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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年：闲适自得 在传统文化中修行

陈克年

安徽含山人，现供职于南京市
文联，南京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驻会），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美术
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

诗书画印作品千余幅（首）散
见诸报刊，书法先后获全国第十二
届群星奖铜奖，首届沙孟海杯书法
展全国奖，全军书法展一等奖，第
二届江苏书法奖，空军蓝天文艺创
作奖最高奖，首届林散之奖·南京
书法传媒三年展提名奖，第六届南
京市政府文艺奖，第五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佳作奖。作品入选全国第
八、九届书法篆刻作品展，第二届
全国行草书大展，全国第二届草书
艺术大展，全国第五、六、八届楹
联书法作品展，全军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优秀作品，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 70 周年全国书法篆刻展，首届
王羲之奖全国书法作品展，全国第
四届扇面书法艺术展，首届西狭颂
全国书法大展，“廉江红橙奖”全
国书法作品展，第二届平复帖杯全
国书法篆刻大展，首届鉴古开今全
军书法大展，中国精神·中国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书法作
品主题创作暨全国基层巡展。诗
书画印入展“百年西泠·湖山流韵
——西泠印社诗书画印大展”。论
文入选“当代书法创作研究暨中国
书法如何走向世界国际论坛”等。
有诗集《大明庐吟稿》《陈克年书
画艺术》多种正式出版，《中华英
才》《新华日报》等多家媒体作专
题报道和专栏介绍，曾为《扬子晚
报》撰写专栏文章，在《江南时报》
连载的专栏“图说抗疫”获得 2021
年度江苏省好新闻二等奖。

艺术主张：敬畏传统、滋养文
心、关照时代、图写自我。

大约在八年前，我写过一次陈克年，题目
叫《克年映像》。那篇文字记述了一个青年书
法家踏实好学不懈奋进的形象。相对于华而
不实或好高骛远，他身上体现了一种接地气
的难能可贵的朴实和坚劲。但我在那篇点赞
的文字里也放进了一些自认为在他前进道路
上会有帮助的带有某些批评色彩的期望。不
知是我文章的作用，还是他早已意识到，八年
来，我看到了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结
果，看到了一个勤于思考且选定方向不断前
行已然走向成熟的陈克年。这就是我这次再
写陈克年的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放在
当下社会和书画坛大背景下去审视，陈克年
的努力，似乎有着值得一说的典型意义。

首先是他的全面，诗书画印都来，且都在
相当的水平之上。这些年我们都看在眼里，
他创作、参加展览、在报纸写专栏文章、在许
多媒体发大量的诗书画印作品等，好像有意
在全面地展示和塑造自己。且不说他达到了
怎样的高度，就这样的状况，放在南京甚至更
大的地界看，也都让人刮目。按理说，诗书画
印俱佳者古来多见，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
放在当下来说，却稀罕地让我们看到一种与
正在渐渐消失的传统文脉气理的接通。中国
古代书画家特别强调诗书画或诗书画印俱
佳，这既是一种修为，也是一种要求和标准。
潜台词是，这几样功夫不到家，很难达到一定
的高度。古代和近现代书画家中，如苏东坡、
黄庭坚、赵孟頫、董其昌、徐渭、八大山人、赵
之谦、吴昌硕、齐白石、陈师曾等诗书画或诗
书画印俱佳者不胜枚举。对于书画这样的强
调，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其独
立的魅力及巨大的价值所在。这里既是一个
美学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内涵和思想意境
的问题。可不知从何时起，这样的传统在渐
渐地暗淡和消失。在现在的展览中，诗书画
印合璧的作品，或具有这种能力的书画家可
谓凤毛麟角。这难免让我们的作品少了许多
的文气，少了许多让人品味再三的地方。究
其原因，可能是在工业化、商业化主宰的时代
里，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社会和个人大
都急功近利，不愿下更多的功夫，也不愿下了
功夫却在短时间里看不到所要的效果。在这
样的思想支配下，许多人会选择经济快捷的
方式达到名利双收。尤其是书法，为展览获
奖，便派生出技术至上的观点，便将审美的标
准放在精准的模仿和过于强调视觉效果的

“展厅效应”之上。我个人认为，书法在当代
的遭际，其去文人化，去个性化，去深度化，去
原创化，可能会在根本上改变其文化的质地
与精神属性。所以，陈克年的追求，就显得很
有意义了。他的视线越过当代，对当下俗格
套路的式微和摆脱，我将此看作是一种对传
统的回归、一种自我的觉醒和精神救赎。他
对诗书画印的全面要求，就是让自己登堂入
室，回归传统、深入文化。

其次，是他的状态对我的触动。我看到，
他的努力里有这样的一种成分存在，那就是
在嘈杂的世界里穿行，寻找一种闲适自由的
心理和生存方式。魏晋时期的一些士族文人
就是如此，其呈现的一种闲适状态，体现了一
种高雅纯粹的精神情怀和文化格调。在这
里，我之所以要强调这些，是因为我非常看重
艺术家内心所含的这种质素。陈克年的诗歌
不追求晦涩难懂，内容或寄语山水花草树木、
或感慨身边人生际遇，或抒发绵绵幽古之情，
信手拈来、朴素自然、通俗练达、充满了生命
的动感与活力；他的书法不拘工整妍美，甚而
不喜一种龙飞凤舞的流畅，愈来愈呈现出一
种散漫、拙涩和逍遥自适的意态；特别值得一
说的是他的绘画。在我看来，总体说，他的画
不是专业画家画的那种，一看就知是书法家
在画画。这没什么，许多书法家画画就别有
滋味，而且，有些方面，往往专业画家欲达不
能。其原因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扬长避短。限

于绘画基本功的欠缺和创作理念的不同，不
是专业画家更重心性和思想的表达，容易言
简意赅，而不纠缠或留恋于复杂的笔墨本
身。他的画风比较独特，寥寥几笔简单明了，
似有所见，但又很难找到具体的出处。我说
的这些，主要指他近来连篇推出的人物小
画。一个人，一些景物，一首小诗，都是他的
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人物是固定贯穿的，模
样亦古是今，穿着肥胖笨重，几根线条，不同
姿态，形象憨态可掬且简明易记，事实上，经
过这么长时间的反复出现，人们已经将其记
住。毫无疑问，这个形象就是陈克年他自己
的化身，他让画中人说着自己想说的话，有点
儿世故练达、有点儿老气横秋、有点儿天真无
邪、有点儿指桑说槐、有点儿借古讽今、有点
儿书生意气、有点儿市井庸碌等等，爱憎分
明、见情见性。但林林总总都透着一股子文
人之气和弥漫开来的闲适味儿。我认为，其
笔墨的简洁逸兴，写实写意与有意无意的通
变融合，恰恰体现了中国画特有的精神要素
和隽永滋味。最近，我又看了一些陈克年的
山水小品，感到其笔墨与他简而有趣的人物
画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这些作品感性、
自我，平淡、简远、松弛，非闲适心态而不能所
为。其人物、山水及文字腔调的高度统一，让
我不得不思考着寻找一个问题：为什么他的
众多作品都强烈地打上了这样的烙印？习惯
使然，还是技术层面或审美的偏好？都有，但
我更觉得他受传统文化和古代文人的影响，
骨子里有一种逍遥不拘，甚而是叛逆的东
西。那是一种内在的力量。我们看到了他并
非依人作眼的自心为师，也读到了他自在心
境中流露的“独抒性灵”，这的确难能可贵。

□吴国平

《散翁小像》《江上》

《二赋堂即兴》

《访闲图》

《人生的牌局》

《品茗图》

《剁椒鱼头》

出卖文章为买书
3×3cm 篆刻 老挝石

曾醉太白楼
3×3cm 篆刻 青田石

曾作疫中义工
3×3cm 篆刻 青田石

白了少年头
1.5×2.5cm 篆刻 寿山石

白云苍狗
1.9×2cm 篆刻 寿山石

白发书生
2.8×3cm 篆刻 寿山石

何时共泛春溪月
3×4cm 篆刻 青田石

善待自己
3×3cm 篆刻 青田石

怀抱斯文
1.5×3.8cm 篆刻 青田石

《再写陈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