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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作过的几个个案研究，如倪云林、黄庭坚、杨维桢，都是一生坎坷之人。
这一次写的陈洪绶也是这种命途多舛、穷困潦倒之人。
更为可悲的是，陈洪绶身上被人泼了更多的污水，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不过是个嗜酒如命又离不开女
人的狂人。
我为学术界感到悲哀。
　　2008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已编印了一本《陈洪绶研究》，收入了许多域外人的研究文章，大多数
文章流于表层的叙述，与陈洪绶隔得很远。
之所以隔得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就画论画，此外就一无所有了。
这难道就是一个真实的陈洪绶？
而且即便就画论画，还是不知所云。
所以，我决定再写一本我所认识的陈洪绶。
　　当下学者的书画研究，都是单纯的就书画论书画，不及该书画家的其他。
像陈洪绶，他除了画以外，还有重要的《宝纶堂集》，此集中既有诗，亦有词，还有文。
此外，更有研究《周易》的《筮仪象解》。
除了文集、画，陈洪绶也还有众多的书法作品。
故不讲究其诗文书法，便不是一个真实的陈洪绶；不研究其《筮仪象解》，也就不知道他的深浅。
有个著名的研究陈洪绶的专家，在解释《陶渊明归来图》时说：“攒眉一段是写陶不信佛的故事。
”其实他不识这幅画题款中“赞扇”两字，误读为“攒眉”，故“不信佛”可说是子虚乌有。
这是不谙书法之故。
这只是小小一例。
不通书法，不通诗，就离开很远了。
以这种单一的、孤立的方法研究陈洪绶，会有什么深度的成果呢？
答案是可以想见的。
　　这使我想到高人钱钟书，他的治学方法中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打通”。
大至于通殊方异域，上下古今，小至于通一技一艺。
研究陈洪绶，至少也应该打通书学、易学、画学、诗学，从经、史、艺等学科中寻绎其精神之蜕迹，
找到其艺境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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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过的几个个案研究，如倪云林、黄庭坚、杨维桢，都是一生坎坷之人。
这一次写的陈洪绶也是这种命途多舛、穷困潦倒之人。
更为可悲的是，陈洪绶身上被人泼了更多的污水，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不过是个嗜酒如命又离不开女
人的狂人。
我为学术界感到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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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陈洪绶突破原剧本以及众多插图本的地方还体现在很多方面。
如第五图《惊梦》，表现的是梦境。
汪耕描绘此折时是这样处理的：张生卧草桥店席上，右臂枕头，梦境以一缕烟云表示。
梦境中画三个人物：张生、莺莺及孙飞虎手下。
莺莺与张生作分别状，一手被牵走。
梦境单纯，而现实场景繁复，既有床旁蹲下打盹的童子，亦有门外的马及屋外的树、石等。
陈洪绶的创造性体现在，将现实的情景放到了梦境之中。
衣衫单薄的莺莺立于店前，正受武装的孙飞虎手下盘问，草桥店周围的场景被搬到了梦境之中，使梦
境有了现实情景的真实性。
而真正的现实场景只描绘伏案而卧的张生、地席、瑶琴、案上残灯几种。
这样的处理，反倒是利用文本的文字拓展了梦境的表现手法，让人觉得比汪耕描写的更为浪漫。
　　莺莺是被深锁闺中的相国小姐，深沉、谨慎、忧郁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
她对婚姻、未来都带有天生的疑虑和忧郁，故陈洪绶的形象刻画大都是双眉下垂，目凝思，显忧郁深
思状。
即使是“窥简”时的形象，面部的神情也并不是一般研究者说的乐滋滋，而是有疑虑担心的忧郁，当
然也包括一丝喜悦。
而红娘的形象刻画则是双目上扬，抿嘴唇，显示乐观、调皮的个性。
　　其实，《张本西厢》的人物性格刻画，不限于莺莺、红娘，就是《解围》中的杜确将军及另外一
将领，也都是很有个性的。
《解围》的构图，避开了将军率军队大破贼军的大规模场面描写，只画了两位将军的出阵，身后脚下
山石小溪草树。
前一武将左手持军旗，右手指前方，身向后倾，武将头朝后似与杜确讲什么。
右侧为杜确将军，左手持节，手臂向上，右手持钺，手势亦向上，神气威武，气势豪迈。
两武将的个性跃然纸上：前一武将似报前方捷报，有胜利的英气在；而杜确显然胸有成竹，不动声色
，有大将风度。
武将的铠甲、旌旗刻画精细，甚至前一武将腰问挂的弓箭外套的花纹也一笔不苟刻出，烘托出将军指
挥若定的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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