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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录》

内容概要

“和”为“贵”鱼
“贵”是个画家，人称阿贵。阿贵擅画鱼，我在他赠友人张波的扇面上题字“贵鱼”，意在把他和鱼
“粘”在一起，从此以后提贵知鱼，提鱼及贵，贵鱼一体，便于记忆。
人说阿贵的鱼画的好，因为得到了他岳父真传。看看“贵鱼”，确信传言不虚。从脊到鳞，从鳍到尾
，从嘴到眼，的确不乏久负“江南渔翁”“中国画鲤第一高手”盛誉的岳父迟明笔法精髓。早年阿贵
的鱼颇具迟明之风。试想名师与爱徒、泰山和快婿，画界声名显赫的迟老，下得决心将掌上明珠委身
阿贵，足见其倾情之深、关爱之切，至于画鱼技法秘诀想必也会耳房密授。阿贵之外，谁有此幸？
细品近年的“贵鱼”，却可见法迟而非迟，渐成一体、独具一风，应该是聪明的阿贵自有心得。迟鱼
清瞿，有蓑笠寒谷之苍劲；“贵鱼”肥实，不乏水美草腴之温情。迟鱼庄肃，有坚毅脱俗之妙境；“
贵鱼”灵动，不乏自在市井之幽风。迟鱼静时似池中侧寐，美得成熟；“贵鱼”动时则如无忧顽童，
美得天真。所以这翁婿两代画鱼人，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各具其妙。
这几年“贵鱼”开始贵起来，求画者甚多，以致室无余画。这与阿贵不拘陈法、善于求新的努力是分
不开的。无论是穿行如飞的水草红鲤还是戏耍翻腾的红鳍青鲤，无论是葡萄紫藤下的庭院鱼还是桃枝
翠柳下的春鳜鱼，无一不是工笔描鱼，写意衬景，色亮味正，养目怡心，而我更爱墨色如秋的青鲤，
满怀古意的钩须，似实而虚的鳍翼，匠心点缀几片草青色的莲叶漂浮其间，诱人亲近却近不得，让人
想象不尽、魅力无穷。
“贵鱼”的唇很厚，有如阿贵为人的憨实，尤其张开嘴的时候，一副衣食无忧小康情态，给人带来好
心情。我们通常理解为鱼在笑。其实欢乐愉悦是阿贵的鱼画所传达的主要含义。阿贵是在用鱼描绘一
张张和谐社会的生动画卷。他的画，既有一鱼跃龙门的传统喜庆，又有百鱼欢庆的现代“大场面”创
意；既有出双入对的“鱼夫妻”，又有其乐融融的三口之家；既讨“四四如意”“六六大顺”传统吉
祥口彩，又绘“九九归一”最大吉利个数整张。鱼数不一，但主题多为欢乐和谐，落款也多是“乐哉
”“年年有余”之类。
鱼是人们心中的吉祥物，鱼更是中国人新年的吉祥物。阿贵的鱼正是这个最朴素的象征。居家有鱼，
喻年年有余。九尾可挂客厅，喻满福人家；三尾可挂书房，喻温馨小家；两尾可挂卧室，喻和美夫妻
；一尾可挂宝宝屋，喻跃出龙门成大业。办公室挂张鱼，喻事业游刃有余；公司挂张鱼，喻企业吉庆
有余。哪是可以没有鱼？或许是餐厅，墙上挂张“贵鱼”，你恐怕就舍不得吃鱼了。
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人人都说和为贵，家和万事兴。以和气和谐和美为寓意的阿贵画的鱼，真是要
更贵了。
悠然羡其乐   与人同意况----读阿贵笔下的鲤鱼
2010年7月，应美国洛杉矶长青文化中心的邀请，我和朱贵成，施雨三人远赴大洋彼岸举办书画展。开
幕当天，展厅人头攒动，喜气洋洋。尤其在朱贵成的20余幅画作面前，人们观看，品评，啧啧赞赏不
已。一些不会将中国好的美国观众，围着朱贵成频频竖起大拇指，一些华人爱好者则不断称赞“这鱼
画活了，画神了”，一些媒体的记者围着他采访。展出6天，盛况空前。洛杉矶的国会议员、市长、
文化机构给朱贵成等颁发了荣誉状，当地电视、报纸纷纷以“金陵三杰书画展喜获成功”为题进行报
道，称赞这次展览规模之大、展出时间之长、参观人数之多、作品品味之高，是多年未有的。
说实话，美国人包括一些美国华人在内，对中国的书法不一定感兴趣，但对朱贵成的鱼、施雨的花鸟
却是喜爱赞赏有加，我是跟着沾了一次大光。
朱贵成，又曰“金陵画鱼人”，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和省花鸟画研究会会员，因为鱼尤其是鲤鱼画
得好，被赞誉为“中国画鲤第一高手”。
中国画鱼的画家不少，古有八大山人、徐渭，近有唐云、吴青霞等等，阿贵是否位居“第一高手”我
不敢说，但他是当今画鱼的画家中一位脱颖而出的奇才，却是无可争议的。
鱼，尤其是鲤鱼，向来被民间视为吉祥之物。“鲤鱼跳龙门”、“年年有余（鱼）”，都是对美好事
物的寓意，也是画家笔下不尽的题材。阿贵笔下的鱼，有鳜鱼、金鱼、鲶鱼、章鱼，但画得最多也是
最精彩的是鲤鱼，青色的、墨色的、红色的、红白黑相间的，鳍和尾的色彩多为金黄，或金花微红，
显得十分生动鲜活。画面上少则一二尾，三五尾，多的数百多尾，有的一跃而起，呈腾空飞跃之态。
有的成群嬉戏，似举行盛大联欢，搔首弄姿，形态各异。再辅以水草、浪花、睡莲、迎春花、垂柳、
桃枝等等，令人满目生辉，美不胜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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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贵画鱼，讲究逼真，一片鳞一片鳍一笔不乱，一根须一只眼一笔不苟。我曾看过工笔画大家喻继高
先生作画，他画锦鸡身上的羽毛，一丝丝精妙绝伦。而我看阿贵画鱼鳞，一片片精心点缀，无一片瑕
疵。喻先生笔下的飞禽走兽呼之欲出，而阿贵则专攻鲤鱼，伸手可触，两位画家表现的形式内容各异
，一位是大师，一位是专业画家，画坛地位有别，但他们的作品却有异曲同工之妙。因阿贵画的鱼，
无论是大鱼还是小鱼，也无论是一尾、数尾或数百尾，条条形神兼备，充满灵性。
我的爱人也喜欢画，曾买了数本有关画鱼的技法以及画鱼名家的范本揣摩，其中不乏优秀之作，但鲜
有画鲤鱼腾空者，而阿贵却有大胆表现。在《鲤鱼跃龙门》这幅画中，一尾大青鲤成侧翻状腾空而起
，纯白的鱼肚皮勾勒成卷尾跳跃之势，鱼身随之驱动，鱼鳞由浅入深渐进，鳍、尾、口、须均以褐黄
色由深而浅，全部张开，似在聚集全身之力一搏，身下则浪花翻腾。这幅画给人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
，完美地展现了“跃”之精气神。同样的构图在《富贵鱼》一画中也有充分表现，只不过青鲤变成了
红鲤，浪花换成了水草和下垂的花藤，彰显出令人欣喜的“富贵”气。
阿贵画鱼以工笔为主，也有写意，构图疏密有致，笔法细腻传神，尽融工笔与写意之妙，形成了自己
的独特风格。清《芥子园画传》中有首“画鱼决”，其中有句云：“画鱼需活泼，得其游泳像。见影
如欲惊，脸喝意闲放。浮沉荐藻间，清流悠荡漾。悠然羡其乐，与人同意况”，这是古人总结的画鱼
要诀，在阿贵笔下，我以为这个境界是达到了。
记得两年前，朱贵成应好友姚念国先生之邀，以八尺宣的巨幅，画了一幅百鱼图。画面中间一尾青鲤
腾空而起，120余条大大小小的鱼儿虚虚实实，追逐嬉戏，搅得水草浮动，浪花飞溅。这是阿贵的一幅
呕心沥血之作，实为难得之精品。阿贵谦虚，要我题款。我稍加思索，写了四句“群鱼戏水闹龙宫，
搔首弄姿各不同。世间画鲤多名士，高手当属朱贵成”。观赏者无不击节赞赏。
朱贵成没有读过大学和受过绘画专业教育，完全是自学成才。他的岳父迟明先生，与林散之、陈大羽
交往颇深，擅长国画，尤擅长国画，尤擅画鱼，被誉为“江南渔翁”，名播四方。朱贵成跟随迟老学
画，深得迟老的绘画精髓，又苦心钻研，终于自成一家。
阿贵其人，十分可爱。他个头不高，身体微胖，脑门光光，不多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小辫子，蓬蓬
松松，非常惹人注目。他喜穿花色衣衫，款式新潮，大都是名服装师哑鼠的杰作，故此看上去很得体
。阿贵为人又宽厚，温文尔雅，这就构成了他优良的画品和人品，为人追捧，粉丝多多。
阿贵有许多画家朋友，其中的施雨和赵军可以说是他的亲密合作伙伴。施雨是著名花鸟画家，赵军则
擅长人物。施雨披肩长发，阿贵扎着小辫子，赵军蓄着一抹胡须，三个大男人凑在一起，人们无不跨
目相看。但更绝妙的是，三人的合作十分默契。阿贵画鱼，施雨点染花草怪石，赵军补稚童或老叟垂
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美不胜收，每有所成，即被人视为珍品收藏。有次在三人合作的画幅上，
我应邀题了一首打油诗：“稚童垂钓手执杆，花荫之下水浪翻。鱼儿嬉戏不上钩，只把生死等闲看”
，引得观者哄然一笑。
现在，朱贵成的画已经广有影响，市场红火，求着盈门。这位刚届盛年的画鲤奇才，其发展前景，实
在难以估量。
张寄蝶评朱贵成
我和贵成兄相识多年，了解他是一位在艺术上不断寻求突破自己的人，又是一位在书画界有口皆碑的
好好先生。从他数十年从艺的辛酸坎坷来看，他又是一位执意不输的硬汉。贵成兄生于并不富裕的家
庭，但自幼执着绘画事业，使整个家庭掀起了阵阵涟漪。父母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支持他学画，激励
他进步，因此使他从小就悟出了事业有成的艰辛和必要。他起初学山水，其山水作品可以用“清新。
冷逸、静穆”的审美品格来赞誉。他追传统学古人，而并不拘泥传统死学古人。他并非大匠门下，但
他虚心好学，博采众长，虚心向老一辈画家学习请教，和名画家交朋友，以自己朴实的情感赢得了朋
友们真情的帮助，从而不断的吸取营养丰富自己。
特别是在其岳父安徽著名画家迟明老先生的亲授下，艺事日进并开始画起鱼来。他是个聪明人，他总
不肯步入别人的老路，他以工笔入手突破在熟宣上画鱼的传统模式，创试在生宣上以工、写结合的手
法画鱼。大胆用墨、用色，反复创试，刻苦的实践，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短短的几年中，他获得成功
。他以笔墨线条为基础，以渲染烘托为依托，形成了自己兼工兼写的风格，不落俗套，难能可贵。更
难得的是贵成兄笔下的鱼都是他生活的情感的体现。他喜欢朋友，为此他画的鱼都是三五成群，八九
成对的，似有追逐嬉戏相互偎依，也有交头接耳倾诉心语之态，生动至极！我妹妹看后总忍俊不已，
拍案叫绝！妙在贵成矣！
不管是红鱼、青鱼，都是有灵性的，而人是更有灵性。贵成就是以自己的灵性在作画。如说我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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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鱼，不如说我更喜欢他的人！他为人谦恭，淡泊平心，认真作画，认真做人，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我读他的画并不只是欣赏而已，而确实使我从中联想到许多事。我不是职业画家，我没有过深的观
画评述理论。而我认为在当今这种繁杂喧嚣浮躁的心态里，是应该像贵成兄那样静下心来实实在在的
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画好自己的画。社会是书画家的镜子，历史是书画家的见证，真真好的作品终
将留入历史的史册。我衷心希望贵成兄大器晚成，渐入佳境，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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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贵成，笔名阿贵，人称金陵画鱼人，1957年出生于南京，现为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江苏省花鸟
画研究会理事、南京亚东书画院秘书长，自幼酷爱绘画，刻苦自学，功研山水、花鸟，尤擅长画工笔
鲤鱼。近年作品印成挂历、邮票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1991年至今分别在江苏省美术馆、南昌、常
州、扬州、美国等地举个人画展，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展览并获奖，江苏电视台、金陵之声
广播电台等亦作专题介绍。

Page 5



《丹青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