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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抑非居沪期间花鸟画浅析
彭　越

（上海市宝山区罗店中心校，上海 201908）

摘要：陆抑非是中国现代杰出的花鸟画大家、书法家和美术教育家，吴门画派的重要继承者亦为新浙派花鸟画的开拓者之一。陆抑

非先生毕生勤于绘事，不论是早期的艺术启蒙到成熟时期的个人艺术语言还是晚期的朴茂老辣，都自成一格，语言精练。陆抑非同样是

一位擅长多种画风并将其融为一体的花鸟画大家，其作品题材丰富，贴近生活，海派韵味十足。本文从陆抑非先生的艺术背景着手，通

过分析居沪期间陆抑非先生的海派花鸟画的个性特点，作品风格的形成与演变，该阶段对于其后期艺术发展的意义所在，其绘画美学思

想以及总体的艺术成就，配合相关评论杂志报刊或书籍文章，对于居沪期间的陆抑非先生对于传统的继承但又不拘泥于传统，在传统的

基础上进行绘画创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分析陆抑非先生作品中的笔墨形态变化及其艺术精神。同时揭示陆抑非海派花鸟画艺术在

大数据下的艺术环境下做出的巨大贡献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也为当代花鸟画创作提供价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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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陆抑非与海上画派

上海简称“沪”，黄浦江原名春申江，所以亦可简称“申”，

是中国近代第一商埠，亚洲唯一的世界金融中心，是民国国民收

入的重要来源，在这样一个商业性极强的上海，包括上海租界的

存在以及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兴盛，自然新兴的书

画市场开始形成，这个时期，全国各个地区的画家都向往上海这

片热土，都希望在这片热土上施展自己的才华，各地画家开始聚集，

这样诞生了海派绘画，被载入美术史册。“海派”作为一种新兴

的绘画风格，把上海这个发射塔作为发射中心，散布到全国各地。

海派绘画的当时的文化特征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洋绘画和

文化，具有一种雅俗共赏的绘画气息，但同时商业气味也越发浓厚，

“消费者”开始热衷于商品化的方式与画家进行对接。

1908 年是农历戊申年，同时也是清光绪三十四年，同年 2 月

陆抑非先生生于江苏常熟，初名翀，字一飞，父陆章甫，1937年入“梅

景书屋”，由老师吴湖帆改字抑非，以字行，花甲后自号非翁，

己未年，大病几殆，后痊愈，张慕槎以甦叟称之。他自幼喜爱艺术，

青少年时期曾师从家乡老师李西山先生学习绘画，临遍清末画家

陆廉夫、张子祥、任伯年、沙山春等诸家名作，心窍顿开。开始

理解传统中国绘画艺术，为绘画道路的前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2 年，陆抑非经朱屺瞻先生介绍，于上海美专任花鸟画教授，

在职 15 年，次年经同事介绍，又兼任新华艺专、苏州美专和省立

上海中学花鸟画教授，且能用一口流利的英文为外国学生授课，

这也是新时代海上画坛难能可贵的品质。1937 年，陆抑非又拜师

吴湖帆。24 岁起执教上海美专、新华艺专、苏州美专，并创设飞

声图画函授学校。1959年，52岁时应潘天寿之邀，赴浙江美院任教，

期间吸收了缶翁、八大等大写意画法，佳作不断。所以从 1930 年

直到1959年之前的陆抑非都居住在上海，在这近三十年的时间内，

陆抑非佳作不断，以花鸟画擅时誉，其书法潇洒流畅，著作亦甚丰。

陆抑非书法早年从欧体和颜体着手，临遍唐宋名迹，晚年行草苍

润老辣。上世纪 40 年代，陆抑非与陆俨少和陆维钊并称“三陆”，

1963 年陆维钊曾吟诗：“二陆西湖共讲堂，盛年高手许无双。豪

情每欲开宗派，春意真能启蛰藏。尘外烟云流肺腑，梦中花月迭

星霜。相期晚岁同珍惜，要与齐黄各一方。”

二、居沪期间的陆抑非海派花鸟画的特点

居沪期间的陆抑非先生佳作不断，以花鸟画擅时誉，其书法

潇洒流畅，著作亦甚丰。陆抑非书法早年从欧体和颜体着手，临

遍唐宋名迹，晚年行草苍润老辣。在这近三十年的时光里，不仅

是陆抑非先生打定花鸟画基础实力和与朋友圈学习交流，也奠定

了陆抑非在现代花鸟画坛的影响力，同时名气大增。受到李西山、

陈迦庵、吴湖帆老师的影响，以及一众古时名家，有宋人、恽南

田、新罗山人、陈老莲和周之冕等大家的影响，但却不同于他们，

走出了自己的一片花鸟天地。

关于居沪期间的陆抑非海派花鸟画特点，从古入手，遵循论

画之谢赫六法，自古画者多善书。

居沪期间的陆抑非积累了大量的工写作品，其中为之后的作

品打下坚实的基础的可谓其精湛的没骨画法，陆抑非继承了恽南

田的花鸟画没骨画法，恽南田说：“自张僧繇创为‘没骨’山水，

至徐崇嗣以‘没骨法’写生，皆称绘苑奇制，煊赫古今。‘没骨’

山水，后世间有能者；写生一路，遂如《广陵散》矣。”恽寿平

在其《画跋》中说：“没骨牡丹，起于徐崇嗣，数百年其法无传。

说明恽南田最早学习过徐熙和黄筌以及徐崇嗣，并且对古人进行

托古改制，在当时的社会中走古今结合的路子以寻求自身的个性

画风。

花鸟画自唐代兴起至两宋的院体画，日渐精妙，直至元代的

林良、吕纪有突出的绘画作品，但在文人画水墨意趣高涨的气氛下，

造化力气日益衰弱，精神开始成为统治者。这时候的恽南田和新

罗开辟了花鸟画的新天地。恽南田曾说：“宋法刻画，而元变化，

然变化本由于刻画，妙在相参而无碍。习之者视为歧而二之，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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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迷境。元人幽秀之笔，如燕舞飞花，揣摸不得；又如美人横

波微睇，光彩四射，观者神惊意丧，不知其所以然也。用笔要有

矫拔挺立意。元人用笔苍劲清逸，如虫书鸿爪。石田、白阳，随

笔点染，得生动之趣。”“墨花至石田，六如，真洗脱尘哇，游

于象外，觉造化在指腕间，非抹绿涂红者所能拟议也。”这些恽

体文字理论深刻的表达出恽南田对工和写的深入理解。此时的恽

南田开始大胆变革，随着学恽体的人愈发的多，遂形成了常州派，

开始其没骨之路。花鸟画的骨法用笔和随类赋彩是着重表现的两

个系统，在陆抑非的作品中得到很好的诠释。陆抑非先生曾说：

“南田花卉是冰糖莲子羹，一口气喝光，甜而不腻！一代奇人！”

恽南田的作品清丽细致，笔法间透露出秀美清漪的书卷气质。用

色之精妙，无人能敌。恽南田对于“线”弱化，色强调，也就是“非

笔线”这种弱化线的反映，学会破笔找色寻形。绘画切记勿画俗，

画俗约有五曰：格俗、韻俗、气俗、笔俗、图俗。能去此五俗、

而后可几于雅矣。气韵生动，与烟润不同。世人妄指烟润，遂谓

生动，何相谬之甚也。蓋气者有笔气，有墨，气有色气，俱谓之

气，而又有气势，有气力，有气机，此间即谓之韻。其生动处又

非韻之可代矣。生者生生不窮，深远难尽，動而不板，活泼迎人，

要皆可默会而不可名言。至如烟润，不过点墨无痕迹，皴法不生

涩而已，豈可混而一之哉。

三、居沪期间陆抑非的海派花鸟画对其中后期艺术变法的意

义影响以及陆抑非的绘画美学思想

居沪期间的陆抑非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刻苦钻研书画艺术，

学众大家之长，得众大家之长，此期间是其艺术道路的鼎盛时期，

“陆牡丹”是其惯有的称号，实际上其作品不仅题材丰富多彩，

而且书法和尤其是大众忽略掉的工笔重彩作品，亦是清丽隽秀、

充满生气。

（一）居沪期间陆抑非的海派花鸟画对其中后期艺术变法的

意义影响

居沪期间不仅专攻作品创作，在美术教育活动方面也投入了

大量的时间精力，培养了大批的美术人才，这些社会实践经验使

其在艺术界有了不小的名气和朋友，这也为 1959 年潘天寿先生邀

请陆抑非先生赴杭至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埋下

了奠基石，在这之后的陆抑非开始进一步的“兼工带写”和以书

入画，开始其变法之路，并把兼工带写和没骨与大写意之间的关

系比喻成甜与咸之间的关系，即“浙人喜咸、吴人爱甜”，简洁

明了的概括出两地的绘画风格差异。去到浙江之后，这时期坚持

书画结合的陆抑非开始吸收到吴昌硕、缶翁、八大山人等人的大

写意画风，书法也开始跌宕遒劲起来，这个时期的作品笔墨老辣

而苍润了起来。陆抑非先生的海派书画也依然延续到浙江杭州，

把海派书画精神传递给来自五湖四海的美院师生，自身的创作亦

是改弦更张，画与书一同苍劲厚实起来，其兼工带写取法诸家，

遗貌取神，画面中的简练而沉稳的骨相，以及清灵柔和而又具备

炼气的骨相，这样全面多能的表现手法和其多年从事美术教育工

作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内外因素和环境都使得陆抑非形成了兼工

带写、以墨破色中兼备形神的绘画特点，也是陆抑非区别于海上“四

大花旦”以及同时代画家的不同的个性化的艺术语言。

（二）陆抑非的绘画美学思想

中国画深受儒、道、释和宗教等美学、哲学和文学的观照、

熏陶，走出了具有中国独特魅力的也是艺术家对于客观世界的主

观表达，是上升到绘画理念和绘画观念的美学思想，也间接的确

立了一定的绘画评定标准和绘画审美。包括画论，书谱等绘画书

法理论著作，陆抑非先生作为中国花鸟画的全才，除了大量优秀

的绘画作品在全国各地展出，作品装订成册，不少精品也被国内

外各大美术馆和博物馆珍藏，包括《陆抑非行草长卷》《陆抑非

教学画稿》《陆抑非》《陆抑非绘花鸟部分》《陆抑非花鸟画辑》

等书画作品集，其绘画理论主要有《从獭祭而成到信手拈来》《纪

念盖老话三通》和《非翁画语录》详细阐述了陆抑非先生对于书

画艺术的理解和其主要的艺术思想和绘画心得体会。其中《从獭

祭而成到信手拈来》中讲述了陆抑非先生自己的学画经验，解释

了“濑祭”二字的由来，早在《礼记·王制》中提到：“濑祭鱼，

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礼记·月令》中：“孟

春之月，濑祭鱼。”说的是濑是一种捕鱼食鱼两栖动物，常将捕

到的鱼排列于岸，在古时中国人眼中，此情形像是陈列祭祀的贡品，

故称其为濑祭鱼。还有美好的祝愿，每年一到孟春月雨水节气时，

人们抓寻“贼鱼”用来祭天，祈祷年之始春能够风调雨顺，收获

的秋季便能够六畜兴旺、年谷顺成，在宋元时期的学者吴澄的《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中提到：“祭鱼，濑一名水狗也，贼鱼者也。”“祭

鱼，取鱼祭天也。”所以人们便将雨水节气一候的候应归纳为“濑

祭鱼”陆抑非先生在居沪期间，不仅为其绘画艺术生涯打下坚实

基础，也是其结交友人和名气大增的时期，不论是对后期的绘画

创作还是教学经验都是重要的铺垫。此期间的创作吸收了大量的

传统绘画的精髓，深入唐宋明清各家，并认识到“八大山人的路子”

不是学画之首选，其内在深藏哲学佛学以及儒家的理念，四大名

旦中的陆抑非最重要的绘画个性体现在其作品兼工带写却工而不

滞、艳而不俗的画风，写意继元明，工细追两宋，作品精细相间、

见工见写，具有宋代文人气质，却又超脱宋人潜在的紧张束缚感，

用没骨写草虫花卉翎毛，解决了工写统一的矛盾关系，带给观者

生趣盎然的独特体验。我们能得出结论，陆抑非先生笔下的万物

得物之神韵，造之天趣，其绘事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其继承传统、

发扬创新的艺术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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