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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天，正在宁波画院举办
的东钱湖山水风光油画展吸引了
很多市民的注意，前去参观的人
络绎不绝。鲜为人知的是，这些
画的作者任昌久是我市少有的职
业画家之一。为了追求艺术，他
在 55 岁时抛家舍业“北漂”学
艺。经过 6年的身心洗礼，他逐
渐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风格，确立
了山水油画的艺术地位。

任昌久是中国油画学会会
员、北京油画学会现任常务理
事。1958 年，他出生于鄞县一
户普通人家，6岁开始迷上了画
画。当别的小朋友嬉闹玩耍时，
他却照着小人书临摹，如痴如
醉。上中学后，美术老师认定他
有绘画天赋，重点关照，悉心栽
培。于是，任昌久立志走艺术发
展道路，目标是考取浙江
美术学院。1979 年高
考时，他的专业课
通过了录取分数
线 ， 但 因 文 化
课拖了后腿而
未能如愿。任
昌 久 非 常 失
望 ， 准 备 “ 恶
补”文化课后第
二年再战。不久
后，余姚师范学校
为 了 培 养 美 术 师 资 力
量，开设了美术专业班，向
全市招生。任昌久凭借扎实的功
底，被免试录取。虽然不是心目
中的理想学校，但作为一名农家
子弟，上了师范学校就能成为人
民教师，吃上“国家饭”，也算
鲤鱼跃龙门了。在余姚师范学
校，任昌久因成绩优秀、绘画能
力强而被选为班长。毕业后，被
驻甬某部子弟学校挑去当了一名
美术老师。

尽管有了稳定的工作，任昌
久对艺术的追求却一刻未曾停
止。每天上完课就涂涂画画，醉
心艺术创作。朝九晚五的生活没
有消磨意志，他重新燃起报考浙
江美术学院的希望。为了备考，
他毅然辞去了教师这一“铁饭
碗”。但现实生活非常残酷，没
有稳定的收入，任昌久要一边赚
钱一边复习，还要从事创作，有
些力不从心。年龄越来越大，任
昌久考取浙江美术学院的希望越
来越渺茫。1986 年，他的作品
获浙江省油画展第一名，并获得
了 300元的奖金。虽然这次获奖
是对他艺术成就的认可，但生活
的艰难却让任昌久感到非常无
力，搞艺术创作养不了家，甚至
养不活自己。经过再三考虑，他
决定暂时“封笔”，专心工作。
任昌久开了一家广告公司，经过
苦心经营，逐渐走上正轨，家人
终于可以衣食无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晃
到了 2012 年，任昌久已经 55 岁
了。本应安排好自己的晚年生
活，或寄情花草，或含饴弄孙，
但任昌久压抑了几十年的艺术创
作热情仿佛春天的野草，在知天
命之年悄然勃发。经过一段时间
的思考，他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
定，将广告公司交给别人打理，
只身一人去“北漂”。任昌久选
择落脚的地方位于北京通州的宋
庄，这里被称为“画家村”，是
我国最大的原创艺术家的聚居群
落，聚集了几千名来自全国各地
的原创艺术家、批评家和经纪
人。任昌久希望在宋庄开阔眼
界、拓展思路、博采众长，进一
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形成自
己的创作风格。他租了一间简陋
的厂房，一头埋进艺术创作中。
为了节省开支，他将物质生活要
求降到最低，常常一次买几十个
馒头，饿了就着开水吃。早上起
床就开始创作，或者冥思苦想，
或者刮刮画画，每天工作到深
夜，不知道什么是疲倦，完全沉
浸在绘画世界中。他经常参加一

些集体写生活动，领略祖国各地
的奇山秀水、风土人情，积累了
大量的创作素材。同时，与来自
全国各地的艺术家进行交流，学
他人所长，为己所用。特别是经
常能得到全国一流艺术家的点
拨，让任昌久获益匪浅。

艺术的追求总是伴随着孤独
和寂寞，“漂”在北京的艺术家
如无根的浮萍，所有的事情要自
己打理，既要搞创作，也要会营
销。任昌久虽然经商多年，但骨
子里秉持艺术家的清高，不会曲
意逢迎，也不知道如何炒作。看
着艺术成就一般的同行每年卖画
赚几百万元，他虽然羡慕，但总
是一笑了之，继续埋头创作。

在北京“漂”了近 6 年时
间 ， 他 创 作 了 400 多 幅 作 品 。

“漂”在北京的第一年，他的作
品《乡村的情怀》入选中国美术
家协会主办的“实干兴邦——第
二届全国中青年油画展”。当
年，他还有多件作品入选中国油
画学会、北京油画学会、浙江省
油画学会主办的展览。此后三
年，他有多件作品入选全国油画
重要展览。北京的生活虽然艰
苦，但任昌久的艺术视野日渐开
阔，创作水平上了一个台阶，逐
渐形成了自己介于具象与抽象之
间的创作风格。他认为画画是情
绪涨落的艺术体验，没有情绪的
作品毫无意义，所以他把表现情
绪的笔意放在了首要位置，奔放
的笔意荡漾着艺术追求的情怀。
任昌久的导师、中国油画学会秘
书长、北京画院原副院长雷波评
价：“任昌久的风景画应该被定
义为‘心画’，貌似在对景写
生，实则是在画心中之物、心中
之景、心中之感。”

除了绘画，任昌久还研究音
乐和中国古代文化哲学，他是把
油画材质美感的特点和中国文化
融合的践行者。他尝试把音乐的
一些感受融于风景油画的创作当
中，这造就了任昌久的作品既有
北方画家豪放的笔触，又有南方
画家细致的塑造。豪放大气的笔
触与缥缈秀美的山川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从而确立了他在风景油
画领域的艺术地位。

现在，任昌久将艺术创作的
重心放在宁波。朋友在鄞州区因
材教育城为他提供了两间办公室
作为画室，他每天都在画室里不
停地画画。他说余生要为精神而
活，为绘画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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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氏老宅院的入口处，“陈
逸飞故居”的标示牌赫然入目。陈
逸飞是名扬海内外的油画大师、视
觉艺术家，1946年4月，陈逸飞出
生于此。许多外地游客路过此处，
看到这块标示牌，往往露出讶异之
色：想不到赫赫有名的大艺术家陈
逸飞竟然出自这座看上去已显凋败
的江南旧宅院。

陈逸飞是陈氏第十代后人，为
族中“朝”字辈，族名叫“陈朝
华”，陈逸飞出生 6 个月后被父母
带到上海生活。他从小就表现出绘
画艺术的天赋，1960 年，年仅 14
岁的他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预科
班。1980 年，陈逸飞自费赴美国
纽 约 大 学 攻 读 艺 术 专 业 。 1985
年，他的油画《桥》上了联合国首
日封。他的油画作品 《故乡的回

忆》（又名 《双桥》） 被美国西方
石油公司董事长哈默访华时买下，
后来在邓小平访美时，哈默把它作
为 礼 物 赠 送 给 邓 小 平 。 1992 年
起，陈逸飞涉足电影界，曾拍摄电
影《海上旧梦》《人约黄昏》《理发
师》。

陈逸飞离开家乡时还是襁褓中
的半岁婴儿，此后很多年一直未曾
回过老家，因此对老家的印象一片
空白，只是从长辈口中得知自己是
镇 海 人 （他 的 出 生 地 原 归 属 镇
海），不知道有北仑新碶星阳村这
个后来改了名的出生地。之后，在
同为北仑籍的连环画大师贺友直的

解释下，他对老家地名的历史沿革
有了初步的了解。

2004 年的清明时节，在各方
的牵头联系下，陈逸飞终于回到阔
别已久的故乡北仑新碶认祖归宗。
当时他带着家人郑重地祭扫了陈家
先祖的坟墓，还与族亲共商续修宗
谱事宜。

回到自己的根脉之地，陈逸飞
的心情自然是欣慰的，他愿意为故
乡发展尽力。当时有人问陈逸飞，

“你的油画 《故乡的回忆》 让周庄
享誉海内外，重回故里，你是否会
考虑创作一幅属于北仑的画卷？”
他沉思后微笑作答：“我也在想怎
么构思，怎么表现得更加切题，如
何使更多的人喜欢它。我会在今后
不断完善我的构思。”

他在乡亲们的陪同下游览参观
了北仑港、春晓洋沙山等处。通过
几天的走访，陈逸飞认为故乡是一
个山明水秀、人文渊薮的美丽地
方，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北仑
城市的规划和发展要立足长远，要
考虑如何将国际上通行的艺术理念
融入北仑城市发展中去，给子孙后
代留下一点真正的财富。”此后，
他还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请美
国、加拿大的建筑设计专家等到春
晓洋沙山实地考察，筹划为家乡的
发展做贡献。

然而天妒英才，仅仅过了一
年，2005 年 4 月，正在拍摄电影

《理发师》 的陈逸飞积劳成疾，经
抢救无效匆匆离世，年仅 59 岁。
陈逸飞的过早逝世是我国乃至国际
视觉艺术领域的重大损失，当时全
国震惊，家乡人民更是深感痛惜。

尽管陈逸飞去世了，但他的家
人来北仑的足迹未曾中断。此后数
年间，陈逸飞的胞弟、同为画家的
陈逸鸣又多次返乡祭祖、与宗亲相
聚，并与北仑当地相关部门人士多
次沟通、商讨修建陈逸飞故居、完
善陈逸飞艺术馆等事宜。

2017 年冬至，陈逸鸣带着侄
子陈凛 （陈逸飞长子） 参加家族祭
祖活动。已在投资界具有实力和知
名度的陈凛是第一次回乡，他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回到父亲的出生
地，心里自然感到特别亲切，今后
也想尽自己所能完成父亲报答故乡
的遗愿。他还透露了在宁波的投资
计划及项目。2018 年冬至，陈逸
鸣、陈凛叔侄再次回乡参加冬至祭
祖及《中 慎德堂——新碶陈氏家
族》一书的首发式。他们与慎德堂
的亲缘愈加深厚。

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岁月带
走的只是慎德堂陈氏家族一代又一
代人的生命，却留下了“耕读传
家”“慎而守德”这几百年来绵延
不绝的文脉家风，它指引着陈氏
子孙在新的时代里奋发上进，继
续在家族史册上谱写生动、华丽
的篇章……

陈逸飞一家与慎德堂的因缘际会

北仑新碶这个家族人才济济北仑新碶这个家族人才济济
“蜡纸大王”是陈家人，还出了油画大师陈逸飞

在北仑区新碶街道星
阳村，穿过喧闹的集市，
再沿着一条幽僻的小巷，
可以看到几栋青砖黛瓦的
老宅静静地伫立在老墙门
内，斑驳的墙面显示出岁
月的沧桑。鲜为人知的
是，这个旧式大宅院内的
慎德堂陈氏一族曾在中国
近现代至当代名人史册上
留下了厚重的笔墨。前不
久问世的家族史册 《中
慎 德 堂 —— 新 碶 陈 氏 家
族》 回顾、记录了新碶陈
氏一族几百年来筚路蓝
缕、艰辛创业直至壮大辉
煌的历史以及历代家族成
员所取得的不凡业绩。

周燕波 陈红 文/摄

慎德堂陈氏一族的先祖于明朝
末年从鄞州走马塘迁移而来，在泰
邱（今新碶）打渔垦殖，开创家业。经
过 300多年的繁衍生息，开枝散叶，
陈氏家族逐渐人丁兴旺，事业昌盛。

建于泰邱中 （今新碶街道星
阳村） 的慎德堂是陈氏家族用来祭
祖 、 议 事 的 祠 堂 。 取 名 “ 慎 德
堂”，其意是教化族人要“慎而守
德”，注重道德操守。慎德堂陈氏
一族历史上名人辈出，才俊众多，
几百年来家族中受诰封的有州同
知、知县、奉政和奉直大夫、儒林
郎等 10 余人；国学生、庠生、贡
生 等 60 余 人 。 近 代 子 孙 外 出 经
商、求学，又出了许多名扬天下的
实业家、艺术家、教授、学者等。
除了大家熟知的当代著名视觉艺术
大师陈逸飞外，还有中国同盟会会
员陈后周、制造中国第一张“风筝”
牌蜡纸的民族企业家陈葆馥、金融
家陈才英、口腔医学泰斗陈维系、复
旦大学著名教授陈纪修、“汉语语
素”创始人陈永茂、中国乒协副主席
陈一平等众多杰出人士。

“读书为重，次即农桑。取之

有道，工贾何妨。礼义廉耻，四维必
张……”慎德堂陈氏恪守着流传了
上千年的陈氏祖训。祖训开篇就训
诫陈氏后人以读书为重，受此影响，
陈氏后人具有浓厚的教育情结。

据慎德堂陈氏第十代后人陈君
敏介绍，家族中许多人有过从教的
经历，如陈逸飞的父亲陈赓赉在抗战
时期从上海返乡居住的日子里，也曾
在慎德小学教过书，并担任校长。

另一个可以佐证陈氏家族重视
教育的事例是陈氏族人捐建了九峰
书 院 。 陈 氏 祠 堂 慎 德 堂 始 建 于
1878 年，是分两次建造完工的，
工程前后跨度长达 29 年。原因何
在？原来镇海县城旧有鲲池书院，
而小港以南地区因为距离县城较
远，当地学生就读颇不方便，因
此，地方乡绅决定集资建造九峰书
院。当时陈氏七世先人陈璞斋、陈
庆云听闻筹建九峰书院一事，慷慨
解囊，并捐良田数亩。而且陈璞斋
是当时乡里率先捐资的三位人士之
一，这件事还被记入民国《镇海县

志》，故后人推测当时两位陈氏先
人捐资数额必定不小。

捐学第二年即 1878年，家族开
始动工建造祠堂，但只建了正屋五
间，直到 1907年才由下一代接手续
建祠堂的前堂、廊房等，至此整个慎
德堂建造才算大功告成。陈氏后人
感慨道：“要不是两位先人捐巨资兴
建九峰书院导致财力薄弱，何至于
建祠堂要拖延近30年才完成？”

在祠堂建成之初，陈氏族人即
利用祠堂空余房舍开办“慎德学堂”。
创办私塾的陈氏九世先人陈兆熊是
民国时期的知名乡绅，早期接受过新
思想，提倡新式办学理念。经与族长
及前辈商议后，他于 1929年将私塾
改建为新式学校——慎德小学，陈
兆熊任第一任校长。学校不仅面向
本族子弟，还招收周边外族孩子，促
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慎德小学（后
改名）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停止办
学，几十年来培养了数千名学生。

今年 88 岁的陈氏第十代后人
陈梓樟告诉笔者，在他的印象中，

家族中各家庭都很重视子女教育，
极少有文盲。比如，他的父亲虽然
只是一个生意人，但对他们兄弟姐
妹的教育十分重视。他有三个姐
姐，最大的姐姐出生于民国初年，
按理说那个年代的乡村女子是没有
多大机会接受教育的，但是父亲却
供她们读到中学。

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家族耕读传
统，奠定了培育众多英才的厚实基础，
使得陈氏家族在百余年的时间内接连
走出数十位风采卓然的精英人物。

耕读为重的陈氏家族

在近现代的慎德堂陈氏一族
中，出现过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
其中陈后周在异域传播中华文化和
陈葆馥创办民族品牌“风筝”牌蜡
纸的故事一直被后人津津乐道。

陈氏八世陈嘉銈，号后周。清
代末年，陈后周考入宁波府中学堂

（宁波中学前身），不仅学业优秀，
而且思想开明。他后来追随孙中山
加入了同盟会。

陈后周才华出众，又精通英
语。1916 年，26岁的他远涉重洋，
来到印尼的泗水港。那里聚集了大量

闯荡南洋的华人华侨，然而当地的科
技文化并不发达。陈后周用英语（后
又学会荷兰语）向华人华侨子弟传授
国学经典及中华礼仪文明。在此期
间，他还亲自考察南洋民风民俗，传
播祖国的一些先进科技文化。在那
里，他度过了人生中最为灿烂的七载
春秋，使众多华人后裔受到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的熏陶。

陈氏九世陈葆馥 （1882 年—
1971 年）， 号 称 “ 蜡 纸 大 王 ”。
1895 年，年仅 13 岁的陈葆馥只身
赴沪谋生。1918 年，陈葆馥集资
200 银元在上海闸北创办勤业文具
股份有限公司。

铁笔蜡纸是试卷、讲义的“母
纸”。人们用钢板、铁笔刻印蜡
纸，形成母版后，再在油墨的推染

下，印刷成数十、数百张一模一样
的卷子。可这样的日常教育用具在
当时是依靠国外进口的。陈葆馥决
心振兴民族产业，他先试制出显色
原纸，继而试制用铁笔誊写的蜡
纸。历尽曲折，终于研制出铁笔蜡
纸，自创“风筝”品牌，开了中国
人自行研制蜡纸的先河。“风筝”
牌蜡纸因价廉物美享誉海内外，且
屡获殊荣，如在 1923 年的新加坡
马婆展览会上获得了国际荣誉奖，
1930 年在西湖国际博览会上再获
荣誉奖。

陈后周和陈葆馥的故事

任昌久的油画作品任昌久的油画作品

任昌久在简陋的画室里创作任昌久在简陋的画室里创作

陈逸飞故居门口陈逸飞故居门口

陈逸鸣陈逸鸣 （（第二排右六第二排右六）） 与部分族人与部分族人、、宗亲在慎德堂前合影宗亲在慎德堂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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