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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雕是门艺术，一个看似
不起眼的树根经过打磨，化腐
朽为神奇，制成了各种各样造
型的根雕。蒋永强就是这样一
位根雕爱好者。

走进蒋永强家，满目根艺
作品，惟妙惟肖的动物、栩栩如
生的人物、层层叠叠的山峦，还
有数不清千姿百态的佳作，看
得眼花缭乱。

蒋永强最早接触根雕是从
盆景开始的。近 30 年前，他家
开始大量种养盆景，有的盆景
管理不善干死了，他心有不舍，
扔掉又觉得可惜，猛然间有一天
发现，把干死的盆景树根做成根
雕，反而挺有意思的。于是，他从
书本中自学技艺，首先去皮，然
后火烧处理，不断打磨，最后用
清漆擦亮，防止腐烂。做成的根
雕,蒋永强越看越喜欢，左看右
看上看下看都能发现不同的惊
喜。蒋永强说，一个树根拿在手
中，先不急着打磨，而是要仔细
观察，从很不起眼处发现一个
点，发挥想象力，再根据你想做
的造型进行制作。

在蒋永强的艺术作品里，
一件“寿”字根雕格外引人注
目，它长约80厘米，呈正方形，
整个“寿”字自然洒脱、苍劲有
力。这件根雕还有一段故事呢！

1993 年，蒋永强到广西出差，
偶然间觅得这一杜鹃根雕，当
时对方开价 368 元，这在当时
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思考了
半天，最终买下这个心头爱。从
购买地到火车站有一段距离，
搬着如此庞大之物着实不好
走，蒋永强就借了个自行车，深
一脚浅一脚花了足足一个小时
才将它运上火车。好在付出总
有回报，经蒋永强不断擦拭、火
喷、打磨，“寿”字显出形状，看
过的人无不称赞。

“根雕艺术只做减法，不
做加法。”在蒋永强看来，做
根雕就是需要想象空间，如
果刻意增添，反而画蛇添足，
起反作用。 龚艳 文/摄

只做减法的根雕艺术

“扬州八怪”里有一位名叫
李鱓的。“鱓”有两个读音，一读
作“善”，意思为“鳝”，其本义是
一种鱼类，通常指黄鳝；另一读
作“驼”，意思为“鼍”，指一种爬
行动物，亦称“扬子鳄”“鼍龙”

“猪婆龙”，古人认为是一种
“神兽”。

那么，李鱓到底应该读哪
个音呢？还真不好说，这事被李
画家本人给搞复杂了。据《扬州
八怪年谱（上册）》记载，当年李
鱓在山东临淄为县令时，大家
都知道是读“驼”的，读书人还
相互提醒，千万不要弄错了。不
过李鱓署在自己画作上的，常
常写作“鳝”，自认不过是一尾
普通的鳝鱼。

有时是“鳝”有时为“鼍”，
倒挺能概括李鱓一生的遭际。

青年李鱓成长一帆风顺，
26岁中举，29岁因给康熙皇帝

“献画”受赏识，让他“南书房行
走”。南书房字面上看只是个读
书处，其实近似于康熙的秘书
班子。此时的李鱓，妥妥一枚

“神兽”。
不过“南书房行走”了5年

后，李鱓却因“画风放逸”被逐
出了南书房。

康熙确是位书画爱好者，
擅长绘画当年也是求得飞黄
腾达的一条捷径。只是康熙
欣赏的是“四王”，这种画风
主要在摹古逼肖上下功夫，

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不敢
越雷池半步。如果李鱓没啥
艺术追求，只将画画当作谋官
的敲门砖，那么他完全可以像

“四王”那样，画皇帝喜欢的
画，得宠后自然能当大官。李
鱓到南书房后，却听从内心的
呼唤，醉心于写意画派，倾心
于抒发个性，走上了一条与

“谋官”相悖的艺术之路。另
外，他还自认有经世济民之
才，不愿只当一名艺术家，甚
至刻了一枚“臣非老画师”之
印，以彰显自己远大的抱负。

在此后近40年的岁月中，
李鱓还当了两次“神兽”，不过
时间都不长。

一次是李鱓45岁时，此时
皇帝已是雍正，李鱓应召进入
皇家画苑。此时李鱓写意画风
已然成熟，要他去迎合皇家口
味更觉痛苦，不久即离开宫廷，
重回民间当一尾鳝鱼。

另一次是李鱓52岁时，乾
隆二年（1737年），他当上了山东
临淄县令。之后他还当过滕县县
令，不久即“忤大吏罢归”，前后
相加，当县令时间不足三年。

后半生绝大多数时间，李
鱓为李鳝，醉心丹青，卖画为
生。晚年更是刻了一枚“卖画不
为官”的印，踏踏实实地过他的
鳝鱼人生。

正是鳝鱼岁月，让李鱓之
名在艺术史上光彩熠熠。闲看

鳝鱼人生

近些年，我市文化部门对义乌文
史资料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挖掘与整
理，出版了不少基础性的好书。陈春帆
之《家庆图》《义乌墨韵》《世泽清芬
——义乌历代先贤手迹选集》《义乌艺
术史》等书籍都收录了。此外，据《义乌
墨韵》介绍：1996年，金华邮电局发行
了一套黄宾虹出生地邮品，所用的封
套图就是这幅《家庆图》。

《家庆图》画面正中央穿长袍的就

是父亲黄定华，只见他手持书卷，端坐在
一块石头上，态度平和潇洒，一派儒商气
度。最靠近父亲的，就是少年黄宾虹，他
一手持画卷，另一手指点着画面，好像正
在为边上的小弟解疑释惑。父子身后，一
丛翠竹挺拔劲美，平添了几分幽静与风
雅。另两位持书而立的小孩，也是黄宾虹
的弟弟。透过房屋的圆窗，可以看到一位
手抱小女孩的妇人，其旁偎依着一个梳
辫子的女孩，她们就是黄宾虹的母亲与

两位妹妹。
这幅作品融人物、山水于一体，构图

巧妙，设色淡雅，气氛祥和，表明画家具
有很高的艺术修养。

我们知道，100 多年前摄影技术远
未在我国民间普及，民间画师就承担了
为人留影的任务。《家庆图》，是黄宾虹这
个大家庭留下的惟一一张“全家福”，所
以不管走到哪儿，他都要随身携带，见画
如见亲人。

幸福祥和《家庆图》

二十多年前，我从合肥石
商朋友处看上了几块价格不贵
的昌化小原石就打包买下。

回家清洗时,居然发现一
块有零星鸡血，还察觉质内有
隐隐约约的鱼籽纹理。这可是
昌化名贵的品种石哟！平时花
高价去淘,也未必能遇上。

惊喜之余，我马上请人打
磨抛光，果然是一块昌化软刚
鱼籽冻鸡血石。更让人怦然心
动的是巧纹俏色，鸡血成团成
块，鱼籽成堆成片，天然构成了
一幅游鱼戏水、“子孙满堂”的
生动画面。

我庆幸与它有缘，得来全
不费功夫。更让人懂得一个哲
理：要认识本质，必须透过现
象，而现象最容易迷惑人，因此
要学会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的
思想方法。 语石 文/摄

洗尽浮尘，方见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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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画坛

上，黄宾虹是一位非常重

要的画家，被誉为20世纪

传统中国画四大家（吴昌

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

寿）之一。其黑密厚重的画

风、浑厚华滋的笔墨中，蕴

涵着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

与自然内美的美学取向。

少年时代，黄宾虹曾

向义乌籍画家陈春帆学

画，陈春帆还为黄家绘制

过一幅《家庆图》（又名《全

家福》）。对于这位恩师，黄

宾虹铭记于心，终身不忘。

近日，我市几位文史

研究爱好者在《杭畴陈氏

宗谱》中发现了相关资料，

让我们对陈春帆先生有了

更多的了解。

黄宾虹原籍徽州歙县，不过却出
生于金华，因为他父亲黄定华（字鞠
如）在金华经营布店多年，金华已是他
们的“第二故乡”。黄宾虹的母亲方氏，
则是金华本地人。

黄宾虹的少年时代，主要就在金
华度过。父亲对教育十分重视，黄宾虹
五六岁时，家里就请了塾师来教授。同
时，在喜好书画收藏的父亲以及启蒙
老师的影响下，黄宾虹从小就喜欢上
了绘画。

少年黄宾虹有过多位老师，有的
教诗文，有的教绘画。老师多是金华一
带的名师，在他们的悉心教导下，黄宾
虹诗文书画齐头并进。

陈春帆与黄家的交谊以及任教情
况，《画家黄宾虹年谱》（人民美术出版
社）中可以寻到踪迹。此书在“公元
1878年，公15岁”条中这样记述：

是年父年49岁，为庆50寿辰，特
请画家陈春帆为作全家图，又称《全家
福》或《家庆图》，图为父母亲坐像和公
兄弟侍立两旁站像，此图公随身珍藏，
视为传家宝，每年春节都要悬挂出来，
供家人瞻仰。

“公元1881年，公18岁。在金华、
游义乌”条中又称：

父命从陈春帆师学画，并随陈游义乌，
陈授以画理至详。陈春帆为父鞠如画像。

从以上两则记录中，我们可以知
道，开始时黄宾虹父亲是请陈春帆画
全家福的，在这个过程中，陈春帆的为
人、画艺得到了他的认可，遂让儿子拜
他为师，跟他学画。18岁的黄宾虹，由

此有了一趟快乐的义乌之旅。相信黄宾
虹在饱览义乌风景之际，肯定也要完成
陈老师部署的“丹青作业”。这趟义乌游，
约略相当于一次外出写生吧。

据《画家黄宾虹年谱》“公元 1942
年，公79岁，在北平”条记载，当年黄宾
虹困居于已被日军占据的北平（今北
京），思亲怀乡之情日增。为此，他取出

《家庆图》，在上面题写了一首诗，最后一
句为“陈翁留驻韶华笔，六十六年图画
新”，诗后还用小字注明“图为义乌陈春
帆先生作成于丁丑戊寅之间”。

在 79 岁老人的心中，父母难忘，兄
弟难忘，恩师难忘，乡情难忘。

转眼到了 1953 年，黄宾虹已经 90
岁。新春，中国美协浙江分会与中央美

术学院华东分院（今中国美院）联合为
老人举行祝寿大会，会上华东行政委
员会文化局授予黄宾虹“中国人民优
秀的画家”荣誉。同年 4 月，老人当选为
中国美协理事。

黄宾虹的国画艺术，得到了全社会
的公认。此时，他应美院同仁所请，陆续
写了一些有关生平和绘画理论的文字，
经汇集题名为《九十杂述》。晚年黄宾虹
再次谈到了《家庆图》的来历，称赞画作

“形貌逼真，纯粹中国勾勒笔法”。
此时黄宾虹已是美术界泰山北斗，用

“形貌逼真”“纯粹中国勾勒笔法”来形容陈
春帆的画艺，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赞誉。

黄宾虹身后，家属将《家庆图》捐献
给了浙江省博物馆。

念念不忘恩师情

这位让黄宾虹念念不忘的恩师陈
春帆，此前我们对他的了解，仅限于黄
宾虹记载过的那些内容。《世泽清芬
——义乌历代先贤手迹选集》等书中也
只能有些无奈地注明“生卒年不详”。

《中国画家人名大辞典》《中国美术
家人名辞典》这类比较权威的工具书，
关于“陈春帆”的介绍十分简略：陈春
帆，义乌人。工写真，不让曾鲸、禹之鼎。

《虹庐画谈》是黄宾虹的著作。说
明这些辞书的编撰者，也是从黄先生
的著作中，才知道了有陈春帆这样一
位义乌籍画家。这里提到的曾鲸，为明
代著名画家，一生往来江浙一带，擅长
肖像画；禹之鼎为清代画家，工人物，
花鸟山水亦可观。

近日，笔者在义乌文史研究爱好
者吴振华、杨南山两位的帮助下，从

《杭畴陈氏宗谱》中，查阅到了陈春帆
的一些史料，方知陈家三代皆为画师。
为人画像，是陈家的一门祖传手艺呢。

杭畴村在我市义亭镇，与金华较近。
陈春帆父亲陈光效，字景棠，生了四个儿
子，分别为锡佳、锡铨、锡田、锡华。

谱中注明，陈光效“业传真”。传真，
指画家描绘人物的形状，通俗点讲就是
为人画像。

锡华，正是陈春帆的大名。陈春帆的
二哥陈锡铨，号松林，谱中亦注明“业传
真”。说明陈家四子，二子、幼子继承了父
辈画像的手艺。谱中有陈锡铨的《行传》，
称其“稍长即晓丹青，父教以写照，描摹
色相仿佛如生”。

春帆，是陈锡华的字，他的号为竹
林，谱中注明其“业丹青”。丹青即指绘
画，或能说明陈春帆的画路比父亲、二哥
更广，不再局限于为人“传真”了。

谱中记载，陈春帆生于 1822 年，卒
于 1897 年，当年可称高寿了。由此可知
当年在黄家当老师时，陈春帆已年近花
甲了。

陈春帆有三子，次子陈文翰继承了

陈家衣钵。
陈文翰，字西林。谱中收录了他在金

华任教时的同事写的《西林公行状》，提
到父亲陈春帆，一是说他擅长丹青，另外
就是品行为乡人所敬服。至于陈文翰，从
小跟父亲学画，10 岁时就已“为人写生
惟肖”。之后努力学习诗文，从金华丽正
书院肄业后，又赴杭州著名书院——诂
经精舍求学，此时大学者俞樾在书院为

“掌教”，知陈文翰懂画，还让其画了几幅
山水画，悬挂在自己的书房中。学习之
余，陈文翰遍游杭城美景，“有所得则写
之以诗与画”。回到义乌后，曾在稠西、绣
湖、赤岸各校任教，1910 年开始进浙江
省立第七中学（金一中前身）任教直到5
年后去世。

与祖父、伯父以画像为主有所区别
的是，从赴杭学习开始，陈文翰就苦学诗
文、主攻山水。陈家三代，从“业传真”到

“业丹青”到“擅山水”，走过了一条从“画
工”到“画家”的寻梦之路。

祖孙三代皆画师

根雕作品《寿》

《家庆图》陈春帆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