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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与收藏鉴赏与收藏

（一）

多年以后，陈德鸿站在春天的
田野，准会想起那个遥远的下午。
当时，陈德鸿的双脚陷在水田里，
广播喇叭传出 《国际歌》 的旋律。
这一刻，他瞧着水田里自己的倒
影，在心里说：要创造幸福的生
活，全靠我们自己努力。

现 在 的 陈 德 鸿 已 经 是 一 名 画
家，当初，他是一位农民。1958 年
出生的他，是西坞镇陈孔目村的一
名农家孩子。小学毕业后，为了兄
弟姐妹们的学业，他不再上学，成

了家里的劳动力，放鸭、放牛、插
秧、打稻，什么活都要干。可他还
是个孩子啊，拿着柴棍在地上画画
或拿着捡来的粉笔在墙上画画成了
他的最爱。他爱画鸡，画狗，画
猪，画牛，画天上的小鸟，这些动
物都是他平时的玩伴。村里老人看
了他的画，夸他画得真像真好看。
画得多了，有人找上门来，请他画
人像。村里人喜滋滋拿着画像走
了，递给他一元至两元不等的报
酬，陈德鸿心里高兴啊，这是他的
劳动成果，接着也有人请他在床栏
上画画。

虽说不上学了，可陈德鸿的求

知欲仍很旺盛，他常去生产队看报
纸。那时的 《浙江日报》 有漫画专
版，陈德鸿心里常常有幻想，要是
自己的画也能登上报纸，那该有多
好啊。家里没闲钱，可他的画画爱
好在那时候，也算是烧钱，要订画
报，要买纸和颜料。他用压岁钱或
劳 动 所 得 订 了 一 份 《工 农 兵 画
报》，就是这本画报，激发了他投
稿的兴趣。

那年，陈德鸿 15 岁，连环画
《山乡巨变》《白毛女》 是他的老
师，农村的广阔天地也是他的老
师。在村里人不解的目光中，他背
着画夹出去写生，沉浸在自己的世
界里，忘了农事的辛苦。

蓝 天 白 云 下 ， 一 望 无 际 的 田
野，农民拔秧、挑秧、种秧，电线
杆上驻足着一行麻雀，牛在耕田，
油菜花怒放，草籽花盛开，透明的
露水正要滴下来，这一切场景他是
多么熟悉。陈德鸿把脑海里的场景
用铅笔打底稿，画了下来。反反复
复修改润色后，惴惴不安地投给

《工农兵画报》（《富春江画报》 的
前身）。一个月后，村里的小店老
板叫住他，递给他一封信。拆开
信，陈德鸿喜极而泣，居然被录用
了！编辑鼓励他不要放弃，坚持下
去，终会瓜熟蒂落。对啊，父母怪
他浪费家里的钱，村里人说他是

“画呆子”，现在，一切都值了。

（二）

1973 年，15 岁的陈德鸿是村

里的一名小社员，在村里，他被人
称为小画家，这给他带来了自信。
陈德鸿带着自己的画作去县文化
馆，向韩培生老师和姜宝林老师请
教，一次二次三次，数不清的无数
次。在韩培生老师的指导下，陈德
鸿进步很快，并且参加了县里的农
民画培训班。那时，奉化的农民画
创作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农民画
需要年轻的血液，陈德鸿也需要这
样的机会。

世界向他展开了新的一页。的
确，培训班的学习内容让他大开眼
界，本来他是单打独斗，现在他有
了同学，都是有着相同爱好的“画
呆子”，他们可以一起讨论，这对
他来说是多么珍贵。

这期间，他像一块海绵，沉浸
在知识的海洋里。订阅了 《当代》

《十月》《收获》 等文学杂志，看外
国人凡·高、达·芬奇、米开朗琪
罗等画家的传记。当他知道县里的
图书馆可以免费看书，他骑着自行
车赶到那里，一看就是一天。他认
真研究毕加索的画册，画册里的眼
睛很有特色，于是他把所有的眼睛
临摹了下来，发现上千幅画中的眼
睛都不一样。凭着这一股韧劲，伴
随着视野的开阔和思考的成熟，他
的农民画开始大胆借鉴各种传统艺
术，比如民间剪纸、刺绣、印花、
石雕、木雕等艺术的精华，包括一
些西方的元素，逐渐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

1983 年 10 月，他带着农民画
《春光好》《牧归》 去参加浙江省首
届工人、农民画展，《春光好》 入
选了，《牧归》 还得了三等奖。这
是一个丰收的季节，陈德鸿收割了
自 己 的 “ 稻 子 ”， 而 这 仅 仅 是 开
始。接下来，作品 《鸡趣》 参加
1986 年浙江现代民间绘画展。1987
年，作品 《喂鸡》 入选中国首届艺
术节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展览。同
年，作品 《鸡趣》 赴美国蒙大拿
州参加中国浙江省现代民间绘画
展，作品 《喂鸡》 入选中国浙江
省农民画展，送往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展出。1988 年，《鸡趣》 等 10
幅作品参加首届浙江省现代民间
绘画十人联展，赴美国、澳大利
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展出，后
来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作品

《龙子》 入选浙江省农民书事大赛
展览；荣获浙江省现代民间绘画创
作三等奖；荣获 1988 年全国农民
书画大赛绘画入选奖。1989 年，作
品 《逗牛》《鸡趣》 入选浙江省美
术作品展览，赴西班牙巴塞罗那参
加世界博览会。

至此，陈德鸿逐渐形成了自己
的美学风格。著名画家姜宝林这样

评价他的画：造型夸张，色彩明
快，构图饱满，工笔重彩，不拘一
格，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装饰
风貌。

（三）

他 爱 画 鸡 ，《鸡 趣》《斗 鸡》
《守时守信》《闲庭信步》《满园春
色》《相依》《同一个梦想》 等等，
都是以鸡为题材的作品。鸡是农村
最为常见的家禽，也是陈德鸿小时
候的玩伴。他曾目不转睛地盯着鸡
看，一秒钟之内，鸡会变化出无数
的表情。鸡跟人一样，有自己的个
性和情感，或骁勇好斗、威风凛
凛，或憨态可掬、娇俏可人。在陈
德鸿眼里，鸡是一个符号，一个有
着思想感情的符号。

有一次，陈德鸿偶然发现一只
大公鸡在照镜子，它像疯了似地用
爪子扑打镜子里的自己，气呼呼的
模样让人怜爱。还有一次，陈德鸿
画好了鸡，累了没收拾而放在桌
子。第二天被撕得七零八落，原来
是一只猫在作怪，猫见了桌上的
鸡，鸡怎么可以在桌上放肆呢。对
着撕破的画，陈德鸿又好气又好
笑。他对鸡的观察越来越细，投入
的感情越来越多，获得的回报也越
来越高。

他的“鸡”跨出国门，在美国
蒙大拿州展览，一位人类学教授用
英文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从
他的 《鸡趣》 中看到了东方古老的
民间艺术，那种纯朴的美传导到他
的脑神经，让他兴奋。他把它拍
下，用镜框镶起来挂在客厅里，欢
迎陈德鸿访美做客。

艺 术 是 相 通 的 ， 也 许 语 言 不
同，表现手法不同，造型不同，这

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画中表达的
情感，这才是真正打动人的东西，
它 可 以 跨 越 国 界 。 1987 年 11 月 ，
为促进宁波与香港的民间文化交
流，在香港举办了由宁波市文联和
美术家协会组织的 《宁波画展》，
这次入展的 80 位画家日后在宁波
的画坛上都是响当当的鼎足人物，
王利华、汪日章、何业琦、陈继
武、林绍灵、韩培生、骆建均、周
士非等等，奉化的农民画有四人入
选，陈德鸿是其一，而另三位都是
女性——王银飞、王梅贞和方春
萍，这应该是奉化农民画的黄金时
代。

（四）

从在 《工农兵画报》 发表作品
起，陈德鸿已经走过了 40 多个春
秋。2004 年，他师从姜宝林学习
水墨画。2013 年，在宁波镇明路
明州甲十二综艺馆 （林宅） 展出
80 余幅作品，一半农民画，一半
水墨画，反响不错。但他对农民
画的痴迷，一直不变。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各行各业都在助
力，作为一名画家，用艺术语言
表达对抗击疫情一线人员的崇敬
和 敬 爱 之 情 ， 是 义 不 容 辞 的 责
任。他画了两幅农民画 《庚子抗
疫》《人类与毒疫之战》，参加扬
帆美术馆的“为武汉加油——网上
书画艺术展”。

现 在 ， 陈 德 鸿 已 经 60 出 头
了，随身携带两本速写本是出行的
标配，一本是漫画，一本是水墨
画。他说：“我现在一天不绘画就
会觉得难受，最大的问题就是觉得
时间不够用，因为需要学习的东西
太多了。”

飞出国门的一羽“凤凰”
——记农民画画家陈德鸿

陈 峰

画坛向来有南北之分，如“北
齐南黄”“南张北溥”“南张北齐”
等。“南潘北李”指的是南方的潘天
寿及北方的李苦禅，二位画家在现
代大写意花鸟画领域独辟蹊径，把
花鸟画与山水画完美统一，同时创
立了现代中国花鸟画巨作的新样
式。

论成就与影响，潘天寿当然要
比李苦禅更胜一筹，李苦禅能在现
代大写意花鸟画上与潘天寿“平起
平坐”，自然有其过人之处。李苦
禅擅画鹰、荷、竹，尤其是他晚年
的巨幅通屏，如置于人民大会堂的
巨作 《松鹰图》《盛夏图》，与潘天
寿巨作 《初晴》《无限风光》《鹰石
图》 等，南北遥相呼应，作品气势
磅礴，摄人心魄，风格突出，“南
潘北李”或因此得名。

从个人审美角度看，“南潘北
李”的不同点在于潘天寿绘画重

“骨”重“气”，李苦禅绘画重“韵”重
“意”，这就好比唐朝书法大家柳公
权与颜真卿的书法，大家称之为“颜
筋柳骨”，筋与骨都是书法力度的表
现，但“柳骨”瘦硬，力在外；“颜筋”

丰满，力内含。潘天寿和李苦禅都代
表了现代大写意花鸟画的一个高
度，他们在很多地方有共同的审美
表达，但仔细赏读，则能品嚼出两位
大师对审美的各自追求：潘天寿的
绘画总给人以强悍之力，正如潘老
自己喜欢的一方印上四个字：一味
霸悍。而李苦禅绘画的力度更多地
给人以内敛之感，笔墨厚、重、润，不
急躁不张扬。

齐白石曾在李苦禅画作上这样
写道：“李苦禅超过我了”，“苦禅
学吾不似吾”，充分肯定了弟子的
艺术造诣。我们平时所见的李苦禅
作品中，很少有应酬之作，哪怕是

“应酬画”也不随便应付。有些作
品虽寥寥几笔，但笔墨少意味浓，
好比八大山人的作品。

除鸿篇巨制外，李苦禅的一些
小品或即兴之作也颇招人喜爱。这
些作品取材于画家的日常生活或身
边之物，螃蟹、麻雀、白菜、香
菇、菊花、兰花等，均可入画，看
似信手拈来，漫不经心，画家以大
写意笔墨，运笔大胆冷静，笔笔入
纸，气息厚重凝练，作品富有生活

情趣，让人赏心悦目。《秋色秋香
图》 就是这类作品中的佳作。此作
斗方形式，画中白菜两棵，香菇若
干。此画作题款为双题，可见画家
自己较为满意，作品完成后再补题
赠予友人。“秋色秋香，山农佳馔
矣，亦如此乎，苦禅于京华。”“玉
璋同志来吾处，以此赠之，知其味
方为斯民，信然。禅又题。”

题 款 中 的 书 法 是 此 作 一 大 亮
点。在我眼里，李苦禅是一位书法
大家，其书法既有传承亦有创新。
李苦禅认为“书至画为高度，画至
书为极则”，他的书法从碑而来，
厚重朴拙，同时又不乏灵动自然，
书法的线质、造型、韵味与其绘画
作品十分协调。

以书入画，画中有笔意；将画
意融入书中，书则自然生动，韵味
醇厚。中国画其实不是“画”出
来，而是“写”出来的，这也是中
国画有大写意、小写意之分的原
因。一个“写”字，至少说明了三
点：第一，画家画画，每一笔每一
画都从心而来，写的是“内心”，
表达的是画家的情感世界。第二，
中国画追求“神”，只有“重神轻
形”，方能“得意忘形”。第三，中
国画家需要有扎实的传统书法功
夫，绘画中的一笔一画都像写字一
样，全靠“写”出来。

白 菜 谐 音 “ 百 财 ”， 亦 象 征
“清白”。纵览近代画家，善此题材
而卓有成就者，有吴昌硕、齐白石
等大家。巧的是，吴、齐、李三位
画坛巨匠都是师徒关系，他们又都

善画白菜，是师徒传承还是个人喜
好，这里暂且不说。比较三家白菜
画法，尽管师出同门，但风格上各
具面目。吴昌硕的画有金石之气，
齐白石的画质朴而有童趣，而李苦
禅的画更显豪迈与奔放，三家各显
其趣。具体画法上，缶翁笔下白
菜，叶子蓬松，菜叶茂盛，墨色有
浓有淡，勾茎线丰富，白菜中常配
一些萝卜。白石老人的白菜菜叶包
得很紧，叶少，勾茎线较长但简洁
明快，白菜形态给人的感觉是多菜
梗少菜叶。齐白石对白菜可谓情深
意切，他曾在自己的一件大写意白
菜图中写道：“牡丹为花中之王，
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能白菜为蔬
王，何也？”看来，在白石眼里白
菜已不是普通的蔬菜了。李苦禅的
白菜继承了白石翁的传统，他画的
白菜大致有淡墨或淡彩两类，画菜
叶也有勾茎与无茎两种。

“画菜以勾勒法最难，无法之
法 为 至 法 。” 勾 勒 法 强 调 线 条 质
量，也重视对物体形象的正确表
现，以线写形，尤其大写意作品，
应意在笔先，笔无凝滞，运笔不为
形所拘，线条概括、洗练，笔法丰
富，注重物象结构。从 《秋色秋香
图》，我们看到了李苦禅所展现的
笔墨语言，画家以深厚的笔墨功
力，以淡墨叠积来画菜叶，浓淡结
合，菜的质感好，层次也丰富，白
菜鲜嫩的味道也出来了。笔者曾经
看过画家的作画视频，李苦禅作画
时速度较慢，运笔十分淡定，笔笔
到位，气定神闲，毫无急躁之气。

据说，李苦禅一辈子绘画数量在六
七千件，以白菜为题材的作品占了
不少，可见画家热爱农民，喜爱农
物。对于如何画好白菜，画家有自
己的切身体会，他说：“写菜不勾
筋法，要以用墨浑厚。”用墨浑厚
并不一定用浓墨才显其墨色的厚重
感及菜的质感，淡墨处理得好也照

样可以显其浑厚。这幅 《秋色秋香
图》，画家几乎用淡墨绘就，水、墨的
分寸把握得极好，水、墨、笔、纸“融
会一体”，两棵白菜之间，又点缀几
只姿态不一的香菇，画面更显丰富
精神。有意思的是，吴昌硕画白菜
喜欢与萝卜搭配，齐白石的白菜中
冬笋见得多，李苦禅白菜中大多是
香菇，或许这是画家不同的“口
味”吧。

在艺术市场中，潘天寿作品因
其艺术性和稀缺性已成为市场追逐
的热品，大幅巨作拍卖价屡屡创出
上亿元天价，而李苦禅作品价格尽
管在近几年略有上升，但与潘天寿
作品相比，差距仍然悬殊，凭李苦
禅在画坛的地位和艺术水平，他的
作品价格上升应是迟早的事情。

“南潘北李”话苦禅
——兼析李苦禅《秋色秋香图》

方向前
李 苦 禅

（1899—1983） ，
原名英杰，山东
高唐人，与宁波
籍画家潘天寿有

“南潘北李”之
称，为现代大写
意花鸟画大师。

【人物名片】
陈德鸿，1958 年生于奉化

西坞，农民画画家，浙江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宁波现代民间绘画
艺委会主任。

1983 年，作品 《牧归》 参
加浙江省首届工人、农民画展，

获三等奖。1987 年，作品 《喂
鸡》入选中国首届艺术节中国现
代民间绘画展览。1988 年，《鸡
趣》 等 10 幅作品参加首届浙江
省现代民间绘画十人联展，赴美
国、澳大利亚、德国展出。2004
年 9月，作品 《鱼》 入选第七届
中国艺术节全国现代民间绘画画
乡建设成果展暨第二届秀洲中国
农民文化艺术节“中国现代民间
绘画优秀画家作品提名展”，被
评为 2004 年中国现代民间绘画
优秀画家。代表作 《鸡趣》《龙
子》《牛塘情趣》 等多次赴美
国、德国、西班牙、日本以及中
国香港等地交流展出，100 余幅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馆
及中外友人收藏。

李苦禅《秋色秋香图》（方向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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