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南京 周和生

高马得（1919—2007），祖籍南京，生
于赣州，成长于天津。他自学美术，初以
漫画驰名，后以中国画形式描绘戏曲人
物，为江苏省国画院画师。苏州中国昆
曲博物馆内，设有马得戏画艺术馆。

提起戏曲人物，画迷们都会想到关
良、马得和韩羽。关老姓关，韩老姓韩，
而年龄比关小一轮比韩大一圈，有时被
人尊呼为“马老”的马得却姓高。高老

个头也高，鼻唇之间蓄着一排花白的胡
须，极富文人气质。

然而高老夫子的性格却异常的豪
爽洒脱，本文且叙述笔者在与老人交往
过程中感触颇深的两件小事：马得赠书
与卖画。

先说赠书。老人一生，著述等身。
新作每每出版，先生均题款钤印，持赠
笔者。以先后出版的三种不同版本的
《马得戏曲人物画集》为例：最早的那一
本由江苏美术出版社于1984年印制，

定价才一元五角；最为不易的是1992
年先生在宝岛台湾办展时，主办方为他
出版的那一本。离台时，老人放弃了其
他礼品，辛苦拖带了五十本画集回宁。
其后，该书虽所剩无几，但先生仍惠赐
笔者以存念；二十世纪末由文化艺术出
版社出版的那一本，是最使笔者不好意
思笑纳的一册大型精装画集。该书由
高老夫人陈汝勤老师主编，尽管每册定
价飙升至近三百元，但先生的赠书豪情
丝毫不减，见笔者到访，依旧大笔一挥，

“和生贤弟雅正”。
再说卖画。先生开始并不卖画，所

作之件谁喜欢就送谁。进入市场经济
后，光送也不是办法，老人这才决定也
卖些画，并把经营大权全权委托给了陈
老师。每闻笔者提出购画，先生道：“你
跟陈老师说。”言毕，身子便陷进沙发
中，左手托起鼻梁上的眼镜，右手将书
本递到眼前阅读，全然一副与己无关的
闲适状态。

陈老师经营时虽然一脸严肃，实则
菩萨心肠，作品半卖半送，交易很快结

束。陈老即刻向高老汇报成交结果，高
老放下书本，用略带天津味的南京话自
嘲地问道：“我的画就值这俩钱呀？！”随
即便大手一挥说：“拿去吧！”笔者能藏
有多幅马得佳作，真得感激老人当时的
大度。

先生曾赠予笔者画件数幅，其中有
幅取材于《水浒传》的戏曲故事，画件题
识：“花和尚山亭买酒图。和生同志属
正。丁卯二月，马得。”钤印“人生看舞
台”与“马得信玺”（图1）。萧平先生于
诗塘题跋曰：“山亭买酒鲁智深趣事。
高马得先生以写戏曲人物著称于世，其
法在简略传神、国画写意，而略参漫画
手段是其特色，此即可见吾言之不谬
也。”（图2）

“以酒斋僧功德大，任俺尽醉在佛
家。”吟唱着剧中戏文，观赏着画中花和
尚令人喜爱的形象，笔者感觉马得先生
就同这鲁智深一样，既有高强的本领
（此处仅限于绘事），又有洒脱的情怀，
难怪老太太至今仍不无感慨地说：“老
头子啊，什么事都想得开！”图1 高马得赠给本文作者的《花和尚山亭买酒图》

图2 萧平题跋

高马得：洒脱浑似鲁智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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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 姚悦

书画延至明代，由于帝王的喜爱
和重视，朝廷为了充实宫廷皇家的书
画收藏，不惜人力物力，大量从民间
各方搜罗书画名品。它与宋代体制既
有相同处，又有不同处。不同的是，
宋皇家直接设立了“翰林图画院”，而
明并未明确设“宫廷画院”。实质上，
明代宫廷虽无“画院”之名，然内部早
有皇家“画院”之实。御用监下设的
武英殿中书房，事实上，就是个不以

“画院”命名的皇家“画院”，其内部管
理的细化程度，绝不逊于两宋。“明四
家”后，又相继出现了不少“画派”和
名画家，这其中，以大写意风格而名
震画坛的“青藤白阳”，就是最具典型
的明代画中流派之一。

陈淳（1483—1544），字道复，后以
字行，更字复甫，又号白阳山人，苏州
人，明代著名画家。工诗能文，善书
精画，法入宋元，师事文徵明。偶作
山水，花卉，花卉（鸟）成就最为突出，
是开创明代小写意花鸟画的一代宗
师。人们可能要问，怎么一下“大写
意”，一下又“小写意”？实际上，“青
藤”，即徐渭，是“大写意”画派的一代
宗师，对后世影响深远。而“白阳”，
即陈淳，是“小写意”画派的一代宗
师。他二人在中国写意画的创作上，
贡献巨大，故被后人尊为“青藤白
阳”。陈白阳是吴中名士，他的诗文
词章造诣很深，其境可逼唐宋。其早

年绘画笔墨精细，工而不僵，才气超
然。中年后，画风遽变，笔墨纵逸洒
脱，不落矩规。山水学的是“二米”、
高克恭，水墨淋漓畅快，满纸云烟缭
绕，颇得氤氲之气。白阳山人不仅开
创小写意花鸟画派，更丰富了文人画
的内涵意境，打破了层层堆叠的繁缛
构图，将“删繁就简”的笔墨，凸显更
具文人画笔墨意境。石涛上人言：

“得乾坤之理者，山川之质也，得笔墨
之法者，山川之饰也……”那么石涛所
说的非常有道理，绘画中，笔与墨都
含有画家的创作思想，缺一不可，必
须互用互通。

白阳山人师从文徵明，文精山水，
亦善花卉，笔致清润工秀，颇具笔墨
静气，学宋元，得其法，学沈周，得其
静，凸显的是文人的儒雅和静气。陈
淳个性与老师有相同处，也有不同
处，相同处，他们都是严谨的文人画
家，不同处，文氏笔墨虽有变化，艺术
成就也很高，但依旧还是清润工秀、
温文尔雅的艺术本色。陈淳的笔墨变
化就很大，老子所说的“变则通”，就
是这个道理。在此艺术哲理的引领
下，聚水墨浩然之气，在工秀笔墨的
基础上，渗透水与墨的交融，让画境
笔墨更为奇逸开张。难怪文徵明曾开
玩笑地说：“吾道复举业师耳，渠书、
画自有门径，非吾徒也。”文是名儒，
胸中藏有丘壑，看到弟子的进步，心
中非常高兴，此乃打趣说笑而已。大
文豪王世贞在《州续稿》中说：“胜国

（元朝）以来，写花卉者无如吾吴郡，
而吴郡自沈启南（周）后，无如陈道
复，陆叔平（治）。”可见评价不虚。近
代吴昌硕、蒲华、齐白石受白阳山人
的画风影响较深，对其评价也特高。

从绘画的角度来说，大写意花鸟
虽气势开张，然用笔易犯粗率，若不
善驾驭，极易坠入江湖习气。古今大
写意花鸟艺术成就最高者，独徐渭、
潘天寿二人而已。小写意花鸟，在笔
墨的驾驭上，极符合中国文人画的创
作精神和艺术审美，画境散淡，内含
丰富，笔致易入精微，若笔墨得法，画
可入神妙之品。世传陈淳画品较多，
然早期工秀细作罕见，中晚画作流传
丰富，多珍藏于中外各大博物馆机构
中，民间鲜见。

陈淳《松菊图》（见图），墨笔纸
本，103.6×35.1厘米，大阪市立美术馆
藏。画家用其精擅的小写意笔墨出
之，气息散淡，风骨内存，赏后，“淡中
有味”的笔墨线条，伴着股浓郁的书卷
气扑鼻而来，让人回味无尽。老师文
徵明有题：“归来松菓未全荒，雪干霜
姿照草堂。种得秫田供酿酒，年年风
雨醉重阳。”画家自题：“清霜殄众草，
野菊自纷若。抚玩閴（阒）无人，风摇
松子落。”甲辰初夏，道复为怀斋表弟
作。这“表弟”已无从考？道复认为画
得还不错，即恭请老师给题。文看到
弟子所画笔墨如此雅逸，非常高兴，略
一沉思，题诗以寄。一幅画，师徒合
璧，也算得上一段画坛佳话了。

淡墨烟云话“白阳”
——兼赏陈淳绘、文徵明题《松菊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