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陈佩秋近影

!"岁的上海书画大家陈佩秋，刚刚获
得了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的终身成就
奖。来到陈老家，电视台的导演正在和陈老
说颁奖晚会的事，只听陈老说：“我没什么
贡献，没想到得大奖。”

画画离不开写生和临摹

老人很健谈，对以前的事记得很清楚。
记者问：“你是怎么学画的？您从小对书画
就有兴趣吗？”

陈老答：“不是的。我自小数理化成绩
很好，志愿是学理工科。我的哥哥是钢铁
专家，从前在中学的时候，我的数学比他
好。但父亲比较封建，他说女孩学什么科
技，学学经济在银行做做会计，很好的了。
就给我改到西南联大经济系，我不要读经
济。那时候，张大千、傅抱石、李可染、黄君
璧等不少画家都来昆明办画展。可以说，
抗战时期的昆明，云集了很多优秀的艺术
家。我经常去看画展，看得多了，便去重庆
考国立艺专。”
“#!$%年，抗日战争胜利，#!$& 年，学

校迁回杭州。那时候，国立艺专可谓名家如
云。当时潘天寿、郑午昌、黄宾虹等大师，都
做过我的老师，让我受益匪浅。”
“我学画那时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临摹、写生。好像对别的东西都不感兴
趣。记得当时恩师郑午昌先生带来许多明
清的印刷品和照片让我临摹。清六家、明四
家，能找到图册的我都临。山水从清、明、元
开始上溯两宋，几乎每个朝代都临过。&年
里，前后大概共临摹了近百幅作品。当时高
年级班的同学都创作两三年了，他们中的
一些人就嘲笑我，这个人没本事，高年级了
仍是整天临画。”

由临摹，陈老又说到了写生：“我在学
校里呆了七年，本来我读三年就可以毕业，
但我在学校呆了七年，七年里面的重点我
大都是临画、写生。宋画最好的山水画、花
鸟画，都是写生的，所以我临画的时候，我
同时也写生。那时候，我在西湖边上写生，
画攀藤蔷薇，花爬在那个墙上一直可以爬
到屋顶那么长的，我就弄三卷纸，就是卷起
来，从下面画起来，慢慢画到高处，这个方
法很笨的。

从前外出写生，怎么带毛笔呢，我拿一
支那么长的毛笔，上面切掉，装在一个铁皮
香烟盒子里，我有两管眼药水瓶子，塑料
的，我就一管子吸墨，一管子吸水，弄了两
个瓶盖做小碟子，一个是稍大的，画时挤一
点水在上面，写生时舔笔用；一个是小的，
画时挤一点墨供写生时用，正好一个香烟
盒。

为了画鸟，我还在我的阳台上养了很
多鸟。上世纪 %'年代初在上海火车站北
站那个地方，农民就在附近的街上卖抓来
的鸟，各式各样的鸟。我们去买，有时候就
买多一些，因为起初买两三个要养死的。
我那个阳台很大，在屋顶上。那些个鸟就
分开放在小笼子里。后来我晓得了五马路
上专门有各种鸟市，鸟市上的鸟是从不睁
眼睛的小鸟养起，自己养大的，这种鸟不
乱跑，不像我之前买的鸟，一撞撞死好多
个。”

讲到这里，陈老感叹：“现在一些画家，
过于依赖现代设备，喜欢用照相机和手机
先把景物拍下来，看什么都匆匆忙忙。对画
家而言，深入生活如果仅仅是浮光掠影，那
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对实景写生。身边的
一草一木，皆可入画，只要你有这个心思和
毅力。”

为!"#$会议写请柬

陈老的画，早年曾以山水为起点，上世
纪 %'年代后专攻花鸟，画风浓丽秀美，格
调委婉含蓄。!'年代她探索细笔青绿山水，
吸收西画光、色的表现技巧，别开生面，她
晚年的青绿山水大多用彩墨写成，也开创
了彩墨结合的中国画新风。

讲起陈老画画，近来人们津津乐道的
是陈老为今年的 ()*+会议写请柬和画画
的事。今年的 ()*+会议上，"'个成员经济
体的领导人，都会收到东道主中国发来的
一张请柬，这张米黄缎面、云锦图案的请
柬，正面以行楷体书写的“请柬”二字，就是
出自陈老之手。
每年，陈老都会在昆明度过夏天，这里

远离上海的酷热，关键是这里也是她的故
乡。今年，当陈老从昆明避暑回来之后，立
刻就接到了为 ()*+ 会议创作书画的任
务。

在 ()*+会议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会
场，挂上了古色古香的骨瓷宫灯。支撑宫灯
的骨架用骨瓷制成，外面通过先进工艺将
陈老的国画制成厚度仅 ',-毫米的骨瓷片，
再通过高温贴制等手段贴到骨瓷坯上，让
画与瓷浑然一体，而内部，用中国传统的榫
卯结构将节能的 .*/光源安置在内。陈老
的两幅作品，一幅是描绘在摇曳的竹叶中
穿梭的小鸟，背景则是山石；另外一幅则是
非常具有陈老典型风格的青绿山水画。陈
老说：“一听到要为 ()*+会议创作书画，
我一下子兴奋起来，这次骨瓷宫灯上的两
幅作品，是我花了五天五夜画的。”

提起为 ()*+ 会议书写“请柬”，陈老
说：“我原来也为一些个人写过请柬，但是

为大型的活动来书写，还是第一次。我是在
差不多十月底的时候，被告知要写请柬，当
时为了写好请柬二字，我尝试了不少字体，
先是写篆书，觉得不好，又写隶书，也不满
意，最后写了行书，这样反复写了十多遍，
挑选出一些满意的作品交给有关部门选
择。”

梳理宋画鉴真伪

儿媳沐兰介绍说，现在陈老身体不错，
就是有点痛风，手腕关节疼痛，画画受了一
点影响，所以主要是写字。还有就是看画，
陈老常常凌晨时分仍举着放大镜在宋元画
家的画册上忘我地做着批注。

陈老说：“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宋画全集》我看了下，他们做了件大好
事，连国外收藏的很多都一起印出来，清楚
极了。可是，书里所刊中外博物馆藏品，有
些存在真伪问题。前不久，我牵头成立了截
玉轩古书画研究社，就是致力于古画鉴定。
我由衷地盼望，有越来越多的人才能致力
于古画鉴定的事业，一起努力尽快将一些
经典藏品的真伪研究清楚。

我觉得，现在是学理论、学绘画史论的
不晓得作画的方法，这是另外一种知识，我
们自己画画的人再去搞鉴定是搞得非常清
楚。最根本的就是，要看画、要看笔法，光看
绢底没法完全确定，说绢的破损度就是那
个年代的，那还有同期做假的呢0 现在就应
该是每个博物馆里的人合起来，把《宋画全
集》真伪的问题统统搞清楚。我说现在是搞
鉴定工作条件最好的时候，用不着到库房
里调原件看，现在印刷、照相技术高明，科
技条件好，它印出来的版本很清晰，局部都
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说现在就可以搞，

而且就从几大博物馆书画部的几个人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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