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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画有诸多形式：立轴、屏条、横披、扇面、手卷、册页等等。
手卷与册页较之其它形式更具一定绘制难度：手卷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独幅画，它不但要求画面有独
幅画的完整统一性，而且还要求画面有移步换景的丰富多变性，犹如章回小说，分则可以独自成章，
合则可为宏构巨制；册页则比手卷难度明显高些，“手卷易好，册页难成”是中国画圈内人之共识，
原因在于手卷自始至终可用一种手法加以完成，册页则须一幅一样，必避雷同。
其中山水册页与人物、花鸟等册页又有所不同，难度更高。
人物、花鸟等册页往往有讨巧之处，一种手法完全可以绘制不同形象的人物、花鸟等，画家的着眼点
主要是在于位置的经营或对象、色彩的更换上而不在笔法的变化上，也就是说强调的是外观的不同而
不是内质的不同。
山水册页则无巧可讨，它的原则就是章法、笔法幅幅有别。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册页是山水画家水准的试金石。
　　对于山水册页前人很有一些仿某某家的画法，不外是仿董源、巨然、李成、郭熙、范宽、米家父
子、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等等。
久而久之，似乎成了画山水册页约定俗成的惯例。
这其间有两种大相径庭的类型：一是以前列诸大家为祖师，亦步亦趋，生吞活剥，不越雷池半步，以
酷似前人为己任；一是存名亡实，不以古贤为羁绊，大做自身文章，源头活水，呼之即来。
在他们看来仿某某家的外形式与诗词之有格律无异，完全可以旧瓶装新酒，古为今用。
这里可以看出，倘若不是对传统技法研究有素，于诸家皴法了如指掌，兼之广开眼界，具备随心所欲
加减乘除的发挥天才，是画不出象样作品的。
　　正因为山水册页有如此高的难度，所以成为古今山水画高手竞相角逐显示实力的所在，他们乐此
不疲，名作迭出。
陆俨少先生作为当代山水画大师自然也不例外地对册页有着特别的嗜好。
通过这本画集，可以了解他在山水画发展上的独到建树。
大家清楚，山水画是中国画用笔总汇，分析一位山水画家的艺术成就，总不能离开对他用笔的研究，
况且陆俨少先生艺术最具特色的就是用笔，所以这里从以下几方面来看他的这一特色。
　　一、揉“南”合“北”，独成一家　　我们清楚，南宗山水的披麻皴系，特点是偏阴主柔、蕴藉
内含，它与偏阳主刚、猛气外露的北宗山水斧劈皴系一文一武恰成鲜明对照。
北宗皴法犹如铁汁外部浇铸，整体硬骨崚嶒，气象奇崛；南宗皴法犹如钢筋内部支撑，整体肌腱纠缠
，气象平和，一崛一和，刚柔判明。
披麻皴系的阴柔，并不是软糜无力，而是寓刚于柔，含而不露，强调内功的修炼，引而不发，以静制
动是其特点。
自董其昌大倡“南宗”以来，世人大多不明就里，扬“南”抑“北”，偏向明显。
其实斧劈皴系的阳刚并不是刻露不含，而是寓柔于刚，露中有含，强调外力的显现，得机而发，以动
掩静是其特点，它刚猛爽辣的用笔时有振聋发聩天风鼓荡的誓醒作用。
南北二宗，各有千秋，扬此抑彼，偏向一端，未免自设藩篱，自裹其足，而不能兼收并蓄，左右逢源
，实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陆俨少先生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学贯南北，无一偏废，取精用宏，加以融汇。
南北宗的用笔，是绝不相同的，要置于一炉加以冶炼，必须胆识过人。
南宗的路数董巨而下，一目了然，优劣早有定论，学者易于把握；北宗的路数因世人多有贬意，横遭
一古脑儿排斥，玉石俱毁，珠目同弃，优劣向少精述，学者不易明了。
从历史上看，南宋是北宗斧劈皴系的成熟期，刘李马夏各擅胜场，风光一时。
但在元代形成了断层，发展一下子遭到致命割裂。
虽在明代起死回生，浙派、院派纷纷出笼，但始终未能真正恢复元气。
及至蒋嵩、张路等辈，貌似继业，实是败家。
自此再度一蹶不振，奄奄一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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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观北宗山水的发展真是时乖命蹇，险象环生，行至现代几近一命呜呼。
这种状况并不能说明北宗山水不足取，问题是怎样正确地加以吸收。
　　应该看到斧劈皴系的山水与披麻皴系的山水皴法在用笔上主要有两点不同：后者的山石外廊线一
般一笔画成，至多分二笔；前者山石外廓线侧一般多笔画成，且在山石棱角转折处明显分笔，这是一
点不同。
另一点是披麻皴系的画皴线条与外廓线条方法基本一致，多以中锋行笔，所以熟练者可以兼勾带皴，
边勾边皴，勾皴合成，灵活随机地来表现山石，皴与外廓线是线与钱的关系。
斧劈皴系的画皴用笔与外廓用笔方法迥异，画皴的用笔多是侧锋，卧笔劈刮成面，而外廓用笔多是中
锋，皴与外廓线是面与线的关系。
不谙此道者往往感到格外别扭的原因就在不习惯画皴与勾廓用笔的不时转换，难以统一。
陆俨少先生经过多年实践，天才地将南北宗用笔统一于画面，在他的笔下北宗中有南宗的柔韧，南宗
中又有北宗的刚挺。
用作北宗，山石外廓线的转折处已迹连一笔，呵成一气，外呈方折，内现圆健，刚中透柔，雄中见秀
，劈刮成皴，也讲究软硬兼施，虽威不霸，虽猛不野，车按处不板滞，轻提处不浮躁。
所作南宗，山石外廓线化圆为方，化柔为刚；皴笔坚挺爽辣，神定力足，因势纵笔，气度雄大，笔如
钢丝，韧中见硬。
在他看来，南北二宗，虽然貌离，实则神合。
彼此异中有同，熔于一炉，无非是化刚为柔，化柔为刚，刚柔互补，阴阳调和，这在用笔上要求就不
止是单纯能表现南宗的阴柔，或是单纯能表现北宗的阳刚，得貌遗神的能阴能阳并不等同于遗貌得神
的调和阴阳。
这里要指出的是，陆俨少先生并不仅仅是能调和阴阳，融汇二宗只是其奠基的手法，真正的营造还在
于他与之若即若离貌离神合的创意。
他作的一些长卷中，山石常有夹南夹北，时南时北，或难名南北的皴法，令人目不暇接，但又和谐统
一，较之单纯的南宗或北宗皴法来得丰富耐看。
这种随机处理而自然生成的皴法，特点是加强南北呼应，即令南宗不过柔，北宗不过刚，趋向中性，
形成一种崭新的面貌。
　　二、节奏铿锵，掷地有声　　用笔的节奏在人物、花鸟、山水书中，以山水画为最，原因是山水
画皴法本身的不时之需所致。
这里强调山水画的用笔节奏，并非表示人物、花鸟画用笔无节奏或少节奏，主要是彼此节奏的类型不
同。
人物、花鸟画的节奏以单笔节奏为主，组合节奏为辅；山水画的节奏则反之。
因为作为山水画主要手法的皴法对组合节奏的依赖性简直达到不可须臾离之的程度。
历代大家都将皴法节奏视为山水画生命之源，穷钻极研。
我们知道皴法虽在北宋成熟，但其时的皴法节奏并不怎么强烈，原因在于写景式山水受物象的制约而
不能尽情抒发。
自元四家始，写意式山水已抛开物象的制约而强调笔意的淋漓尽致，皴法节奏也随之日见强烈，日见
个性，及至董其昌又有所发展。
但是元四家与董其昌的皴法节奏尽管合谐完美，毕竟尚属南宗一家之言，也就是偏向阴柔内含的一路
，陆俨少先生由于对北宗素有研究，因此在其皴法中注入阳刚外放的基因，使之刚柔相济，南北兼得
，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音节更趋铿锵，韵律更趋分明，这是与南宗大师们的不同之处。
　　对陆先生的用笔节奏可从点、线、面三个角度来加以分析。
点，在山水画中至关重要，它虽是绘画最小语言单位，但因其前后延伸便是线，周边扩大便成面，所
以是线面的基础，与线面组合又是整幅画面基础。
对其处理得当，可以锦上添花，神采焕发，反之便会佛头着粪，前功尽弃。
所以画家对下点历来慎之又慎，不敢掉以轻心。
但是慎而不放又会造成气势不足，忸怩小气，拘束如辕下驹的窘象，给人不适之感，所以既慎又放始
终是画家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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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分析陆先生的点，可以发现其除在大小、浓淡、枯润等外观上相间迭见，交叉互映外，又在轻重
、疾徐、顺逆等内里巧为施力，微调势向，“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笔落纸上，沙沙
作响，力随点至，势不可止，且点且转，荡气回肠。
他的点取势组合与前人不同，强调S形走向。
这种走向，利于积势，便于发气，一经启动，欲罢不能，潇潇洒洒，自起节奏，节奏可生气势，气势
又生节奏，别有一种难以喻说的快感。
在这种形势下，点的毛、圆、力、辣自然汇集，悦人眼目。
线，陆先生的处理又有与前人不同之处，这里从单笔线、多笔线两方面来分析。
他的单笔线运行时中指频频颤动，且颤且行，屋漏虫蚀，纷至沓来。
这种“颤”是其多年用笔创造。
应该指出，颤笔与不擅用笔者无病呻吟的抖笔根本无关，抖笔虽是企求线条涩毛感，但取法不当，痉
挛寒战，如发癫病，不能自控，结果造成笔势混乱，力量抵消，自相践踏，面目可憎；颤笔则不同，
颤的目的是以颤动频率来微调笔毫，使之注墨均匀，增加线条苍茫浑厚感，也就是涩毛感。
但是，“颤”频非常有讲究，必须视线的表现需要来调整缓疾，它完全是即兴的、自然的随机发动，
不能预测，不能制作，是一种功到自然成、不期然而然的产物。
若是刻意追求，便失自然韵味，于画无补，反而有害。
“颤”主要是用来表现山石外廓及树干、枝等对象的，并不是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味去颤。
即使用颤，也是视需要或疾或缓，或有或无，恰到好处，不作卖弄。
多笔线节奏不同于单笔线节奏的相对独立相对自成单元，它是一种排列有序前后关联的组合节奏，几
乎是皴法的专利。
往往发力开笔，接二连三，排山倒海，势不可阻，非一气呵成则不能呈一片化机。
这种皴法上的节奏，陆先生除注意在局部山石上体现外，还注意在整体画面上予以突出，他非常注意
局部节奏的趋向组合，强调与整体节奏的有机配合，将各局部节奏的分势组构成整体节奏的合势，涓
滴成流，众流归海，浩荡磅礴，震撼人心。
对面的处理（这里的“面”不是块面之谓，它是指用笔单位）陆先生又别有一功。
他的面，不同于一般的泼墨、泼彩或借助工具喷射墨、色所形成的面，这些面或无用笔，或系制作，
缺乏画家主观情感的流露，不能完全体现个性，易造成千人一面的雷同。
陆先生是以多笔迭加积墨积色来表现面的，这种面，因以用笔作主导，所以能生动地控制面形，大小
由人，不似前者不能有效控制，比较被动。
以笔作面，也能很好地体现节奏，甚至感觉更为强烈，因为这种面，需要大笔醮水墨点去，由润至燥
，一路直下，通神贯气，生妙布奇。
它的形成，其实是一种叠点，或大或小、或重或轻、或燥或润、或浓或淡、或疾或缓、或顺或逆均视
所需相机而定，须眼观六路，随时审视调节与其它部分的和谐关系。
此种由墨、色叠成的块，又与具旁留白处形成强烈的对比，斑斓夺目，留白处亦随之产生动势，出现
节奏。
陆先生正是通过把握点、线、面的节奏，以至把握局部节奏，最后把握整体节奏的，所以他的画面总
有摄人魂魄的吸引力与韵律感。
　　三、以写入定，波澜老成　　所谓“笔力能杠鼎”，是指笔气沉着，能杀毫入纸，力透纸背，它
的关键是一“写”字。
但是画之“写”，有别于“书”之写。
二者虽都强调以腕运笔，巧力铺毫，但貌似情非，画之用笔因表现对象的需要显然方法要复杂得多。
由于复杂，在某些难度大的场合，“写”的宗旨，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背离，以描代写。
能否贯“写”于始终，其实是一个笔性的问题。
笔性虽能在后天修炼，但先天的因素不容忽视。
犹如运动员，先天素质好，加以训练，容易成才，有向世界纪录挑战之条件；倘若先天素质差，经过
努力，他可以改写自己的以往成绩，但决无冲刺世界纪录的可能。
何谓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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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外现为笔触，其内在为笔感。
笔触的优劣，完全取决于笔感的敏钝。
笔触有迹可寻，笔感却无形可见，难以喻说，非个中人不能悟其仿佛。
它是先天素质与后天修养的结合物、混血儿。
笔感不是自我感觉，有人一向自我感觉良好，顾盼自雄，这只能自欺，但不能欺人，更不可能欺世。
笔感的敏钝受笔头大小的影响，这里说的笔头大小，不是指笔的型号规格，而是指控笔辅毫的水平。
有些人以为用大笔挥写便是笔头大，用小笔作画便是笔头小，实是大谬不然。
不擅用笔即用大笔也是笔头小，擅用笔者即用小笔也是笔头大，关键是否能恰如其分地铺毫注墨。
所谓的控笔，就是控毫，要提按自如，万毫齐力，尽豪所能，方是高手。
倘若提不起、按不下，以及有提无按或有按无提，均是出败笔的前奏。
　　陆先生作画一般喜欢一支笔到底，不似他人往往视所需随时换笔。
他的画法，强调的是尽笔之功能表现物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支笔要当作几支笔来用，要随时能调节
笔触的大小粗细。
在长期的此种用笔环境训练中，使其获得了心手两忘，心手合一的自由。
他行笔时结合指颤变速注墨，或疾或缓，不让铺毫中辍．或提或按，注意杀笔入纸。
不管风吹草动，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始终最有效、最清醒、最自如地把握笔毫与纸面的接触角度。
这种角度只能因物随机控制，对其自如运用虽需后天勤勉努力，也需先天素质可造。
它几乎无规律可循，不能刻意追求，某种意义上是纯凭感觉行事。
由于近几十年来所生产的纸质远远不及从前，古人不怎么费力即可很好表现笔情墨趣的自由，令人因
材料的限制便无法得到。
实践者均知，要在现今的生宣上作画，首先必须分出很大精力去对付纸性，然后才能谈其它发挥，这
种分散精力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式的谨慎，势必带来程度不同的拘束，增添了前所未有的绘画难度。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纸质佳，因可使人忘平所以地挥洒，无后顾之忧，所以会见好就收；纸质
差，迫使人必须殚精竭虑地探索在其上有所作为的现实可能，从而为谋求生存另起炉灶。
在这种形势下，优胜劣汰将是不可避免的，有所新的成就，也是时势所造。
人们将陆俨少先生的用笔再放到这一背景中进行考察，就不难发现他的不同凡响之处。
在生宣上最难把握的两种用笔，一种是淌笔（笔中含水饱和），一种是渴笔（笔中含水极少），淌笔
因含水多，触纸即化，稍有不慎，顿成墨猪；渴笔因含水少，艰涩难行，力大毫散，力小痕无。
但是淌笔与渴笔，正成强烈比照，功效显著，不擅此道，必落下乘。
陆先生对二者的处理方法是把握控笔之“度”，淌笔水多，宜疾宜轻，做到疾中毫铺，轻中力到，能
疾能轻，方能控制注水，从而制约笔痕涨缩，达到预期目的。
渴笔水少，宜缓宜转，做到缓中墨注，转中锋聚，能缓能转，便可燥中得润，从而体现枯笔情韵，完
善表现功能。
渴笔比淌笔的把握难度大，而且在现今的生宣上表现难度也大，因其难，所以对用笔技巧要求更高更
严，陆先生的指颤法很大程度上便是在此种环境制的中应运而生的，频频指颤与不时转笔相结合，使
渴笔点、线燥中有润，毛中见圆，解决了在生宣上充分体现渴笔优势的技术难题。
　　四、由秀入拙，以古生新　　我们若将陆先生前后绘画作品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七十年代前
的用笔娟秀缜密，灵气外露，此后渐趋浑厚老辣，古拙苍莽。
这种前后的巨大变化，昭示了画家的探索追求轨迹。
七十年代前的用笔偏于阴柔，飞絮游丝，蠕蠕冉冉，秀外意中，通微造妙，精能宏博，师心立异，以
情胜。
此后的用笔由柔转刚，骨戛青玉，老笔纷披，敛芒藏锐，古神今貌，天然凑泊，大巧若拙，以理胜。
从用笔的情到理，也就是由秀人拙的内在原因。
书画用笔的关键说到底就是离纸镇纸的功力，通俗点讲就是拎得起，揿得下。
陆先生的前期用笔离多于镇，故偏于秀，机不可测；后期用笔镇多于离，故偏于拙，庄重难犯。
十年动乱是其用笔风格转换时期，画如其人，正是命运多舛造成其灵气外露转为韬光俟奋。
后期用笔完全是独善潜修的心境流露，当时不能公开作画，绘画工具也遭没收，有相当一段时间他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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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苦思冥想，徒手划空，心感手应，以意念行笔；偶尔得笔，便蘸清水在桌上描划，转腕颤指，进行
特种训练。
这为期不短的中止绘画，并未使之消沉自弃，反激其砥砺自强。
因祸得福，有了反思和内功训练的时间，使之用笔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这段时期同时也是他由入古到脱古的分水时期。
这里所说的不是指纯粹意义上的“入”与“脱”，因为陆先生在“入”上，始终有“脱”的燥动；而
在“脱”上，始终又有“入”的遥控。
所以他的用笔形成自我风格，虽无劈空而来的意外感，却有水到渠成的新鲜感。
他的“新”，既基于古，又离于古，异梦而同床，异象而同宗。
他的法，既得于古，又异于古。
“上法不法，是以有法；下法不失法，是以无法。
”他正是本着这条宗旨，在中国画用笔上开辟了前所未有境地。
他这方面的高度成就，也就是他艺术的精粹所在。
囿于篇幅，其他方面的分析不再展开。
　　本集主要精选画家创作旺盛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分为正副二编。
正编的选择强调风格多样化，以彩色精印；副编将所搜罗的册页逐一以黑白印出，并附著录，以便读
者了解全貌。
希望它的出版能使人们对陆俨少艺术成就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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