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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传统精髓
市民读书会旨在倡导!全民阅读"#普及

大众民俗文化#提升男女老少的阅读乐趣和

阅读品位$ 多年来#戴敦邦这位一直为老百

姓和他们的英雄造像的大师级人物#传播的

正是最朴素的民俗文化$ 而他本身#也深知

俗世生活的乐趣与智慧$ 作为首期市民读书

会嘉宾#戴敦邦带来了他的%绘事感言&种瓜

拾豆录'$ 在书中#他写道&!每年吾与妻要赶

至市区的花鸟市场购买(水仙)#水仙头置于

水盆内#春节前后总会绽放累累花朵#陪伴

着度过那祥和之年$ 但当花谢过后#要将那

大蒜似的叶子弃之于垃圾桶内时总有些依

依不舍$ "生活中#他是一位性情中人#侍弄

水仙花草#邀约五六位退休好友组建!田笙"

昆曲研习会**

戴敦邦谦称自己只是一介 !手艺人"#从

不自诩为什么!大师"之类的不实名讳#也不

承认与任何流派风格有什么瓜葛# 只是力求

追随传统中华手艺精粹# 且又最具能为大众

接受的民间庶民艺术+ 他说#那才是!真正的

中华老字号"$

昨日，由新民晚
报和上海世

纪出版集团主办
的“市民读书

会”在宝山区图
书馆拉开帷幕。

在“留住记忆，走
进文化”的大主

题下，首期嘉宾
请来了中国画大

家戴敦邦和作家
沈嘉禄，为大家

讲述“戴敦邦，为
老百姓和他们

的英雄造像”的
故事。

讲座之前，本报
和戴敦邦先

生作了一场深入
对话。“我一直

把自己定位为民
间艺人，这辈子

过的也是民间艺
人的生活。”这

是戴敦邦先生对
记者说的第一

句话，我们的聊
天就从“民间艺

人”这个称呼开
始———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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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敦邦!

市民读书会首期嘉宾! ! ! ! ! ! ! !

敦煌让我上了次大学

“很多人不喜欢民间艺人这个称呼，认为
民间艺人比较俗，但雅和俗是相辅相成的，俗
中有雅，雅中有俗。我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个
民间艺人。”戴敦邦说，这一切和他小时候的
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住在弄堂里的戴敦邦
从小对民间的东西情有独钟。幼年的他，每天
放学后最大的兴趣就是去陆家浜路逛旧货
摊，家里没有的东西，旧货摊上统统都有。学
校附近的蓬莱市场也是他时常光顾的，市场
上说唱的、卖梨膏糖、耍猴的……这一切都让
戴敦邦流连忘返，也为戴敦邦后来的创作提
供了大量养料。

不可思议的是，少年戴敦邦居然对弄堂
口的棺材铺情有独钟。店里的老师傅用金漆
在棺材上描绘出各种图案，有花草、动物，还
有描绘苏武牧羊或二十四孝里的人物故事场
景。别人远远看到棺材一角就很忌讳，避之不
及，但戴敦邦却在放学后猫在店里，专心看师
傅在棺材上绘画，直到掌灯时分绘画师傅手
酸收铺，才离开。棺材铺里的绘画，戴敦邦百
看不厌，能“妙笔生花”的老师傅成了当时他
心中“最伟大的人”。

如果说童年生活只是个铺垫，那 !"#"年
的敦煌行，让戴敦邦真正爱上了“民间艺人”
的称呼。“敦煌行让我上了一次大学，中国的
民间艺人非常伟大。”那次，戴敦邦在敦煌呆
了不到半个月。当时敦煌的条件不好，戴敦邦
不可能像现在的学生拿着大画板临摹，“我们
画的都是小速写，画得非常认真，都是趴在地
上画。虽然石窟里面没有灯，但只要能看到的
东西，我都会认认真真画下来。”这些民俗瑰
宝震撼了戴敦邦，他说：“那时候的画工们都
没有留下个人的名字，但他们留下了共同的
名字———‘民间艺人’。”从那时起，戴敦邦把
自己化为了民间艺人中的一员。

回到上海后，他下定了要多画传统题材
作品的决心。戴敦邦曾在连环画中自得其乐，
他觉得，画连环画对自己的成长影响很大：
“连环画的艺术实践多，一个故事给你，怎么
分镜头，怎么调动绘画手段，必须把故事画出
来，给作者提供了大量实践机会。”

最爱画底层小市民

真正使戴敦邦在艺术上成熟的，是画中
国的古典名著，他说自己最喜欢画的是底层
小市民的生活。所以，画《水浒》是最符合他兴
趣的。“我没在古代生活过，但它跟现代的底
层生活似乎是吻合的，所以我比较有把握。”
戴敦邦很小就开始迷恋水浒了，早在上世纪
四十年代，他就曾努力省下饭钱，收集各种有

图案和画像的香烟牌子，直至集齐了一套水
浒 !$%将的香烟牌子。“文革”期间，他常捡一
些白纸的边角料，躲在墙角门后偷偷写生，画
的就是水浒。“我生活在底层，《水浒》里描写
的东西比较能引起我的共鸣。”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播出后，曾有专

家认为此剧的一大缺憾是，人物造型不够准
确。后来，央视筹拍《水浒》时，张纪中专程到
上海找到戴敦邦，希望由他来设计人物形
象。张纪中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说：“在戴先生
寒冷的画室里，我怀着将遭到拒绝的不安心
情说明来意，戴先生听罢，沉寂片刻对我说：
‘此事必由我来做，没有报酬，我都愿意。没
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我太爱这部旷世名著
了。’”接下来的一年里，戴敦邦推掉一切事
务，北京、无锡、上海三地跑，潜心创作了 %$

多幅作品。“我画的就是一幅宋朝风俗图，很
多群众角色，依照的就是小时候在各种市场
里看到的形象。”当画稿分批送到北京后，张
纪中将画稿贴在墙上，剧组成员们无不为之
叹服，戴先生准确地画出了每个人物的言行
举止，从遴选演员到服装设计和造型化妆都
以此为依据。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戴敦邦
新绘全本红楼梦》。用国画演绎《红楼梦》，这
是一件前人从未做过的事。考虑到当时戴先
生年事已高，编辑曾和他商量是否选用部分
现成的旧稿，但戴敦邦坚持统统另起炉灶，
&'$幅画全部重新来过。“当年完成英文版《红
楼梦》插图时，受制于篇幅，只能表现某些局
部，很不尽兴。”这次画《红楼梦》时，戴敦邦将
上至皇妃国公，下至贩夫走卒都画了出来。为

了准确画出各个人物的言行举止，又一次手
不释卷地阅读《红楼梦》，反复琢磨。“在我的
笔下，《红楼梦》中的人物都是一个个现实生
活中的人，我把丫头、小姐都画成小姑娘，有
的天真，有的任性，有的则多一些教养。”戴敦
邦打趣道，“至于刘姥姥这样的人物，我画起
来十分得心应手。”

在戴敦邦眼里，自己的画风实在、接地
气，他最爱画的就是草根人物，这些年，戴先
生还创作了《金瓶梅》《聊斋》《西游记》《西厢
记》《长恨歌》等 '$余部大型画册。

用一只眼睛坚持创作

&$()年 !$月恰逢辛亥革命爆发 !$$周
年，出版社请戴先生为辛亥革命百年画一组
人物群像。为了赶在正日子前交稿，戴敦邦闭
门不出，没日没夜地加班加点，反复阅读相关
资料，把历史背景、人物形象都吃透了，才下
笔。他画着画着，居然痛哭流涕，为年轻的先
烈哭。“林觉民死的时候才二十几岁，他那封
《与妻书》，写得多感人啊！”当时，戴先生的眼
睛本就已十分不好，画完这一组浸透了心血
的人物群像，他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不过戴
先生一直说：“不能把一只眼睛失明的责任推
给辛亥革命那组画，身体上的其他因素也许
也是失明的原因之一。”

戴先生画室的墙上，顶天立地地挂置着
戴先生尚未完成的巨幅画作《道德经》，画室
的中央，放着一架折叠梯，戴先生每天在梯子
上爬上爬下地画画。由于一目失明，另一只眼
睛只能看到一部分光，戴先生再也画不了小
画，但他仍坚持每天到画室创作，“我要靠手
中这支笔，从老百姓看得懂的角度，画出以前
只存在于典籍中的那个老子描述的初民社
会。”戴敦邦笑着说，“可能真的是一孔之见
了。我希望自己还能再画 !$年，画完《道德
经》。”《道德经》涉及到不少人物形象，但戴先
生也已无法再上街观察，他的办法是看报纸
上的彩图。一张张报纸，被戴敦邦一张一张压
在画上，逐一借鉴，这也成为戴先生与画室外
喧闹世界的极少联系之一。

戴先生的画室里，至今都没有安装空调，
“冬天？不冷啊！夏天？我也没觉得热啊！电扇？
不行的，会吹动画稿的！”也许投入到创作中的
戴敦邦，是完全沉浸在画作的世界中，天气的
冷暖、外界的评价、世道的浮躁，都不会走进这
间画室，他只想着，为后人留下更多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