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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对这世上有龙深信不疑。在

我的童年时光里，孤独而好奇，有时候抬

头望向云层，总觉得云里深藏着天宫、二

郎神和各路仙女，以及时时游曵于云层里

的龙。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在小镇简陋而

神秘的电影院看了动画片《哪吒闹海》，那

龙腾于海域之上，云庭震荡电闪雷鸣的镜

头尚有记忆。而 2024 年秋天，我见到了

画家程澄所画下的九幅龙，每幅接近宣纸

四尺整张，在我眼里就是一扇清末民初的

瘦长的窗，隔窗相望，气象万千，恍若惊

鸿。而我也终于知道，她所画的九条龙，

开始在冬天来临以前腾空，首先和蔡志忠

的画一起出现在上海中心观复馆珐琅厅，

出现在“物华天宝”的师生作品联展上，接

着又出现在上海中心大厦宝库一号珐琅

厅的“极致东方美学大展”上，引起一片惊

叹。

虚度了多年的时光，年有所长，饮过

一些露水，经过一些霜雪，时光飞快得像

一条白练。我终于明白，这世上根本没有

龙。这是一种虚构的生物或者神灵，如果

抬眼望，可以看到在遥远的日光稀薄的宋

朝，一名叫罗愿的学者，在他的书案前写

下了《尔雅翼》。他这样描述龙的形象：

“角似鹿、头似驼、眼似兔、项似蛇、腹似

蜃、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似牛。”既

然龙是鹿、驼、兔、蛇等多种动物形象杂糅

荟萃而成，那么这是不是就是“九不像”，

那么龙还怎么会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而

且历朝历代，那些画家们所画的龙，都是

不一样的，都可以任意虚构的。当然，创

新的画法和根据臆想的形象来作画，也是

一种虚构。

中国画龙的历代名家，有三国的曹不

兴，有东晋的顾恺之、南北朝张僧繇、唐代

冯少正和吴道子、五代董羽、北宋松所、南

宋法常、陈容、清代周璕、民国房毅、当代画

家由龙。他们和作品一起排列有序，历经

了时光的检验，而遥远的墨气仍然氤氲。

他们所画的龙，也都各不相同，“汉唐时多

呈兽形，宋以后渐变为蛇形”。比如曹不

兴，以画技名列民间八绝之一，在孙权的宫

中，成了一名宫廷画家。为讨好孙权家族

画了幅《青溪见赤龙出水图》。但终究年代

久远，他的作品无一流传至今。他本身以

及他的画作，和龙一样，成为一种传说。而

吴道子“则麟甲飞动，每天雨则烟雾生。”如

此传神的画龙技法，是不是想要让龙真正

的活起来。我相信艺术是有这样的力量，

艺术的功力不仅在视觉上是吸引，而且能

让人在内心中有感受。龙的形象在中国

人心目中是祥瑞，在我心中却还有一种威

仪。我渴望能见的，是雷霆万钧，云水欢腾

之中的龙恣意升天的景象。

说回到程澄画龙，《九龙图》条屏，都

是以工笔设色及晕染法创作的，当你站在

这些巨大灵威的龙的面前时，会选择静

默，甚至不允许周边众声喧哗。你总是觉

得从纸上传来的是一种皇煌之气，是一种

富贵与威严，是一种静中蕴含着力量的图

腾 。而当在画前久久伫立，是不是能看

到遥远的升腾的水气，和听到遥远的隐隐

的龙吟之声。程澄笔下的九幅龙，全身纷

呈金、黄、银、赤诸色，那种鲜亮的颜色，仿

佛是清秋、暖冬、凉夏、温春，仿佛四季在

瞬间轮回，集体呈现。这样的画色，让四

季有了别样的颜色和生机，如同这翘首昂

头的龙，生动万千，像盛唐时的仙乐飘飘

的一场宫庭舞蹈。

程澄这套《九龙图》的设色，是她与个

性息息相关的讲究，有自己的风格和门

道。她所用的矿物岩彩，有藤黄、赭石、朱

砂、金黄、青绿等等，不下数十乃至上百种

类。设色敷彩繁复多变，却能在烟火般的

绚烂中，见到繁华背后的素雅之气。作品

集合宋元以来之宫廷院体画和文人写意

画为一体，于画面中共同构成一种和谐，

万千大美。比如《苍龙教子》，龙身以赤

缇、朱草为色，“赤缇”寓意农忙精耕细作，

丰收景象，“朱草”色是凤凰麒麟的背景

色，具太平祥瑞气象。此外，《九龙图》每

幅画面底部画有不同颜色的海水江崖纹，

它表示绵延不断吉样含意，还象征着千祥

云集。除了九龙以外，还有双鹿、锦鸡、喜

鹊、寿带，四时花卉如牡丹、玉兰、海棠、蔷

薇、月季、山茶、石榴、翠竹、绿荷、雪梅等，

这些有着蓬勃之气的动物和植物，在程澄

的笔下集合，并且全部动了起来，全部活

了起来，全部呼啸着发育与生长。这真是

一种笔墨赋予的生命，这真是一种生命该

有的样子和力量。

如果你生活在古代，离龙会更近。因

为叶公也是在陈旧的以前“好龙”的，因为

龙的种种传说，也是从古代传下来的。回

到此文中最初的认知，认为有龙和认为没

有龙，这其实并不重要。到最后，我仍然

要认为，龙是存在的。没看到过的，未必

就不存在。就算不存在，只要你看到《九

龙图》，你也终须相信，龙生活在世间，也

许是图腾，也许是精神，也许是隐秘的生

物，也许来自于外星球的一种力量。既然

我们赋予了龙形状，那么就让龙飞腾；让

水声汩汩，龙吟阵阵；让世界因此而静美，

而活色生香，而灵动和奔放⋯⋯

云海翻腾中的祥瑞气象
——程澄与她的《九龙图》

■海飞

古代热衷于画钟馗的画家以及画作

数不胜数，就是现当代画界巨擘徐悲鸿、

齐白石、李可染、张大千以及范曾等都涉

猎过钟馗题材。

我们知道，中国画不乏以著名历史、

神话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的，而尤富传奇

色彩的，当首推钟馗。据北宋沈括《梦溪

补笔谈》记录：本自源于唐玄宗的一个恶

梦。梦中其被群鬼围侵，惊恐万状之即，

幸遇一个豹头环眼，铁面虬鬓，貌样丑怪

的大鬼现身，竟撕鬼而啖。自述武举落

榜，因冤屈死，决意与一切鬼魅迥不两

立。玄宗梦醒诏令画工吴道子图写钟馗

“异状”的故事。画成，唐玄宗大喜，命人

将钟馗图悬置于龙榻旁，之后便再无恶

梦，遂欣赐钟馗“镇宅圣君”“万应之神”。

又北宋鉴赏家郭若虚在《图画见闻

志》卷六《近事》中，也描述过他所探赏的

吴道子《钟馗像》真迹：“昔吴道子画钟馗，

衣蓝衫，革敦一足，眇一目，腰笏，巾首而

蓬发，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笔

迹遒劲，实绘事之绝格也。”

在千百年流传中，钟馗逐渐成为除

妖的烈士、鬼魅的克星、可敬的鬼雄、可

爱的人杰、百姓福祉的庇护神以及人间

正义的化身。由此，钟馗画普遍寄寓了

老百姓禳灾辟邪、迎福祯祥的朴素愿

望。所以，历代画家笔下的钟馗画，自必

格外受人青睐。

而我的老友、全国自强模范、知名画

家张雷武君画钟馗，笔致心会，九分了得。

就我所知，曾几何时雷武创作过大量历史

题材的画作，多采用写实手法描绘古代人

物、传说人物和历史情境，笔法厚峻，思想

幽遐，每求借古喻今，言志抒情。只是不太

清楚雷武究竟画了有多少幅钟馗图，究竟

有多少幅钟馗图被专业美术机构和坊间

同人收藏，可以肯定的是他画钟馗无疑有

近三十个年头了。而委意创作的钟馗系

列，仅是他繁多作品的一辫绳而已。

雷武笔下的钟馗博采众长，不拘陈规，

别具生动。其钟馗造像威严英武，真率潇

洒，刚烈中隽含着一分狡黠、三分温情，提脚

动手多少带有拙率夸张的元素。技法上一

般半工半写，线条精练，细腻润泽，色调偏于

单纯明快。似是汲取了明人的吉祥画风，显

然又融汇了陕北汉画像石刻画人物硬朗的

风貌，灵动如生，妙于传神，如此，赋予了钟

馗爱憎分明的性格和兼具烟火味的形象。

前一阵儿某个恬静的黄昏，雷武于圁

西工作室宴请从羊城归里的旧友，我等一

从偕前作陪，一起品茗，小酌，笑谈。有幸

又看到其近作《钟馗雪夜巡山图》，画立钟

馗者，威仪恬然，携虎信步；头戴软翅乌纱

帽、身着真红圆领长蟒袍、腰束金镶玉带、

脚踏翘头皂鞋，彆笏在腰，奉旨捉鬼。表

情虽叱咤鬼魅，然瞋眸里总透着几许伶俐

及亲和来。神也！人焉！端详入细，居然

貌如一个典型的陕北大汉，栩栩欲活，形

神毕肖。毕竟腕底毫端，简疏圆折，色调

耽暖，张力内蕴，寓意邃穆。

作为中国美协会员、榆林市有突出贡献

专家，雷武近年来又倾心于本土的农民画培

训，不知他是否得益于农民画拙朴烂漫的元

素，为此在画中融入了新技法、新感觉。

倏然记起有关雷武画钟馗的一件旧

事，席间顺嘴便分享给大伙。记得那是

2000年夏月，满月不久的侄子昊儿总夜啼

不止，急得母亲团团转。于是寻思着去翔

凤桥头雷武的“斗斗室”央他画个倒吊驴

符，待得过问缘故，恁将一轴子才参展罢

的《钟馗图》借予我，且道：“神还不抵个

驴？挂上，百无禁忌！”

果然。至此娃娃夜夜安睡，举家欣嘅

神奇。

坐着轮椅出发的雷武君，绘画创作、

基地打造、专题培训、组织协会、策划展

览，孜孜求道四十年，笃志不改。其丹青

妙造，神驰意往，频传响动，春华秋实，其

艺术半径遥迈兴达，未来前景已然辽阔尔

尔。（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中民协会员、

榆林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市民协副主席。）

雷武画钟馗
■鲁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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