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家石涛、人人八大”

20 世纪上半叶， 缘于欧风东渐和作为
国际化大都市、 全国人才纷至的上海逐渐
崛起， 中国绘画中心也转至海上。 此结
果， 既隐含着绘画艺术对于社会经济的依
赖， 亦彰显着由社会政治转型而作用的极
为复杂的绘画观念变迁等问题。 向来作为
中国绘画之大宗的山水画， 自辛亥革命以
还， 明代吴派以及清初四王、 吴、 恽势
力， 仍然统治着画坛。 据俞剑华发表于
1934 年的 《七十五年来的国画》 一文中
说： “自蜀人张善孖、 张大千来上海后，
极力推崇石涛、 八大， 搜求遗作， 不遗余
力。 而大千天才横溢， 每一命笔超逸绝
伦。 于是， 石涛、 八大之画始为时人所重
视， 且价值日昂， 学者日重， 几至家家石
涛、 人人八大。 连类而及， 如石溪、 瞿
山、 半千， 均价值连城。”

可见， 尽管有吴观岱等倡导石涛画风
在先， 但毕竟影响不大， 真正将以石涛、
八大为首的野逸派引入海上画坛并使之成
为一股潮流的， 张善孖、 张大千当居首
功。 此后， 海上画坛由师法石涛、 八大辈
之野逸派而知名的画家日渐增多， 如黄宾
虹、 贺天健、 郑午昌、 钱瘦铁、 张石园、
唐云、 刘海粟、 潘天寿等等。 与此同时，
自 20 世纪初社会发生转型， 使得清廷秘
藏为世人所能见， 加之古物陈列所的成

立， 令高古珍迹进一步得见天日， 推动了
一般大众得以观摩学习古远传统的开阔眼
界进程。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由北而南，
从金城、 溥儒、 陈少梅， 到张大千、 吴湖
帆、 沈迈士、 李秋君、 袁松年、 谢稚柳
等， 流风所向， 生逢其时的这些画坛巨
擘， 或师法宋元笔墨而为时人换眼， 或筑
基于四王吴恽和四僧， 进而转师宋元乃至
晋唐以贯通古今成自家之面貌， 或由师古
人再转师造化而成时代之楷模， 再加上某
些融汇中西的思想倾向， 海上画坛， 欣欣
向荣。

综而言之， 从摹古风气中脱胎出来，
回归中国画笔精墨妙、 探颐求深的本体
性， 是此一时期中国画坛的重要思潮。 正
是基于此， 无论北方以金城为代表之旗帜
鲜明地师法宋元山水实践， 还是海上师法
以石涛、 八大为代表之野逸派， 推崇写生
以图突破自董其昌以来之旧习的张大千兄
弟、 钱瘦铁、 贺天健诸辈， 抑或继续上探
宋元晋唐传统， 将高古高华气息糅入现代
创作的吴湖帆、 谢稚柳等人， 乃至学习借
鉴日本画的岭南高剑父、 陈树人之类， 尽
管外表形式五花八门， 却都表现出了维护
以艺术为本体的立场倾向。 这种大胆进
取、 融会中西、 借古开今、 回归艺术本位
的努力， 不但打破了南北宗三百年来的森
严壁垒， 亦使中国画画坛得以重整自晋唐
以来的传统资源而继往开来， 此仅从对传
统绘画的重新认识和清源正流而言， 就是
一个重大突破了。 可以这么说， 这个时

代， 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技法层面， 都取
得了至少超越明清的成就， 尤其是基于书
画鉴定基础上的美术史研究， 可谓真正厘
清了中国画自晋唐至今的流变传统， 为后
人释疑解惑登堂入室带来了极大便利。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 是上世纪 40
年代海上几大画室的创立。 这些画室如赵
叔孺之二弩精舍、 冯超然之嵩山草堂、 张
大千之大风堂、 郑午昌之鹿胎仙馆、 吴湖
帆之梅景书屋等等， 在其时不太重视传统
画学的艺术院校体系之外， 为中国画坛培
养了一批传统功力扎实的特出人才。 其中
若论培养人才贡献之巨当属吴氏梅景书
屋， 门下王季迁、 宋文治、 俞子才、 朱梅
邨、 杨石朗、 陆抑飞并擅山水， 陆抑非、
张守成工写花鸟， 尤以宋文治、 陆抑非、
王季迁、 俞子才为特出， 成海内外名家；
此外， 嵩山草堂亦是弟子众多， 郑慕康、
张穀年为其中翘楚， 尤为著名者当属陆俨
少。 而学生更多并且遍布南北画坛的当属
张大千之大风堂， 佼佼者如胡若思、 刘力
上、 何海霞、 俞致贞等， 还有受其恩泽而
著名者， 如谢稚柳、 胡也佛、 于非闇等，
可谓影响深广。

“艺术为人民” 的
新国画骤然兴起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画创作的题
材和风格转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崇尚 “艺
术为人民” 创作理念、 借鉴写生方法、 具
有那个时代特殊生活气息的新国画骤然崛

起， 从而拉开了另一个时代的帷幕。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绘画，尤其中国山

水画，多缘于那种“道法自然”以及“山林
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的超脱情
愫，是蕴含了“天人合一”的中国古老哲思，
向往平淡天真的自然、自由之境的艺术。 山
水画的产生， 主要是中国古代具有深厚文
艺修养之人士追求心灵自由的出世思想之
产物。 上世纪 50 年代，一场“改造中国画”
的运动蓬勃开展。 以李可染、傅抱石、石鲁、
钱松喦、关山月等为代表的“新山水画”杰
出画家由于顺应了艺术表现时代的审美特
点而迅速崛起， 此类现实主义的画风逐渐
成为时代的主流。

1956 年，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是国家
拟建北京、上海两个画院，以推动中国画的
传承和创作。 同年 8 月，成立了“上海中国
画院筹备委员会”，后经四年筹备，于 1960
年 6 月上海中国画院正式成立。 这无疑形
成了一个名家荟萃的中国画创作大本营，
成员有吴湖帆、林风眠、刘海粟、丰子恺、贺
天键、潘天寿、沈尹默、张聿光、江寒汀、唐
云、钱瘦铁、关良、吴青霞、商笙伯、吴东迈、
王个簃、陆俨少、陆抑非、来楚生、张大壮、
马公愚、陈巨来、程十发、谢稚柳、陈佩秋、
刘旦宅、朱梅邨、邵洛羊、谢之光、陈秋草、
孙雪泥、樊少云、俞子才、沈迈士、黄幻吾、
陆小曼、陈小翠等等，囊括了进入新中国的
海上画坛主体力量。

画家皆以绘画创作为天职， 无论是画
院画师， 还是院外的中国画家， 摆在海上

画坛艺术家面前的是中国画创作如何不延
续旧轨， 另辟蹊径， 呼应 “艺术为人民”
的新的时代的需求。 这也是对画家们艺术
创新的一大挑战。

由于人物画更适宜表现现实生活， 受
到空前的重视， 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
遇。 为了适应主题创作的需要， 山水花鸟
画家们也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例如在山水
背景中添加上红旗、 水库、 拖拉机等以表
现劳动大场面； 运用象征寓意手法， 在万
年青画面上题写 “祖国万岁” 等等， 成为
一时风气。

难能可贵的是， 以上海中国画院画师
为主体的海上画家群并不满足于简单的概
念化的创作方法， 而是充分运用自己的传
统中国画本深厚功力， 探索前人未曾涉猎
的题材内容和形式技法， 使其既能符合当
时时代需要， 又能保持相应艺术水准和格
调。 于是， 棉花、 水稻、 玉米、 山芋、 蚕
豆乃至带鱼、 荷包蛋之类前人所从未画过
的题材， 都被画家们出奇制胜一一入画。
吴湖帆甚至还成功画出了 《庆祝我国原子
弹爆炸成功》 一图， 以写实手法再现了核
爆场面， 却并不减损中国画特有的韵味。
这些杰出的画家几乎都参与到了轰轰烈烈
的新中国画创新中。 他们用绘画手段为人
民大会堂， 以及电影院、 宾馆、 客轮作装
饰布置； 深入基层为群众文化活动作辅
导， 同时还深入至基层工农兵中与其同吃
同住， 体验劳动民众真实生活， 甚至于积
极参加消灭血吸虫的社会运动。 他们还为

中国动画片的民族性而出谋划策， 亲自操
刀； 他们更在画院和美协的组织下进行万
里旅行写生， 为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所感染， 表现现实生活、 讴歌劳动人民的
新国画作品屡屡涌现， 且成就斐然。 吴湖
帆中后期的山水， 有意识地把焦点放在中
景上， 减少流行标签， 强调诗境词境， 达
到余韵不尽的效果。 贺天健以出游拓展题
材， 以讴歌祖国河山为主题， 胸有成竹，
下笔恣肆， 斐然成章。 陆俨少以 “爱新就
新” 的口号， 以与古人血战的勇气， 创建
了峡江险水的时代新风貌。 程十发借少数
民族及牛羊鸡犬题材， 驰骋其糅合了文人
趣味与民间艺术趣味的独特领地。 唐云、
谢之光、 张大壮、 林风眠、 沈迈士、 王个
簃、 戈湘岚、 孙雪泥、 应野平、 俞子才等
高手， 无不各抒己意， 展现风流。

这些杰出的海派艺术家既经历了中国
绘画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 即凭借传统
活力吐故纳新、 融合中西的中国画复兴运
动； 同时又经历了新中国所倡导的以 “写
生” “创新” 为关键词的、 强调艺术为人
民大众服务、 崇尚主题创作的新国画创作
浪潮。 这个时期的海派画家群体的经历可
谓波澜壮阔， 他们适应了新形势下的中国
画创作理念， 走入社会， 走入生活， 创作
出许多既无愧于其所处时代， 又丝毫不逊
色于过去任何历史时期的崭新作品， 赋予
传统海派绘画崭新的生命力。

（作者系上海美术学院中国山水画创
作及研究博士）

颠覆传统 舍弃利益

“花纸头”、 “包糖纸”、 “儿童画”
等， 这是张桂铭在推出新画风之初， 乃至
颇长一段时间内， 圈子内外对其的评说。
当时， 他的画少人问津。 就是在他从艺生
涯最低谷的时期， 我到他居住的复兴路老
公房六楼去看他， 在狭小、 简陋的居室兼
画室里， 他显得那么淡定从容， 无怨无
悔， 似抱着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的
担当与使命。 经过岁月的历练， 笔墨的涵
养， 丹青的升华， 终于崛起了令海内外艺
坛瞩目的 “张桂铭艺术现象”。

科班出身、 艺脉正宗的张桂铭在海派
书画家中， 是变法意识最强烈、 开拓精神
最突出、 创新追求最前卫的领军人物之
一。 他的人物画代表作 《画家齐白石》 在
全国第六届美展中荣获铜奖， 得到了美术
圈的高度评价。 本来他可以沿着这条路子
驾轻就熟地走下去， 享受既得的成功与荣
誉。 但他自辟蹊径， 开拓新路， 毅然地向
传统告别， 勇敢地颠覆旧有的笔墨程式和
构图方式， 大胆地将色彩、 构图、 线条、
符号作为自己的创新元素与变法组合。 他

别出新意地将色彩形成色块化与色板化，
用色凝重浓烈、 艳丽丰腴， 讲究对比反
差、 跳跃碰撞， 从而将古典的 “填色法”
与 “重彩法” 及现代的 “变法”、 “叠彩
法” 发挥到了极致， 由此产生了色彩的节
奏与色块的旋律， 在纸面上 “烹饪” 出了
色彩的 “饕餮大餐”， 为当代画坛打造了
一张鲜亮的名片。

敢于叛逆艺术传统， 敢于否定旧我，
敢于舍却既得的名誉利益， 这是需要有牺
牲精神并承受涅槃煎熬的。

耐得寂寞 坚守践行

“风波即大道， 尘土有至情。” 这是
当年一代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赠其好友王
一亭的对联。 意谓从艺是大道， 要有 “风
波” 的气魄， 亦要有 “尘土” 的情怀， 方
能观自在而登堂奥。 应当讲， 张桂铭是有
这种 “风波” 气魄与 “尘土” 情怀的。

熟悉张桂铭的人都知道， 这个当年从
绍兴走出的艺术家， 性格内向而为人谦
和， 处世低调而对友真诚， 淡泊名利而与
世无争。 尽管生前没有举办过自己的大型
展览， 但其内心的艺术追求与专业精神却

是相当的灼热、 高迈而执着。 正是为了寻
找到属于自己的绘画语言、 造型构图、
色彩形态及符号系统， 张桂铭平日耐得
寂寞， 坚守践行， 谢绝应酬， 心超红尘。
诚如唐张彦远所言： “外师造化， 中得
心源。” 因此， 看张桂铭的画总感到意识
上的超越， 骨子里的奇逸， 心灵上的洒
脱， 审美上的启悟与欣赏上的静逸。 成
为在当代、 当下的画家群体中， 真正拥
有了自己的风格话语权与图式专利号。
唯其如此， “张桂铭现象” 才给艺坛带
来 “石破天惊 ” 的震撼， 在画苑产生
“惊世骇俗” 的效应。

当年那个热血男儿辛弃疾在读了陶渊
明的诗后感叹道： “千载后， 百篇存， 更
无一字不清真。” 如今张桂铭远行了，
“张桂铭艺术现象” 缺席了， 也更凸显了
其意义与价值。 如果没有当初的寂寞， 当
初的坚守， 当初的舍弃， 当初的淡定， 也
不会出现 “张桂铭现象”。

铸造精神 磨砺修养

在中国艺术审美谱系中， 是相当崇尚
精神的主体作用的。 一个艺术家只有高扬

起精神的旗帜， 才能在创作上突破， 在风
格上创新。 做一个艺术家不易， 而做一个
有思想的艺术家则更难。 “张桂铭现象”
的核心， 是铸造精神， 磨砺修养， 远离平
庸。 他曾与笔者多次谈到 “艺术家要有精
神上的追求。 技法靠功力是可以达到的，
而精神层面上的境界是很难上去的。”

画苑不是真空地带， 某些人的浮躁之
气、 世俗之风、 功利之求、 炒作之术等影
响着创作水平的提升和审美境界的拓展。
张桂铭对丰子恺很敬佩， 他说： “丰子恺
的画作很简单的， 就是几根线条， 但是里
面的精神内涵， 他所追求的思想境界是相
当高级的。 大师们画画中的探索、 虔诚甚
至殉道精神， 值得年轻画家学习。” 张桂
铭就是很重视内心的省悟与精神的修炼
的。 他虽然身居闹市， 但他很少出来应
酬。 他喜好读书， 被称为 “勤奋读书之
人”。 我曾和他开玩笑说： “你是大隐隐
于市。” 他却诚恳地说： “现在年纪大了，
更知道时间的宝贵。” 张桂铭把自己的画
室题为 “醉楼”， 他是沉醉于他的丹青世
界， 这也凸显了一种殉道精神， 由此孕育
了 “张桂铭现象”。

（作者系高级编辑、 艺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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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焦点

“张桂铭现象”的启示
王琪森

晚清以降的海派绘画， 当以赵之谦、 虚谷、 任伯年、 吴昌硕等于花鸟画方面最早破陈立
新而开启格局。 当时山水画仍大多因循四王画风， 直至黄宾虹、 张大千、 吴湖帆、 贺天健、
郑午昌诸辈出， 才真正意义地赋予海派山水画昂然革新的生命力。 如果说花鸟画新貌是清末
民初的产物， 那么， 山水画的革新历程， 则贯穿了截然不同的两个时期： 其一是 20 世纪上
半叶， 中国画创作放任自流的时期； 其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主题创作成果累累的时期。

▲渔业丰收（中国画） 林风眠作

美 术 史 研 究

海上著名画家张桂铭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三载了。 三年前， 也是这样一个秋风送爽、 金桂飘香的时节，
他远行了。 他当年创作的那些色彩斑斓、 笔墨灵动、 构图奇崛的丹青， 曾被称为 “张桂铭艺术现象”。 尽
管这种 “现象” 不可复制， 但其内在的创作精神与审美理念， 我们至今似未作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作为一
种宝贵的艺术资源和独特的创作形态， 我们是应当珍惜与借鉴的。

▲茨坪新貌（中国画） 应野平作

▲林雀
（中国画）
张桂铭作

▲人物图
（中国画）
张桂铭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