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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庄生于1913年，1976年去世，去年是他诞生百周年纪念，他
去世后三十多年来中华大地天翻地覆的变化，先生未能目睹亲临，而
他平生英雄豪宕，慷慨仗义，晚年却贫病交加，讲来更令人慨叹。然
而，困厄并未消磨他的人格精神，他忘情于读书作画，艺术足以解
愁，可以忘忧，宋代大儒张载有言：“贫贱忧戚玉汝于成”，欧阳修谓

“诗穷而后工”。贫穷困苦“不幸”应验在陈子庄的身上，却“有幸”
在当代画史上成就了一代大师。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个特殊历史时期
里陈子庄去了，然而他的身影愈来愈高大的留给了后人。

陈子庄是一位奇人。他早年闯荡江湖，有许多传奇事迹，值得挖
掘研究。我们知道，青年的陈子庄敏而好学，追求上进，虽然出身寒
微，却能够从底层奋起，练武习文、寻师学画，在解放前后错综复杂
的社会、政治、人际关系中，寻求安身立命之途，始终没有放弃过人
生目标的追求，所谓“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古训，陈子庄始
终坚守着。关于陈子庄的生平，著名画家吴凡先生在他写的 《陈子
庄》 一文中，有十分翔实可信的记述。吴凡先生是陈子庄的生平好
友，更是他艺术上的知音，文中所记的子庄生平，包括子庄早年行
迹，尤其是和齐白石、黄宾虹的密切接触过程，还有陈子庄艺术追求
的重要的心路历程等等，我相信全来自陈子庄亲口，无疑是第一手材
料，也是最可靠的研究依据。

20世纪早期的中国社会动荡不已，中西文化冲撞，为寻求强国富
民之途，学术思想古今中外悉数登场，一时可称“百家争鸣”，在科技
文化、文学艺术界涌现无数杰出的人物，中国画艺术也从徐悲鸿所批
评的“衰败极矣”状态，数十年中迅速改观，由暗淡迷茫变得星光灿
烂。无论人物、山水、花鸟，或工笔或写意，出现许多足以颉颃古人
的大师。也正是这些位大师级画家的成就，构筑了20世纪中国画崛起
的大厦，延续了优秀的传统，有力的抗衡着席卷世界的西方现代文化
的风雨大潮。山水画方面，具有鲜明个性面貌、并产生重大影响的画
家有李可染、傅抱石、陆俨少、还有四川的陈子庄。其中，李、傅、
陆三位的崇高地位已获画界公认，而陈子庄的山水画、花鸟画，更以
鲜明独特的艺术面目，清新生动的风格，突兀奇绝的构思，简淡质朴
的生活气息，清雅高古的笔墨，在他去世的近四十年来，为越来越多
的画家和爱好者认识、接受和痴迷，也有更多的画家有意无意的受到
他的影响，从他的艺术中汲取营养。当然，如今陈子庄的名气在他的
家乡重庆和四川已经够大，而且，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画界
逐渐受到广泛的推崇和热爱，这是令人欣慰的。

陈子庄的艺术声望虽然在不断地提高，但过去较长时间里未能获
得应有的高度评价，这也有其客观原因。一位画家的声望一方面决定
于艺术水准的高度，另一方面也有客观条件的因素不能不作考虑，比
如陈子庄从未在美术院校任教，也从未参加社会政治性创作活动，所
以在建国后艺术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时空里，很难找到其位置。当
然，这里还有一个时间差的因素，按照吴凡先生的研究，上世纪60年
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在陈子庄个人最困厄的阶段，也是他沉潜最深的
时期：读书、作画、游历、思考，研究哲学、诸子和熊十力“新儒
家”思想，令他的艺术出现飞跃的重要阶段，而这又是文人墨客日子
越来越难过的时段。虽然在这个时间段里，他的作品被画界名家如周
昌米等所欣赏，但在当时境况下他们也是爱莫能助的，于是在20世纪
的中国也就重现了艺术大师“人去业显”扬名身后的无奈。此外，陈
子庄的艺术迟至今日方才得到更高度的评价，去除上面所讲的一些因
素之外，更主要的是其艺术“曲高和寡”
的格调，其平淡天然简约笔致后面的幽深
醇厚，其挥洒自如浑然天成的笔情墨趣，
而透过这些清新简洁篇幅不大的画面，能
够领略其蕴含着的文化精神内涵，即使是
美术圈内人也不是容易达到的。

陈子庄的艺术具有崇高的价值，20 世
纪国画大师的地位当之无愧，做这样的评
价着眼点在于其艺术的独特个性面貌与精
神。众所周知，中国画历来注重师承和传
统，继承与出新难以做到辩证的统一，而
陈子庄真正做到了。在 20 世纪的画家中，
他的山水画面貌独一无二，难得的是认真
学习古人，他的笔墨精神源自古人而不依
傍古人，做到“师古”而能“化”，他十分
注重写生，笔下丘陵地貌的平远山水，源
自真山水的写生体验而又不拘泥于复制真
实，从而和当代诸大家保持了距离。做到
了石涛的“我自为我，自由我在”的境界。

陈子庄的崇高评价，在于它独特艺术

个性的同时，更有其高度的完美性。我们知道，没有深厚的功力和完
美的艺术追求和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所谓“独特创新”最多不过是
沙滩楼阁式的理想而已。我们称陈子庄是“奇人”，是承认他的天赋难
得，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具有他所经历的时代和传奇般的个人经历，其
中多少坎坷磨难、血与泪、悲与喜，幻想成功与失望，铸就他的人生与性
格。再一方面，成就陈子庄的是他在艺术和学问的终生追求，少年时和父
亲学画扇，向画家们讨教。青年时，奋力读书，涉猎文史哲，“曾从陈步銮、
萧仲伦学习《诗经》、《楚辞》、《易经》、《老子》、《庄子》等典籍。这种对中华
文化较广泛的尝味，为他以后在绘画上的深阔开拓，起了一定铺底作用”

（吴凡《陈子庄》）。绘画方面，齐白石到四川时他做陪侍，大有教益，后来
仿白石乱真，换钱谋生，以致他晚年还作自我批评检讨。黄宾虹到川也有
接触。他景仰吴昌硕的书画。向大师们学习最重要，即所谓“师法乎上”，
陈子庄一生眼界极高，一般画家皆不入其法眼，这也是他被人目为“狂
妄”的原因。他涉猎古人，眼界广、功力深，同时他又决不守旧，他能“与时
俱进”，师古人兼师造化，和现代画家们一样，深入生活与自然，不断的、
大量的画速写，他身后留下大量速写稿，是研究其艺术的重要材料。此
外，陈子庄的高度，在于他的书法功底很深，风格近于郑孝胥，纵恣跌宕，
力能扛鼎。近代画家大多能书，其中书画俱高者难得，吴昌硕、齐白石、黄
宾虹可称巨匠，现代画家中如丰子恺、陆俨少等少数大家有书卷气而无
习气，至为难得。陈子庄即在此列，然只可为知者道，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中国画美妙处端赖于笔墨，宾虹老人论画有云：“有笔有墨、兼有章法者，
大家也，有笔有墨、而乏章法者，名家也，无笔无墨、而徒事章法者，众工
也”。此据，称陈子庄为大家，不亦宜乎。

陈子庄先生百年，其艺术如岁寒松柏，屹立苍茫，永为后学瞻望
景仰。20世纪风云际会，繁荣落尽晚年沉寂中，成就了一代大师，其
中之“幸与不幸”，值得思考，令人低回不已。

（注：本版图片均来自陈子庄之子陈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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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壶 山 水
画，多以蜀中平
凡 景 物 为 题 材 ，
他 以 独 特 的 面
貌、独自的艺术
语言以及强烈的
个 性 且 质 朴 率
真，深厚幽微的
画境闻达于中国
画坛久矣。中国
文人画，须要画
家通过高深的学
养去抒发自己的
情感，同时体现
自身的修养。中
国 画 重 在 “ 立
意”，造景易而立
意难。画中的景
可 以 拼 凑 杜 撰 ，
但意境是画家深
沉的学养和对大
自然深切的感悟
而来，也是才智
的体现，其笔端
赋予物象的内质
精神，已超乎于
象外，要有弦外

之音。一个画家要表现大自然景物，须要
有浪漫无羁的形象想象，热情奔放的情感
和个性的表达。

石壶的画，有个性又有地方特色，他
平淡天真，迹简意远的艺术风貌，这是他
执着的追求。体现了他“同能不如独善”
的见解，他追求这个目标，其本身就不同
凡响，充分显现了他胸次高旷以及智慧与
胆识。他追求孤洁简淡的画境，包含着中
国美学的深邃内涵，也是中国画的至高境
界。孤：独特、独善、独有。洁：皎洁，
如皓月之无尘。宛若“我心似明月，碧潭
澄皎月”。简：简淡、简洁、化繁为简。
淡：平淡、幽淡、雅淡、平淡天真。石壶
在信中提及：“在绘画上，其实自己的作品
就是很好的说明了。有的东西用文字是写
不出来的 （只能意会），另有些表象是那
样，我画出来是另外一个样子 （已超乎于
象外），这是我认为他 （它） 应该是这样，
才能更好地显现他 （它） 的精神，别人以
为是不真实，虽奇而不失真，华不坠实的
大道理都会懂得。描绘物象的精神在内涵
而不在表象上，但不完全离开他 （它），只
是浓缩了对象，将他 （它） 升华到更高的
艺术领域，或者丰富了对象，使对象更美
而不是更丑。”（使物象进入内质美，写精
神似非却是） 从他的这些言语中，可领会
到他独自的美学观。好的绘画是有“声”
的，“不在笔墨，而在意度”。画幅里蕴藏

着画家的艺术思想和个性的表达。石壶善
于在平凡生活中发现美和创造美，这的确
须要画家的睿智与勇气。他笔下的一坡一
岸、竹林茅舍、鸡鸭牛羊、都赋予物象的
精神生命，闪动着拂拂的灵气。这幅幅画
面的动人情景，倾注了画家对大自然的真
情实意，也是会心交流“移情”的结果。
他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将这些平凡山川景
物加以高度概括，是经过自主消化后浓缩
了的景物，更是他“意象”中的田园胜
景，他是通过物质画精神，通过画大自然
画自己，画他心中的山水。他在信中说：

“我的理境，是从大易、老庄而演变。”这
是他思想的底蕴，是对哲学的参悟，他的
画才有“底气”，才能创作出平淡质朴而意
韵悠长的艺术。

恽南田云：“画家以简洁为上，简者简
于象，而非简于意，简之至者繁之至也。”
中国画传统技法，是前人总结的经验和创
造的方法。传统的“法”是在不断扬弃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如泥古不化，艺术就会
僵化而停滞不前，即为法障。法，法无定
法，绘画初须要有法，随后要在有法和无
法之间乃为至法。然而，对于一个悟道
者，传统的法对他已不起作用，他已从

“法网”里逃逸出来了，全是神灵在调遣他
的心智，已无常法，无常态，毫无羁绊地自由
挥洒，点缀物象的精神使其形神兼备。石壶
诗云：“法在规矩外，神游天地间。”从他的艺
术风貌和内涵来赏析，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和
风格。一个画家要在总结规律性技法的同
时，还要参以权变，才能体现“天下变通”的
大法，“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
的哲学思想。石壶深悟哲理的精微之处，并
身体力行地加以推广而体现在自己的作品
里。石壶诗云：“妙在性情能自见，莫将形质
缕心肝。”他还说：“绘画有两个要素，一是性
灵；二是学问，无性灵不能驾驭笔墨，无学问
不能表达思想。”石壶以小品山水画立脚于
画坛，其重要原因，就是艺术性高，绘画里蕴
藏着他的哲学及美学思想，还有他独创的绘
画语汇。美术理论家薛永年诗云：“何必开拓
废承继，石壶‘阴法’胜前贤。”艺术绝不等同
于技术，有的画看似大，只有形似而已，虽显
大却浮薄空泛，没生活、没个性、没内涵、没
意境、无动人之处，然冗笔多，这只是技术性
的作品。好的绘画是有“含金量”的，是有文
化底蕴和内涵的，有想法、有修养、有个性、
有特色。绘画应化繁为简从而达到自然天
成，没有一丝雕琢痕迹，这才是好的绘画。画
家要有深沉的学养和繁富的生活阅历，才能
画出深沉的作品。我用画家丰子恺的两句话
来结束此拙文：“尝喜小中能见大，还须弦外
留余音。”

（作者为重庆陈子庄研究会副会长、陈
子庄之子）

陈子庄（农历 1913 年 10 月 15 日～1976 年 7 月 3
日），出生于四川省荣昌县（今重庆市荣昌县）双河镇
峦堡村紫金观岩湾“陈家老房子”，现代著名画家。

金台记：

著名国画大家陈子庄先生，可谓一生传奇，一身书气，一腔清气，一代
大师，后世楷模。

传奇，是说他阅历繁富。解放前他曾与齐白石、黄宾虹切磋画艺，领悟
艺术真谛。结交章伯钧，还为营救挚友张澜入狱三年。曾入聘四川军阀之
幕。1949年底受地下党的委派赴成都策应和平解放。随后参加解放军，解放
后当过四川省政协委员。

一身书气，是因为他在聪敏善悟基础上，又博闻强记，满腹诗书，才华
横溢，思想深邃，境界超凡，宁为追求理想苦，不要逐波世俗荣。

一腔清气。陈子庄先生清清正正，人品高洁。他虽然人脉深厚，画艺超
凡，多得画界大家名流赞赏，本来身份地位可以很是显赫，但他宁守清贫与
正气，不追名逐利，专注于艺术进境，以至于甘愿穷苦一生，“人去业显”。

一代大师，体现在他在绘画上不为时风左右，对艺术发展规律具有深刻
认识、独特见解和远见卓识。在国画艺术上，他在寂寞困厄中殚精竭虑、辛
勤耕耘，以独特思想另辟新径，大胆创新，开创了中国山水花鸟画平淡天
真、简淡孤洁、情意隽永的崭新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他的作品迹简意远、
格调高雅、画境高逸超妙，内涵丰富，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与现代趣味。是
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化古今中西，在艺术表现方面开辟了一脉新风，也由此在
中国美术史上为自己争得了不可磨灭的地位，为中国画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后世楷模。正如陈子庄先生的一番话：“我们作画，其社会的作用是牵引民
族思想。只有在这种意义上，艺术家方可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切不可好名贪
利，把后人教坏了。”作为一个哲人、学者、艺术家，这种人格、境界、思想、精神
与终身恪守与不懈地追求，彰显了民族精神，足以让世人瞻仰敬慕，传承颂扬。

纪念陈子庄先生诞辰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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