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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自己》

内容概要

作为岭南艺术大家的陈永锵，曾任广州画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等职位
，作品更被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广州市人民政府及中国美术馆等重要机
构收藏。
大家都称他为“锵哥”，连幼儿园的孩子都叫他“锵哥爷爷”。他从“锵仔”、“阿锵”，走到“陈
局”，成为今天的“锵哥”。他仍然是他！
作为艺术家，除了世俗的柴米油盐与酸甜苦辣之外，他的精神世界，应该是个什么样子？
艺术从何来？艺术的梦想怎样落地？艺术的灵魂如何获得自由？艺术家对美的迷恋一生都纠缠不清吗
？怎么画，画什么才能取得突破？绘画的最高境界是画家画自己的心智图像吗？在这本书里，作者用
思考与探索的文字，与读者一起走进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世界。
陈永锵介绍：
广东南海西樵人，1948年生于广州。1980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获文学硕士学位。
曾任广州画院院长、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等职位。
现为中国画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画学会会长的陈永锵，其作品被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人民
大会堂、中南海、广州市人民政府及中国美术馆、浙江美术馆、上海美术馆、黑龙江美术馆、陕西省
历史博物馆、广东美术馆、广州艺术博物院、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广州白云机场、广州白云国际会议
中心等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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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传记作家，是国内最早利用私人照片和生活符号记录个人历史和传播个体生命价值的民间思想
者。以本名陈文著有《吃饭长大》、《老兵照片》、《谁隐居在茂德公草堂》、《最丑的那个人》等
私人传记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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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锵哥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他直话直说，坦率让人觉得真诚又不好意思。有个学者在新书分享会
上说到：对比其他艺术家传记，这本传记独具烟火气、世俗气。我也觉得，既然要出传记，不如来点
接地气的！
2、锵哥的66年都浓缩在这一本书之中，酸甜苦辣都摊在你的面前，那么直接，那么无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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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在崇尚英雄的时代，高大常常隐藏着虚伪。面对人性的复杂，我们往往忽视了身体部分的世俗
性，把英雄拔高得不食人间烟火。”----摘自《画自己 陈永锵私人艺术史》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写这书
评的原因。书店的书架上有不少“成功学”、“传记”的书籍，告诉功利主义者“他的成功可以复制
”。我已经分不清楚这到底是社会浮躁，急于利益的因还是果，只知道这些“成功学”、“传记”都
我觉得不屑。看着里面的故事让我思考着，这“机缘巧合”，这“坚忍不拔”，简直就是那美国大片
里头“打不死”的主角，看着的是“人物传记”还是“以现实人物为原型”的虚构故事？而这书刚到
手的时候，我还是这种想法，因为工作原因，得硬着头皮在一周内看完这书。翻开扉页，第一眼看到
的就是这句话：在崇尚英雄的时代，高大常常隐藏着虚伪。面对人性的复杂，我们往往忽视了身体部
分的世俗性，把英雄拔高得不食人间烟火。这话真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忍不住地刷刷把整本书在3天
内看完了。书中的主人公陈永锵是岭南有名的画家，之前已经在工作上接触过几次，就是一个爱喝酒
、豪迈又好玩的老先生。我是不大愿意说他是老先生，在我看来他更是一个老顽童，他爱让别人称他
为“锵哥”，因此即使是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叫他“锵哥爷爷”，一声声的“锵哥”亲切地让人觉得：
每个人都是他的好朋友。锵哥爱聊天说笑说道理，喜欢和一群好友喝酒，喝完还喜欢献上一曲，有他
在的饭桌，是一定少不了欢声笑语的。67岁的他在书画艺术家中的辈分里正是好时候，正如他自己所
说：“我希望把生活里的诗意都画于画中”。这是我印象中的“锵哥”。而当看这书的时候，我脑子
里好几次都冒出“对！他就是这样说话的”的想法，还能想象出锵哥说话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感觉
看传记这样有趣的体验。虽然，正如书中最后说道“部分内容有[争议]”，过于真实而需要删掉才能
出版，但我觉得：幸好是删掉，而不是修改。的确，这书让我最喜欢之处是有着浓浓的“烟火味”、
“世俗气”，愿日后更多的传记也是如此，因为传记比其他门类更需要像人一样，真实地做自己。
2、我是很逃避读人物自传的，因为总是受不了那些脱离现实的描写。一次偶然我得到了锵哥的这本
自传。书一开头就是这样一个故事，一日，仿佛先生到一座名刹求道，路过一座先锋时，路边一位老
者给他让路。仿佛先生到了面前，也驻足，行礼表示让老者先走。老者突然发话：“想走又不走”仿
佛先生一怔，立即应道：“不想走，还在走。”老者也一愣，问：“你从哪条道上来?&quot;&quot;我
从本来那条道上来&quot;“何谓本来”？“您明明知道还问我”？捞着笑了：“我不问我还问谁？”
仿佛先生赶忙施礼：“问谁都是问自己.&quot;老者回礼，说：“走吧”。仿佛先生被收为徒我似懂非
懂的继续往下读，一口气读完之后，这次反而没有以前的厌恶感，而是一种贴近生活的真实。书的封
底写的是“一个走在自己路上的人”。书从锵仔到阿锵、陈局=到最后的锵哥，所有的描写我记住的
就只有，锵哥很真实，那种像阿甘一样的真实。一直走在自己的路上，画画的路上，那么多年不论周
围或是自身的身份如何变化，都是以画画为基本核心在做事做人。印象最深的章节是《形形色色的买
画人》，我从未想过以画作来投资，我也不清楚画作买卖市场，我会以为那是一个单纯为文人雅士而
生的艺术市场。可是并非如此简单，原来更多的商人涌入，为了买画可能会有各种各样曲线救国降低
价格的方法。就算是艺术也会食人间烟火。这时候回头去看开篇的那个故事，好像这次我读懂了我的
自己。
3、我和陈文聊起关于他写作人物传记的方法论时，他说，“事物本身是没有情感的，是因为人。单
纯一地的落叶不会让你觉得秋天的愁煞，可是一但有了物与物之间的联系你就能读到藏在事物身上的
故事。”当我《画自己》这本书时，才真切的体会到他经常说起的“引蛇出洞”、“让事实说话”、
“记录”、“审视”。阿锵为了给未来的妻子阿娟采一束杜鹃花，爬上悬崖，用被划破手指紧紧抓住
一束鲜红的杜鹃花，高高的举在头顶。因为阿锵觉得妻子就像山花一样朴实与顽强。谁说大老粗不浪
漫，这就是粗老爷们的爱情。陈文以“杜鹃花”为依托，娓娓道来，让阿锵的男子汉气质暴露在近乎
白描地陈述里。这种太写实的写作方式不太适合没故事的人，势必造成那种扁平的流水账，和无病呻
吟的抠细节。当然，文中的主角故事倒是不少，或是适逢那个年代，想安稳也不可能，在这个太计较
就活不下去的年代，被阿娟所说“真是个傻书生”的阿锵认真的折下半节竹竿当扁担，就是这么认死
理，真性情，并不是因为主角出生时的趣事（“锵”字的出处）预示了他终将不平凡的历程，而是在
那个同辈人都共同面对的社会状况中，不同的选择，不同的性情造就的人格魅力。书中写到陈永锵喜
欢喝酒，酒后写字或画画常有神来之笔，通过酒打开身体的约束，达到醉的状态，古希腊酒神狄俄尼
索斯，他走到哪，乐声、歌声、狂饮就跟到哪。人只有与自然宇宙万物融为一体时，才能感受到快乐
，这是“酒神”“狂欢”的根本含义。对于我们这些观众只能通过眼前的结果去逆推一个艺术家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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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了今天的不平凡，可是当我们细细品读这本书时读到的不再是艺术家的哪一张画，哪些技巧，而
是真的看到了陈永锵“有时到酒店吃饭，喝多了，就用毛笔在墙上直接写诗，或在点菜的结算单上直
接批示:‘买单，走人。’ 才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保留了当时的现场感，连
人物对白都是那个年代的味道，只是让事实呈现，不做情境的渲染，也不存在一个八面玲珑的解释，
回头看看往事，“真实得主人翁一时都无法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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