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安庆 姚悦

在今天人们看来，“扬州
八怪”中几位名气通天的画
家，生活一定过得都很悠闲和
惬意。实则不然，他们“八位”
中，除了郑板桥、李鱓、李方膺
三位做官外，其余五位皆为布
衣。他们虽都是以卖画自给，
然每个人卖画的情况都不一
样……郑板桥、李方膺毕竟是

“七品官”，每日都要升堂或处
理公务，他们有俸禄，有官舍
住，再加上卖画，只要不超支，
生活基本上有保障。书画只
是他们余事，说白了，也就是
个人“业余爱好”。进科取士
才是文人画家的正道。郑板
桥为什么名气这么大？一是
进士出身，当过县太爷；二他
廉政为民，巧于周旋上司，生
活故事颇多传奇；三写竹画兰
独树一帜，被世人奉为拱璧。
李方膺运气也不错，以诸生授
山东乐安县令。李鱓出身官
宦望族，惜今家族早已衰落，
已无昔日风光，然入仕想法还
是比较强烈的，通过科考，中
了举人，进了内廷，当了名正
儿八经的宫廷画家。

李鱓（1686—1756），字宗
扬，号复堂，别号懊道人，著名
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工诗
擅书能画，山水、花鸟、花卉、
蔬果皆擅，江苏兴化人，明宰
相李春芳六世孙。“八怪”中，
其与郑板桥交厚，供奉内廷，
学画拜的是蒋廷锡。蒋精逸
笔致画风，对李复堂影响很
大。李鱓早年作山水、花卉，
笔墨设色精工秀润，颇具风
采。精逸工秀的笔墨，虽然不
是李鱓习画最终的创作目的，

但“正格”的严谨不二，的确让
笔墨变得法度纯正，绝无市井
草率无序之笔墨。

为什么绘画要区分“正流
派”和“野路派”，现在看来，这
种所谓的“派别”区分，的确很
有道理，虽仅仅是个“说词”。
但流传至今的历代经典绘画
作品，就是不争之理。古人的

“正流画派”，一般多指宫廷画
家和官宦世家，他们多数师出
名门，家风严，见识广，路数
正，所受的传统教育非常正
规。而民间与之相比，确实大
相径庭。如清代的“四王”，就
是最为典型的“正流画派”代
表。那么普通市井小民画工，
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约束，几
乎无法见到名品真迹，画笔多
杜撰臆造，不入正格，皆归野
路也。可以肯定地说，无论古
今，那些大画家，也可说是大
收藏家，一般家里出来的古物
小不了。讲到画家“去官归
隐”，那也只是说说而已。郑
板桥是个清官，常常流露出

“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的中
庸思想，郑夫子是人，而不是
神，他就这么个小官，不装糊
涂，不吃点亏，天天去得罪上
司，那还咱混饭吃呢？有副联
道出了他的心声“三绝诗书
画，一官归去来”。

李复堂在宫廷做画家这
几年，认为宫里面，人与人之
间相处太钩心斗角了，由于平
时交流得少，对自己的画技提
升，也并没什么好处。想到
此，李以“忤大吏罢归”。回扬
州后，即与板桥挂上了钩，郑
见挚友弃官归，也非常高兴和
理解。反正都是为了吃饭，民
间卖画，虽比不了宫廷，但人

自由了，也没什么约束，闲暇
老友还可经常相聚。来到扬
州，李鱓画风慢慢由工而转为
写意，喜欢“青藤白阳”的大气
笔墨，认为能畅快胸臆。时石
涛寄居维扬卖画，石涛的笔墨
画风对李鱓影响最大，李在作
品中，融入蒋廷锡的工秀、高
其佩的奇拙、“青藤白阳”大写
意的奔放、“八大”空灵冷逸的
傲视、石涛时代笔墨的新风。
这些，都给李鱓画风的遽变，
带来了新的笔墨气象。秦祖
永《桐阴论画》云：“李复堂鱓，
纵横驰骋，不拘绳墨，自得天
趣，颇擅胜场。”定为“能品”。

李鱓《风荷图》（见图），纸
本墨笔，123.1×60.4厘米，今
藏大阪市立美术馆。这幅写
意大作，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一
幅水墨精品。李鱓扬州鬻画
后，思想终于得到了一种释
放，做宫廷画家是“收”，当百
姓后是“放”，这一收一放，画
家才感到，真正做回了自己。
所以说，一个画家的艺术成
就，心情绝对不能受压抑，否
则笔墨将无法放开。你看看，
李复堂学习了“青藤白阳”，又
融会了大涤子的笔墨，思想画
境为之洞开，让压抑胸中的不
快，全部释放出来。大气散淡
的笔墨，水墨交融的造型，刚
柔相济的线条，让“疏可走马，
密不容针”之势，更富有内涵
深意。这笔墨不是“青藤白
阳”的，也不是大涤子石涛的，
而是复堂李鱓自己的。画题
一诗“休疑水盖染淤泥，墨晕
翻飞色尽黧。昨夜墨云施浦
溆，草堂尺素雨风凄”。画家

“诗书画”间的完美结合，让内
涵笔墨更具神韵。

散淡笔墨李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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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西安 马小江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的这幅清代画家袁耀《山庄
秋稔图》轴（见图），绢本、设
色，纵 182.5、横 96.8 厘米。
画面描绘了山民们秋收的
忙碌身影和欢乐情景。

图中前景处，是一片尚
未收获的农田，其后是突起
的巨大怪石和高大树木，怪
石后面是作者精心描绘的
一家山民正在劳作。家中
的妇女正在纺织，一大一小
两个儿童在玩耍，老者坐于
门口，观看两个农夫役使耕
牛碾压农作物，其中一个农
夫在回望院落，原来是一人
托茶而出，并且已经走到院
门口，引起了他的注意。在
画中，仅见送茶人前半身，
巧妙地把送茶人行走的动
态、农夫回望的动态给描绘
下来，形成了呼应效果。院
内还有一人喂鸡，一人担
水。院外前方两块巨石间

搭了个草棚，有两人正热火
朝天地摆弄水车，水流湍
急，他们赤身劳作，身上搭
着毛巾，暗示了天气较热和
劳作的辛苦。作者为清代
画家，但图中人物并非清代
扮相。中景处，右边是一处
大道，在路上行走着一组赶
路人，刻画了抬轿子和坐轿
子的情景，后面有挑担跟随
的仆人，人物刻画简单。远
处山坡上，依稀可见城郭的
一角，赶路人是去城里还是
大山深处，给观看者留下想
象的空间。

该画立意秋收，表现了
山村丰收的景象。画中背
景高山巍峨、壁立千仞，连
绵不绝，烟云缭绕。高山左
下边的山谷中河水奔流，回
旋于山间，河上有一座廊桥
连接两岸。无论是山石、树
木，还是房屋、器具，都结构
准确、绘制工整，尤其是注
重细节的表现，在浓密茂盛
的枝叶中染以朱红色，从中

可看出秋季时令特点。中
心画面的最前方是一片成
熟的稻谷，秋风送爽，稻浪
翻涌，后面奇石环抱，树木
高大挺拔，郁郁葱葱，几户
人家掩映在绿树之中。茅
舍小院，意趣盎然。院中人
物虽然众多，但刻画得极为
生动细致，神情各异，栩栩
如生，从形体衣着、五官神
态上都与其身份相符。图
中所画人物之间都是相联
系、互动的，前后左右呼应，
设计巧妙，足见作者观察生
活之深入细致。画面安排
错落有致，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既纷繁复杂，又统一
于山水之间，显现出作者精
于刻画的写实功力。此图
主题鲜明，表现了山民丰收
后的喜悦心情。

整图染色后，局部需要
强调的地方，用重墨复勾。
从石头到山体，保持了统一
的画法，形成了作者强烈的
个人风貌。

用相对较重的墨色勾
勒树干，表现了树木挺拔有
力，树冠部分采取先用墨点
后染色，浑然一体，表现了
树叶浓密茂盛，具有规律
性，弯曲的树枝，穿插于树
叶之间，立体感较强。

在画作右上方款题：
“山庄秋稔。丁丑春月中
浣，邗上袁耀拟意。”下钤

“袁耀之印”白文方印、“昭
道氏”朱文方印。“丁丑”是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

袁耀（生卒年不详），清
朝画家，字昭道，江都（今江
苏扬州）人。工画山水、楼
阁和界画。画风工整、华
丽，与袁江相似。其精品有
胜于袁江者。偶作花鸟，亦
甚佳。《画人补遗》一书中称
其“ 山 水 楼 阁 尚 能 守 家
法”。继承了唐宋及明代仇
英青绿山水的画法。笔墨
严整工细，设色艳丽浓郁，
与父袁江同为清代界画代
表人物。

清代画家袁耀《山庄秋稔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