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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俨少人物画》

内容概要

正当陆老的山水画为时人热烈追捧的时候，在这里，又一批陆老笔下的人物画惊现于世，颇令先睹者
称好，并引为奇事。我想，大师们便应该是这样：他的家底叫人无法捉摸，好似龙潭虎穴，不的尽窥
。陆老能在不多于常人的生卒时段中，仅以一杆之陋，便造成如此宽阔的视艺景象，固然是甘苦自知
，确也足可以独步一时了。
    在笔砚所及的领域内，陆老无疑是以为卓越的通家。举凡山水、蔬果、梅竹、书法、文章，般般不
让时贤，皆为识者所重。作为一个山水画家，这样的技术配备可谓豪华。作为通家，其以点及面复以
全养偏的统筹大法，也堪为学范。
    本册所收编的人物画，既是陆老以全养偏的一例。其独立于山水之外，有异于点景人物，当视为人
物画的标准件。这些作品的水准已大大超乎山水画家的涵养，甚至在某些方面，大可拿其独到处叫板
人物大家。比如他的用笔，如切如杀，而能圆熟无碍；他的用线，细劲锋利，每有刺痛皮肤之感，而
偏能走虚灵流转之形；它的用水用墨，不腻不燥，且擅从枯裂的笔隙中逼出春泥般的湿意，这等功夫
，乃生于大定力，在近现代芸芸人物画家中是鲜见的。如果说笔法既是人法，那么，陆老本人便似有
一种神通，人我不知地深埋着。再比如，在陆老的人物画创造中，人物外轮廓的全封闭式处理也颇见
独家风味，陆老用线廓把人物通体框得严严实实，不教有丝毫出漏，令之几近板结，而在廓内却是另
一番长笔生风抑扬收放的景致。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分法旨趣，附和着形式审美中松紧相济的理路，却
也隐隐然生成了画中人物的目标感，效果是别致的，使受众在面对这些被外廓牢牢锁定的人物时，似
乎不是在观看，而更像是“目击，整个人物已了然于第一时间。的确，很难将这种封闭式构形法与陆
派山水中素有的，处处留有活口且云气丰足的开放型构形法联系起来。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作为山水与
人物之间广大的互动空间的两端，以引证陆老大尺度的绘画领域。有趣的是陆老的点景人物，那些如
临清风的山水中人，终被赋予了图说着“天人合一”的半开放型样式，和他的山水画一味地投合，并
达到了与黄宾翁相当的化境。至于陆老何以能在关键处拿捏撩人的尺度，将这样一对纠葛不尽的难题
，只轻解于游艺之间，则大抵是天赐之功了。陆老上承山水古法中丈山尺树分人的一定之规，下挟其
个体在人物画修为中的一己之得，从而完成了山水画与人物画的第一链接。
    然而，我们仍应该认识到，陆老在山水画中的近乎奢侈的构形取相能力，与他坚实的人物画培训水
平是不可分的。本来，山水画家练就一手精熟的人物画，养成对形神关系的深度敏感，籍以打通山水
画中一些高难的学术瓶颈，是完全合乎理法的。人物画比之山水，有更远的渊源，南朝谢赫“六法”
的发布也在山水画成型之先，是旨指人物画的。山水画像长江中下游丰茂的冲积平原，人物画却是从
荒蛮的源头一路流抵这里的，并在这里扶起了陆俨少、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等一拨大师，而这仅
仅是人物画哺养的最后一拨山水大师。虽则如此，我们似乎仍不能说，山水画家都须要画一手人物画
，因为，例外太多，立论便没有意义。我们的确未曾见到立于金字塔尖的黄宾虹先生向世人提交过人
物画作业。我们也未曾见“四王”、吴湖帆等人染指人物画。但私以为有必要对这些现象加以区别。
尽管黄老先生那点式的点景人物十分简古耐看，然扶其气脉，却是画谱的、符号的和高度山水化的，
仿佛是山脚下那些小石头的同类。其之所以被视之为人，大半是因为它们每被圣手移来，放在了只宜
于放人的地方，使观者在会意之际无中生有。这种三五笔即告了事的符号指代法，想是摆不进人物画
框架的。再观黄宾翁的山水，团团簇簇，意如仙人吹出的一捧兰气，天然浑成，得来并无捉形之苦，
不画人物不受形役之累自是无妨。还有“四王”、吴湖帆路线的山水画，其以血脉纯正为旨趣、不惜
本本相因，倒也别有一派静穆典雅的词境。只是细考来，其所捉之形乃是静态形。静态形 显现物态，
得之于静观与俯察物理，尚属人在画外，于是乎画中有人处，亦觉无人。如此人气凋尽，岂不成了美
仑美奂的盆景式山水了。此一路山水往往图式完美，若加之超迈的立意，亦卓然可观，不画人物不沾
染人气又有何妨。只是毕竟，陆老等人的山水画无人处亦有人，于物物之间而有血肉灵气，定是更接
近艺术创造的真义吧。
    如上所述，人物画能补益山水。而陆老人物并非自发，乃是被触发。他的绘画先是发蒙于山水，学
人物是解放后的事。是时青年陆俨少迫于社会位置的重新确立，仰或又受了大建设时期时代豪情的裹
挟，而投身人物画的学习和创作。大概是名师指点，他没有拘泥于从画谱中搬弄招式的老办法，而是
兵分三路，即其一，直接临习中古名迹；其二，大量翻画刊行的摄影图片；其三，以创作拉动技法的
全面升级。这些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学习门径。不单在陆老的人物画中，而且在陆老的点景人物中，
都可以确认这一点。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陆老的人物画成就仍另有原委，那便是他早先已备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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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基础，又反刍为精细的饲料，营养了他的整个人物画学程。这就是说，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的互
动互补格局，是存在的。它是一种隐性资源，正守侯在有志者的案边。

Page 3



《陆俨少人物画》

书籍目录

序言
图版
正面(男)
人物十分面
人物九分面
人物八分面
人物七分面
人物四分面
人物三分面
人物二分面
人物一分面
人物背面
传韩干洗马图
韩熙载夜宴图
韩熙载夜宴图之一部
陶渊明
人物
人物
留的⋯钱看
宋人扑枣图
簪花图
陈老莲眷秋图
唐人双陆图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人物
韩熙载
宋太祖像
东方朔
人物
人物
人物
后记

Page 4



《陆俨少人物画》

Pa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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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正当陆老的山水画为时人热烈追捧的时候，在这里，又一批陆老笔下的人物画惊现于世
，颇令先睹者称好，并引为奇事。我想，大师们便应该是这样：他的家底叫人无法捉摸，好似龙潭虎
穴，不得尽窥。陆老能在不多于常人的生卒时段中，仅以一杆之陋，便造成如此宽阔的视艺景象，固
然是甘苦自知，确也足可以独步一时了。　　在笔砚所及的领域內，陆老无疑是一位卓越的通家．举
凡山水、蔬果、梅竹、书法、文章，般般不让时贤，皆为识者所重。作为一个山水画家，这样的技术
配备可谓豪华。作为通家，其以点及面复以全养偏的统筹大法，也堪为学范。　　本册所收编的人物
画，即是陆老以全养偏的一例。其独立于山水之外，有异于点景人物，当视为人物画的标准件。这些
作品的水准已大大超乎山水画家的应有涵养，甚至在某些方面，大可拿其独到处叫板人物大家。比如
他的用笔，如切如杀，而能圆熟无碍；他的用线，细劲锋利，每有刺痛皮肤之感，而偏能走虚灵流转
之形；它的用水用墨，不腻不燥，且擅从枯裂的笔隙中逼出春泥般的湿意，这等功夫，乃生于大定力
，在近现代芸芸人物画家中是鲜见的。如果说笔法即是人法，那么，陆老本人便似有一种神通，人我
不知地深埋着。再比如，在陆老的人物画创作中，人物外轮廓的全封闭式处理也颇见独家风味，陆老
用线廓把人物通体框得严严实实，不教有丝毫出漏，令之几近板结，而在廓內却是另一番长笔生风抑
扬收放的景致。这种内外有别的二分法旨趣，附和着形式审美中松紧相济的理路，却也隐隐然生成了
画中人物的目标感，效果是别致的，使受众在面对这些被外廓牢牢锁定的人物时，似乎不是在观看，
而更像是“目击”，整个人物已了然于第一时间。的确，很难将这种封闭式构形法与陆派山水中素有
的，处处留有活口且云气丰足的开放型构形法联系起来。我们或许可以将其作为山水与人物之间广大
的互动空间的两端，以印证陆老人跨度的绘画历程。有趣的是陆老的点景人物，那些如临清风的山水
中人，终被赋子了图说着“天人合一”的半开放型样式，和他的山水画一味地投合，并达到了与黄宾
翁相当的化境。至于陆老何以能在关键处拿捏撩人的尺度，将这样一对纠葛不尽的难题，只轻解于游
艺之间，则大抵是天赋之功了。陆老上承山水古法中丈山尺树分人的一定之规，下挟其个体在人物画
修为中的一己之得，从而完成了山水画与人物画的第一链接。　　然而，我们仍应该认识到，陆老在
山水画中的近乎奢侈的构形取相能力，与他坚实的人物画训练水平是不可分的。本来，山水画家练就
一手精熟的人物画，养成对形神关系的深度敏感，藉以打通山水画中一些高难的学术瓶颈，是完全合
乎理法的。人物画比之山水，有更远的渊源，南朝谢赫“六法”的发布也在山水画成型之先，是旨指
人物画的。山水画像长江中下游丰茂的冲积平原，人物画却是从荒蛮的源头一路流抵这里的，并在这
里扶起了陆俨少、傅抱石、张大千、李可染等一代大师。而这仅仅是人物画哺养的最后一拨山水大师
。同时，人物画比之山水，也有更为细谨的形的拷问。虽则如此，我们似乎仍不能说，山水画家都须
要画一手人物　　画，因为，例外太多，立论便没有意义。我们的确未曾见到立于金字塔尖的黄宾虹
先生向世人提交过人物画作业。我们也未曾见“四王”、吴湖帆等人染指人物画。但私以为有必要对
这些现象加以区别。尽管黄老先生那点式的点景人物十分简古耐看，然抚其气脉，却是画谱的、符号
的和高度山水化的，仿佛是山脚下那些小石头的同类。其之所以被视之为人，大半是因为它们每被圣
手移来，放在了只宜于放人的地方，使观者在会意之际无中生有。这种三五笔即告了事的符号指代法
，想是摆不进人物画框架的。再现黄宾翁的山水，团团簇簇，意如仙人吹出的一捧兰气，天然浑成，
得来并无捉形之苦，不画人物不受形役之累自是无妨。还有“四王”、吴湖帆路线的山水画，其以血
脉纯正为旨趣、不惜本本相因，倒也别有一派静穆典雅的词境。只是细考来，其所捉之形乃是静态形
。静态形显现物态，得之于静观与俯察物理，尚属人在画外。于是乎画中有人处，亦觉无人。如此人
气凋尽，岂不成了美仑关奂的盆景式山水了。此一路山水往往图式完美，若加之超迈的立意，亦卓然
可观，不画人物不沾染人气又有何妨。只是毕竟，陆老等人的山水画于无人处亦有人，于物物之间而
有血肉灵气，定是更接近艺术创造的真义吧。　　如上所述，人物画能补益山水。而陆老画人物并非
自发，乃是被触发。他的绘画先是发蒙于山水，学人物则是解放后的事。是时青年陆俨少迫于社会位
置的重新确立，抑或又受了大建设时期时代豪情的撩拨，而投身人物画的学习和创作。大概是名师指
点，他没有拘泥于从画谱中搬弄招式的老办法，而是兵分三路，即其一，直接临习中古名迹；其二，
大量翻画刊行的摄影图片；其三。以创作拉动技法的全面升级。这些方法被证明是有效的学习门径．
不单在陆老的人物画中，而且在陆老的点景人物中，都可以确认这一点。此外，我们也不能忽略，陆
老的人物画成就仍另有原委，那便是他早先已备下的山水基础，又反刍为精细的饲料，营养了他的整
个人物画学程。这就是说，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的互动互补格局，是存在的。它是一种隐性资源，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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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候在有志者的案边。　　尉晓榕　2003年2月于司雨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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