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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也好，现实中也罢，个性
鲜明的人，总是容易被记住。这十五
六个画家，每一个都在扬州这个“十
里花场”留下了“诨名”，他们分别是：
金农、郑燮、黄慎、李鱓、李方膺、汪士
慎、罗聘、高翔、华岩、闵贞、高凤翰、
李勉、陈撰、边寿民、杨法……

作为一群“体制外”画家，卖画完
全靠“走市场”。即使是像唐伯虎那
样的“顶流”，也会感慨“笔砚生涯苦
食艰”，企盼“谁来买我画中山”，何况
其他人。清高狂放的他们，多数过着

拮据的日子，哪怕是做过县令的郑燮
（郑板桥），也常有朝不保夕的时候。
除了一个人——陈撰，他是八怪中最
不差钱的一位。

关于陈撰的资料非常稀缺。在
年代稍晚于八怪的李斗的《扬州画
舫录》和张庚的《国朝画征录》中，
陈撰只是一个配角，着墨不多。20
年前，宁波文化人周时奋先生写过
一本《扬州八怪》，鲜明的观点、翔
实的史料、隽永的文字，让人一拿
到手便不忍放下。不过这本书也仅

介绍了汪士慎、金农、郑燮等知名
度较高的八位画家，对自己的前辈
同乡陈撰，周时奋先生并没有给予
单独作传，原因大概也是材料有
限。

20世纪90年代初，记者在冯孟
颛先生的藏书楼伏跗室，有幸查到两
本陈撰的文集《玉几山房吟卷》《绣铗
集》，书中记录了画家自己的行踪、往
来、诗文唱和，妥妥的第一手资料。
见到这两本书时欢欣雀跃如获至宝
的心情，至今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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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里的宁波17

陈撰：

“三分明月，十里红楼；列一
百二十行经商财货，润八万四千
户人物风流……”没错，说的就是
扬州。这个被无数文人吟咏过的
富贵温柔乡，在清代康雍乾盛
世，更是凭借漕运重要通道和淮
盐集散中心的地位，迎来百业兴
旺的繁荣景象。

这百业之中，有一“业”便是
绘画。清中期，扬州集中了来自
苏、浙、皖、闽、赣等各地的职业
画家，靠卖画为生，他们以张扬
的个性和犀利的笔墨，刮起一股
清新之风，从“当朝派”四王吴恽
（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吴
历、恽寿平）和“在野派”四僧（弘
仁、髡残、八大山人、石涛）的夹
缝中杀出一条新路，也在中国绘
画史上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扬州八怪”（也叫扬州画派）。

在扬州方言中，八怪的“八”，
并不指具体的数字“八”，而是
“丑八怪”“奇奇怪怪”的意思，带
有一定的贬义。据统计，这一群
体的人数，加起来有十五六个之
多，其中有一个宁波人，他就是
陈撰（1678-1758）。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清画全
集》收录了陈撰的6件作品，其中
《荷香十里图》出版打样稿在“大
系”宁波特展中展出。

陈撰《荷香十里图》，南京博物院藏。

陈撰的人生轨迹相对比较简
单。他字楞山，号玉几，鄞县（今鄞州
区）人，“家世出自勾甬，久居杭州，后
流寓仪征（今扬州）”。20岁时，求教
于知名学者、诗人毛奇龄，为其入室弟
子。此后，陈撰长期在杭州和扬州两
地生活，尤以在扬州的时间居多。

乾隆元年（1736），59岁的陈撰被
举荐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但他拒不

应试，专心书画创作和鉴藏。
他在扬州有一间画室“玉几山

房”，常与厉鹗、项书存、高翔、金农、
汪士慎、张庚等相过从，泛舟登高，赋
诗作画。乾隆二十二年（1757），归于
武林（今杭州），次年去世，享年81
岁，是扬州八怪中最长寿的一位。

陈撰善草书，工花卉，精于写梅，
间作山水，画风萧疏简逸，生动有致，

格调高雅，与李鱓（号复堂）齐名，有
“复堂玉几”之称，亦作人物。

工于诗文，是陈撰的优势所在。
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印结合，陈撰在诗
文上的造诣，对于提升其画的品位起
到了帮助。他本人著有《玉几山房画
外录》《玉几山房吟卷》《绣铗集》《书
画涉记》，有人评价他的诗“任性潇
洒，不拘于格律，天然高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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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记者曾两次见到陈撰的
真迹。

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天
一阁举办过一个馆藏甬籍书画家作
品展，展览中就有一幅陈撰的《水仙
图》。因年代久远，依稀记得为小写意
笔法，略作渲染，落笔清秀朴素。

那几年宁波流行种养水仙，所以
展览中这幅画颇受瞩目，观者似乎隔
着宣纸都能闻到花香。历史上画水仙
者多为花鸟画名家，比如南宋赵孟
坚、元代王渊，晚清民国书画收藏家
顾麟士的发妻谢蕙，也对画水仙情有
独钟。陈撰《水仙图》见于著录。《宋元
明清书画家年表》在“清雍正二年
（1724）”记录：“玉几作《水仙图》（环

翠山房名人花卉集锦二集）。”《扬州
八怪年谱》之《陈撰年谱》（胡艺撰）中
亦有记录。对于该画的真伪以及归入
天一阁的递藏经历，记者曾求教于天
一阁研究馆员邱嗣斌先生，邱先生表
示画为真迹无疑，其流转已难考证。

另一次是2021年。宁波博物馆
举办《天津博物馆藏扬州八怪精品
展》，展出陈撰数件作品，分别是《花
鸟图册》《花鸟山水图册》《梅花图轴》
《屈原图轴》，基本可以代表他的风
格。

陈撰平生所作，以画梅居多，这
幅《梅花图轴》，画五支梅花，一粗四
细，以水墨画干枝，少许侧锋墨线勾
勒，尤显古拙，素色白梅娇艳开放，冷

香清逸，让人仿佛能闻见春的气息。
画中题诗：“墨池五丛飞云霜，素雪幻
出梅花芳。草堂忽尔见春色，气序不
得由勾芒……”落款“甲子（注：1744
年，陈撰时年六十九岁）小春（注：阴
历十月），寓梅花书院写此，玉几山人
陈撰”，钤两印。

另一件《屈原图轴》，线条作高
古游丝描，画中屈原峨冠博带，衣服
飘举，须眉虬劲，双手作揖，昂首望
天，作“白眼向人”状，体现了孤高冷
傲、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格。陈撰
存世作品中人物画较为难得，这幅
《屈 原 图 轴》作 于 雍 正 己 酉 年
（1729），同一年，陈撰还画过一幅人
物《钟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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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撰年谱》记录的他的作品数
量，大致在百余幅。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共收录了
其中6件，分别为《墨梅图》（藏普林
斯顿大学博物馆），《花卉册》（4件，分
别藏南京博物院、广东省博物馆、日
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上海博物馆），
《荷香十里图》（藏南京博物院）。

其中《荷香十里图》为纸本水墨
画，宽42.1厘米，纵99.5厘米，画两株
荷花，从中间偏右下起笔，健挺上扬，
硕大的花和叶撑起蓬天大盖，翻卷向

背，神采飞扬，令人想到“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纤尘不染，不随
世俗，天真自然。两株荷花一大一小，
长短相向，亭亭玉立，“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线条润中带燥，显示了书法
功底。边上附以兰草，更添高洁之意。
画中题诗：“金城南畔树如云，半笼叶
麻半绕村，西风十里万泉寺，一路荷
花香到门。”看得出，画家是在以花自
拟。

在宁波的绘画史上，陈撰是有一
席之地的，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有

“咖位”的画家。他又位居“扬州八怪”
行列，那么，这位“怪咖”究竟是个怎
样的人？所谓画品即人品，我们或许
能从他的画中窥见一二。

无论水仙还是梅花，都有一个特
点，就是坚韧高洁、孤芳自赏。尤其梅
花，既是“四君子”（梅兰竹菊）之首，
又是“岁寒三友”（松竹梅）之一，创作
者写梅也好，画梅也罢，都是托物言
志，表达自己的性情，陈撰也不例外。
这几幅花卉中，画家的“君子之风”便
已跃然纸上。 记者 楼世宇

托物言志抒写高洁性情4

本是一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