔墨能力

超群的山水画家， 所画人物虽然生动超

逸、奇趣横发，但最终没有成为成就卓著

的人物画家的原因。

在由山水改画人物的画家中， 程十

发无疑是最为成功者。 这是因为他始终

真正以人物画为己任。 为此，他不但研究

其造型方法，更研究色彩，并且也受到当

时素描加水墨的新人物画观念包括画风

的影响，如其 1957 年所画 《民歌 》，就分

明运用了素描的明暗对比法……总之 ，

只要对画人物有利，他不问东西，广泛学

习，为此，他甚至用毛笔临摹过丢勒 、伦

勃朗的铜版画……

除了素描造型， 程十发深亦受版画

的影响，尤喜珂勒惠支、麦绥莱勒两位著

名欧洲版画家的作品， 并以他们的表现

手法通融于传统大写意。 珂勒惠支、麦绥

莱勒两位版画家，曾备受鲁迅推崇，新中

国成立以后在国内画坛更是地位日高 ，

风靡大江南北。 二人所画皆善用粗犷简

括的黑白对比，具有强烈的表现力。 这深

深地打动并影响了程十发， 他乃巧妙地

以粗细变化极大的大写意笔墨与其融会

贯通， 将此非凡的画面效果充分地转化

于笔墨表现， 非但为自己的笔墨技法开

启了新的法门， 更为自己面目独特而强

烈的画风注入了一剂纯粹来自传统绘画

之外的强心针。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画第一本连环画

《野猪林》时，因人物造型未臻熟练，程十

发无奈多画人物上半身，为人戏称为“半

本《野猪林》”。 随着程十发造型能力大幅

提高，兼之吸收版画表现手法，至其画连

环画《阿 Q正传》，从构图到人物形体衣纹

勾写，非但造型已极生动，而且大量借用

版画技巧，利用笔道的粗细变化，以勾皴、

劈斫、点染多种笔法写成人物，不惟造型

已然成熟，更将笔墨表现推向了一个前无

古人的全新境界。 他不但将画面中的人

物，而且将人物与背景的线条笔墨，全然

处理成了一个极富节奏感、表现性与形式

美的整体，因而也若天外飞仙般地迥异于

普通连环画。 后来特立于海上人物画坛的

“程家样”，在《阿 Q正传》这部看似普通的

连环画中，已然初具规模。

推动程十发别出心裁
最终卓然独立的， 乃是云
南少数民族题材。 通过大
量写生， 将其擅长的色彩
与线条迅速与对象匹配并
日益完善，借此类题材，程
十发重新彰显传统绘画的
色彩与笔墨， 更能符合时
代需要，真正为民众“喜闻
乐见”

1957 年程十发成为上海中国画院的

首批画师， 标志着他正式开启了他此生

中国画创作的生涯。 他的画家梦，亦得重

新续写。 同年程十发赴云南写生，奠定了

他将专攻少数民族题材作为自己人物画

创作最为重要的基石。

1950 年末至 1960 年代初，程十发激

情澎湃， 创作出了 《歌唱祖国的春天 》

（1957）、 《民 歌 》 （1958）、 《街 头 一 景 》

（1958）、《给生活打扮的人 》（1958）、《在

毛主席周围》等一大批主题人物画佳作。

程十发的此类作品， 已充分体现出

他在西画与传统勾描法上的深厚功力 。

人物用双勾重彩法，以单线白描画成，如

《歌唱祖国的春天》配以山水，《在毛主席

周围》则配以花卉，所画皆繁复异常 ，成

为程十发赖以成名的主题创作代表作 。

构图参考拉斐尔前派， 此类构图在专事

主题创作的 1950 至 1960 年代， 是经常

出现的， 如 《云南瑞丽江边欢乐景象 》

（1960）、《向毛主席报喜 》（1960）、《我们

的朋友和同志遍于全世界》（1963）等等。

这些作品既应时代要求， 更体现了程十

发全能且多变的绘画能力。 特别是《歌唱

祖国的春天》，将拉斐尔前派油画中的构

图、精谨的双勾技法、年画亮丽喜庆的色

彩，与背景笔墨精到的山水木石，完美地

组合在一起。 程十发始崭露头角，一画成

名。 凭借此画，他在人才济济的上海画坛

摘得了青年美展的金奖。

《歌唱》这类作品，在程十发艺术生

涯中固称代表作， 但推动他别出心裁最

终卓然独立的，乃云南少数民族题材。

可以想见， 一生钟爱悠扬 《小河淌

水》 的乐曲， 一生画过多幅笔墨超逸的

《小河淌水》的程十发，当时在初入云南

见到少数民族服饰的斑斓绚丽、 别出心

裁时，是何等欣喜若狂！ 程十发终于找到

了最适合自己表现的题材与领域， 以及

相关的表现手法……

据陈佩秋先生见告， 新国画往往以

水墨黑重见长， 素描加水墨的新人物画

如此，李可染“为祖国河山树碑立传 ”的

山水，亦如此……如果要使用石青、石绿

等具备传统审美的色彩， 则必须使具乡

土气息， 必须向年画之类的民间艺术或

者传统工艺品靠拢。 识此，就不难明白程

十发《歌唱祖国的春天》《在毛主席周围》

之类主题创作在色彩运用上， 何以会如

此借重年画。 借少数民族题材，既能重新

彰显传统绘画的色彩与笔墨， 更能符合

时代的要求。 这或许是程十发何以能真

正做到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原因。 程十

发通过大量写生， 将其擅长的色彩与线

条迅速与对象相匹配，日益完善起来。 与

此同时，他更借助少数民族题材，不动声

色地悄然回归了明清文人画追求清新雅

宜的色彩与笔墨观念。

从程十发作品中， 可总结出其用色

的原理。 他注重用色清淡，尤其注重色彩

的一次性完成。 其目的，正在于追求色彩

的鲜活、清透与明亮。 这全然是明清以来

江南文人画设色的传统， 也早已融化在

程十发血液里。

此外， 程十发更广泛吸收更富表现

力的西画用色。当时他目之所及所能见到

的，以苏联巡回派油画为主。 列宾、列维

坦、苏里科夫当年这些响当当的名字赋予

程十发的，是苏派油画的丰富微妙的灰色

调，为时人甚称“高级”。 这与程十发身上

固有的追求淡逸的文人画用色观相契。 熟

悉程十发作画的人都知他作画不爱洗色

碟， 往往将多种色彩相调和形成复色，亦

即灰色，在确定主色调的基础上大量使用

源自油画的这种“高级灰”。 传统国画最重

原色，用复色至多不过两种。

当然， 程十发的这种用色， 论其渊

源，固然有来自吴昌硕喜用复色、甚至喜

调入墨色以显古厚的启发， 也有来自年

画重鲜亮原色的影响， 但却不能不说这

充分彰显了程十发过人的智慧与非凡的

艺术感觉。 借助西画的滋养，程十发已然

全面突破了传统绘画固有用原色的陈

法。 而其突破传统的目的，恰恰是又为了

丰富传统绘画的表现。

1960 年代初期， 程十发少数民族题

材的创作风格迅速走向成熟， 创作出一

大批轰动业内的佳作。 从他 1961 年为吴

湖帆所作《七姬造像》来看，他的人物画

风格已基本确立， 这距离他进入画院并

赴云南写生不过短短数年。 而与此同时，

程十发也开始迫不及待地将上述形成于

人物画表现手法引入自己的花鸟、 山水

画创作， 逐步开启了清新而强烈的个人

面目。为后人所称道的“程家样”，至 1960

年代，已完成了探索而初具气象。

（作者为中国美术史专家、博士）

▲程十发艺术馆藏程十发《天下乐》

荩上海中国画院藏程十发《歌唱祖国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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