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赏析赏析
E S S A Y S1616 责任编辑／黄俊娴／0571-853113982 0 2 42 0 2 4 .. 0 40 4 .. 1 31 3 CHINA ART WEEKLYCHINA ART WEEKLY

本报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178号 丨 邮编：310039 丨 编辑部：（0571）85310923 丨 办公室：（0571）85310158 丨 发行：（0571）85310178 丨 广告：（0571）85310359 丨 邮箱：msbxwb@163.com

浙江省新闻道德委员会举报投诉电话：（0571）88901234 丨 手机短信：18806501498 丨 传真：（0571）85175125 丨 邮箱：zjsjx@zjnews.com.cn 丨 （本报内容所有权由美术报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美术报》北京编辑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40号二十一世纪大厦B座1101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内 电话：010-84446022 邮箱：meishubaobj@163.com《美术报》北京编辑中心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40号二十一世纪大厦B座1101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北京分社内 电话：010-84446022 邮箱：meishubaobj@163.com

顾坤伯（1905—1970）曾名乙，字景峰，号二泉居士，

别署坤庐。江苏无锡人。中学时代即投江南老画师吴观

岱先生门下学画，后入苏州工专、上海美术专科学习，毕

业后留校执教，两年后又受聘于新华艺专，同时创办奇峰

国画函授学院。1957 年执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

（后改名浙江美术学院即现中国美术学院），是中国美术

学院中国画系新山水画教学的主要奠基者。其为人坦诚

淳朴，淡泊平易，艺术造诣极高而又平易近人，深受学生

爱戴。

山水画到了晚清，甜熟柔靡，空虚无具。及20世纪，

画学复兴，名家辈出，黄宾虹卓然大家，入于大家者数人，

鲜为人知的顾坤伯先生是决不能逃焉者。

画无大师但画有大家。我于“大家”的标准，用宾虹

先生两句话，一曰：“绘事惟创意为难，如其成就，古今相

师，所不讳也。”一曰：“艺成勉强，道合自然。”有功力，见

性情，能创意，达到了“自然”的高度，是为大家。

画的“功力”，表现在艺术创造活动（或曰“发现”）的

结果，而不仅仅是画家必须具备的条件。此所以王国维

论王石谷“但以用力甚深之故，故摹古则优而自运则

劣”，断为“第三流”。中国画的艺术道路，师古人，师造

化，又“须以自己之心性体貌，融会贯通于手中”（潘天寿

《黄宾虹先生简介》）。大家者，技进于道，得造化之自然，

合于画之自然，出画家之自然。顾坤伯先生晚年之作，不

愧为大家矣。

大概先生45岁前的作品，已由能品进于妙品，如宾虹

先生所谓：“明乎用笔、用墨，兼考源流派别，谙练各家，以

求章法，曲传神趣。”（《画法要诣》）先生13岁投江南老画

师吴观岱学画，以后又得陈摩指授，初学王石谷、恽南田，

继学沈石田、文徵明、唐六如。又涉猎宋元诸大家，融会

贯通，结体整严，而以“水上飘”的笔法，成一家气味。用

如水上飘者，空中落笔，着纸运动如波澜起伏，连续不断，

力实气空，平而生变，盖得之于石田的苍劲而去其枯老，

与南田、新罗的流动秀发，相参无碍，成清沉雅健的风格，

虽由人力，实本天机。故先生中年之作，规模古制，而意

气不同，性真毕露，的然名家。解放以后，值提倡“现实主

义”的机遇，多次外出写生，或带学生深入生活，北到幽

燕、内蒙、大兴安岭，江南则雁荡、天台、新安、富春、黄山、

太湖，既师古人，又得江山之助。晚年简朴生活之外，惟

心仪弘一的高标静净，室内张挂法师所书“宁静致远”小

横幅及一对联，终日为伴，游心象外，艺境臻于自然。略

举四端：

（一）仿作。《惠山夜泛》《古城河口号》《黄山汤池》《山

水团扇》，系仿石涛、梅清、文徵明作品，后三件是在教室

为学生示范而作，章法同而笔情墨趣迥然出于自家。

《惠山》端重浑厚，颇承接深远，烟岚远山一气充沛，

落笔落墨，沉着痛快，真大手笔；《古城河》笔致墨法，磊磊

落落，沉凝中寓爽朗；《汤池》则圆劲秀穆，洗尽纵横习气，

笔墨精神，都不让原作，或有过之。

（二）写生。近代山水写生，我得三家。李可染先生

写境，沁人心脾，开时代之新风。傅抱石先生大笔点染，

粗中有细，小中见大，豪气慑人。顾先生则变化多端：《金

山采石矿工地》繁复周密，清润高华，如良玉生烟；《芦茨

写生》含滋蕴彩，风神凝远，至简笔如《芦茨头》《钓台小

景》《江边》，独得简贵，南田所谓“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烟

环翠黛，敛容而退”，骨格精练，纵横入于幽淡。

（三）近代写黄山，卓然者二家：宾虹先生浑厚华滋，离

形得神，不待多言矣；坤伯先生游心鸿蒙，“回到创作手段

的根源上去”（［法］罗兰·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意到笔随，

不在似不在不似，只觉黄山理当如是。历落尽致的迎客

松，峰峦层叠的北海，清润华秀的耕云峰，以及云海之浩

荡、屯聚，不过先生之所乘所驱，岂复与论法式及巧拙哉！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刘熙载曰：“书当造乎自

然。蔡中郎但谓书肇于自然，此立天定人，尚未及乎由人

复天也。”（《艺概》）悟此二语，可以观先生笔下之黄山。

（四）坤伯先生晚年患中风，极少言谈，论画只许一

“厚”字。喜龚半千之积墨与吕半隐（潜）之善画空处，画

不择笔，各极其趣，骨力充盈，至于潜伏不露，不见烂漫之

迹。《富春雾霭》破锋使转，风度洒落，如太白所云“落叶聚

还散，寒鸦栖复惊”；《雁荡天柱峰》从容落墨，运笔翻旋回

带，紧严通脱，丘无多，浑灏幽深，清淳圆融，可与石田《雨

意山水》并驾。先生擅擦法。擦笔盛于元季，清王原祁为

极致，所谓活脱松秀，元气浑沦。先生以取清空，令林峦

氤氲之气、苍翠之风，千岩万壑不能过，如《回望天都》《黄

山玉柱峰》之沉厚而疏宕高渺，恐半千起而见之，翻觉己

作层层积染，用力太过。

顾坤伯先生 1961 年得病，1970 年去世，享年六十又

六，作品遂少，但艺术的高度不因量少而损减。即上述所

举之十余幅，戛戛独造，亦可以傲视画坛矣。脱尘境而与

天游，无意为佳，“以无累之神，合有道之器”，清静淡远，

纯穆自然的品格，必将被愈来愈多的具眼者所赏识。

（全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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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合影（左起：顾坤伯、陶心如、钱瘦铁、胡品生、唐

云、蒋佩瑶、若瓢和尚）1950年摄

顾坤伯 拟赵孟頫竹石册 34.5×46.5cm 1961年顾坤伯 拟赵孟頫竹石册 34.5×46.5cm 1961年

顾坤伯 仿石涛山水 30.5×69.5cm 1961年顾坤伯 仿石涛山水 30.5×69.5cm 196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