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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评论 /

陈逸飞的“代笔”春梦!"#

! 林明杰

油画可以这样“本土化”吗？$%&'

! 马琳 稻壳儿

! ! ! !“代笔”的故事，陈逸飞健在时就早已流
传了。没想到，他去世 !"年间，这个故事还不
时有人拿出来做文章。“爆料”人又往往是陈
逸飞生前的门生故旧。或许，这也算是一种另
类的怀念吧。

陈逸飞活着的时候，“代笔”的故事都是
在私下流传。首次于大众媒体公开说事，是在
陈逸飞去世后，有海归画家在媒体上公开承
认他是陈逸飞代笔，并指出某幅陈逸飞名画
上的皮鞋之类是他画的。近年有画商声讨陈
逸飞雇代笔作画，最近又有画家在媒体报道
中承认自己是陈逸飞代笔。

我虽然过去也曾就此作过不同观点之表
达，但好像并没有什么用，爱讲这个故事的人
照样乐此不疲。我并不认为好拿这个说事的
陈逸飞门生故旧有多少恶意，我与他们中有
些人还都相识。我更觉得可能是在一些艺术
概念的认知上的不同而造成的误解———代笔
与助手的混淆。

我曾经撰文说过，作为陈逸飞的朋友（有
点像在说是胡适之的朋友），即使在我与陈逸
飞几乎每周都要相见数次并经常看他作画的
那个阶段（那时也真是闲的），我也没有见到
过他的代笔。除了唯一一次，见到如今大家纷
纷传说的陈逸飞代笔“小哑巴”在陈逸飞半成
品油画仕女衣袖口描绘花纹。因为这圈花纹
都是简单重复的，陈逸飞画了第一朵作样子
后就让小哑巴接着完成其他的。

而小哑巴也不是陈逸飞为了保密故意雇
佣不会说话的“代笔”，真实情况是，小哑巴是

陈逸飞恩师孟光去世前托付陈逸飞照顾的。
至于小哑巴与孟光的关系，陈逸飞跟我说过，
但我忘了。陈逸飞教他画画，让他帮忙做些画
室助手工作。陈逸飞曾对我说，让小哑巴以后
有一技之长也好独立谋生，也就对得起孟光
老师嘱托了。陈逸飞非常敬重孟光，孟光去世
后，他捐款设立资助青年艺术学子的基金，但
不用自己的名字，而用孟光之名。如何与小哑
巴沟通，对陈逸飞来说也是件新鲜事，他们经
常在本子上用笔交谈。不知现在这些笔谈记
录是否还在。

至于另外几位传说中的陈逸飞代笔，如
今有些是我熟识的画家朋友。当年我出于新
闻职业习惯，曾就此向陈逸飞核实，他答道，
他们想跟我学画，我就带过他们一个阶段，包
括带他们出去写生。在那个阶段，他们有人也
做过我画室助手，主要做绷画布和打底的工
作。这在国外并不稀奇，和国内画家不同，很
多著名画家都是让助手做这些事的。

陈逸飞又反问我，画家都是有自己笔性
的，这你懂，你看看这几位的笔性和我有什么
区别？能代我画吗？

至于学生在外宣称自己是其代笔，陈逸
飞并没有表示任何责备，只是说：“我也理解
他们，但愿对他们有用。”

曹可凡兄近日在其微信公号“可凡倾听”
上对陈逸飞代笔之说进行了澄清。可凡兄是
陈逸飞的生前好友，也是一个非常爱追根究
底的媒体人。他所说的，与我所见所闻的可以
相互映证。

在此转引曹可凡所述如下：
“陈逸飞早年在美国画音乐题材及之后

一些老上海题材工笔画时，的确像伦勃朗画
室那样，有助手为其做辅助工作。或许也听到
些许风言风语，千禧年前后，陈逸飞开始舍弃
过往风格，转向相对粗犷一路，以大笔触描摹
人物和风景，绘画周期大为缩短，而且更显大
气，买家反而愈加追捧，这更让逸飞信心大
增。那段时间，画家常常 #，$幅画同时开工，
因油画需层层描绘，但油彩未干又不能继续，
故几幅画一起画可节省时间，画家基本功又
扎实，作品照样大气厚实。那时，确有一聋人
助手协助工作，常在画室见他，他仅做些最基
础工作。工作之余，他也画些小画送到画廊去
卖，水平相当一般，根本无法承担“代笔”重
任。所谓代笔，就是完全假他人之手完成作
品。早期陈逸飞画音乐题材和老上海由助手
为其做辅助工作，但也绝非代笔……”

后面可凡兄指名道姓部分我就不引述
了。陈逸飞生前在背后说到同行，大多是说对
方长处，纵偶有不以为然处，所言也是极留情
面。

可凡兄对艺术是内行，他指出了此事的
关键点———助手与代笔的区别。

清代刘墉晚年无力应付求墨宝者，由姬
妾代笔，据说几可乱真（其实功力相距天壤）。
据传，落款“石庵”二字及用长脚“石庵”印者
皆代笔。这是代笔。

而助手则是帮助画家做一些辅助性的、
非创造性的、技术简单重复的工作，这样可以

让艺术家从耗时费力的简单重复琐碎操作中
解放出来，更多进行创造性的构想和技术含
量更高的操作。这完全符合艺术重在创造的
原则。就像雕塑家的作品放样翻制也是靠助
手和工人，但从来没有人会质疑不是原作。

另外所谓代笔能以假乱真的说法，也是
只能让外行信以为真寻寻开心的。纵然像张
大千这样的“作伪”高手，也做不到。传说最盛
的张大千仿石涛画作，骗过了吴湖帆等鉴定
大家法眼，即使传说是真的，那也只可能：一、
吴湖帆所长乃宋元和四王，石涛之流“野狐
禅”非其所长；二、当时资料检索不易。如今资
料查询便捷，对照石涛真迹与大千所仿，性格
迥异，不难鉴别。

那几位目前大家所知的陈逸飞“代笔”，
且不说当时艺术造诣与陈逸飞是否尚有差
距，他们的笔性也都与陈逸飞有相当差别。陈
逸飞的画皆由国际著名画廊经纪，如果这些
代笔之作能够在他们眼皮底下瞒天过海，哈
默画廊、玛尔勃洛画廊以及拍卖陈逸飞作品
的苏富比、佳士得都是瞎子了。瞎子能在国际
艺术市场混这么久还混成老大，编出这样故
事的编剧脑洞得多大。

再退一步说，如果真有这样大本事的代
笔，他更应该“忘了”陈逸飞，别总显得离开陈
逸飞就没有吸引人的话题和新闻由头似的，
而是应该好好珍惜自己的艺术才华，努力做
自己，画自己的画，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传
说，让后来的年轻人靠你说话。

!油画民族化"是种焦虑症
马琳#题为《东庄》的肖谷作品展是对这

位艺术家近期作品的一次展示和讨论，这个
昨天在上海油雕院美术馆举办的个展呈现了
肖谷长期以来对油画民族化的探索。传统绘
画在当代的转换，“油画中国画”如何发展是
这个展览要讨论的一个话题。
“油画民族化”一直是中国油画界争论不

休的问题，也是新中国油画史的一条主要发
展线索，那是一种将油画材料与中国传统绘
画题材融成一体的绘画。肖谷早期的油画受
到了“油画民族化”的影响，他的“西域组画”
系列以油画笔触来代替写意笔墨，以山水图
示替代风景写生就是这种“油画民族化”的方
法之一。%""%年之后，肖谷的绘画主题经历了
一次转折，他从对“西域”题材的关注转向对
中国文人画的关注。“东庄”成了他近十年来
持续创作的一个主题。
“油画中国化”是肖谷这次展览的引申话

题。肖谷花了十年的时间来进行这个课题研
究，并以创作和展览的方式呈现出来。这种研
究型的创作方法是笔者十分赞赏的，它不仅
能让艺术家深入思考创作问题，也有助于批
评家更好地分析艺术家创作的来龙去脉。但
对于“油画民族化”或者说“油画中国化”这种
提法，笔者一直不是十分认同，在当代艺术发
展多元化的今天，过多地强调“油画民族化”
或者说是“油画中国化”会使油画患上一种文
化身份或者说是大国身份的焦虑症。当代艺
术应该更多地关注社会问题，如果油画还属
于当代艺术的话，它在关心人类精神家园的
同时，也不能忽略对社会问题的关注。这是我
在此想与肖谷讨论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并
不要求所有的艺术家都去创作反映“中国问

题情境”的作品，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以这种
深深潜入现实生活的方式创作艺术，但是面
对许多的社会问题，如果更多的艺术家能够
选择让讨论社会问题成为艺术的关键词，不
是更好吗？

油画本姓!油"

稻壳儿#我担忧与质疑之一：在油画中国
化可能性创作实践和理论形成的背后，是否
存在企图用“中国化”的概念来“界定”油画的

文化属性，会不会在逻辑上出现一种外延阔
大而内涵不仅不大而且不清晰的困境。我的
担忧与质疑之二：是肖谷表现东庄及东庄系
列油画作品的“中国文化意味和中国艺术精
神”的文化属性。我认为这种“意味”和“精神”
的特质只能说属于中国南方文化，而不能涵
盖“中国”的大概念。事实上我们经常讲的所
谓“中国文化”是有局限性的，我认为比较完
善的提法是：华夏文化，它是宽泛的，而不应
该是某一类型的。我的担忧与质疑之三：是肖
谷的这类表现东庄及东庄系列油画作品是真
正传统意义上的油画吗？虽然在油画中国化
创作实践和思考上我们应该持有宽容的态
度，但在有着深厚传统油画概念和学理研究
上是不能模糊的。油画中国化的外在徽式与
欧洲传统油画语言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简
单糅合或折衷的关系，油画本当姓“油”。

我认为在中国油画发展的必然道路上，
中国油画的本土化是要在与自身文化的历史
性格和传统中，在艺术家的实践智慧和理论
梳理基础上，使之形成我们中国油画的特征
及体系。这需要进一步的思想的融汇、学术交
流和艺术实践，需要更加清晰、更加明朗、更
加深入的学理研究与形式面貌。虽然肖谷“十
年磨一剑”的表现东庄及东庄系列油画作品
具有高颜值的“辩识度”，但我还是有些担忧
和质疑的。这种担忧和质疑是从如何油画真
正中国化的路数上来思考的。我希望社会和
学界能以“东庄———肖谷作品展”的东庄及东
庄系列油画作品的思考，在文化与学术上生
成良性的批评。

———肖谷画展引发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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