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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阳开泰》   陈敬友  纸本设色  68cm×136cm

陈敬友，原名陈晶友，1967 年生于黑龙江省，毕业于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院，曾深造于中国国家画院于文江

工作室。现为黑龙江大学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民进中央开明画院理事，

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理事。

其作品《清露》，入选首届全国现代工笔画大展 ；《云

淡风清》，入选全国第二届中国画人物画展；《雪鹅图》、《秋

意》，入选第四、六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精品展 ；《花鸟

系列》，入选全国第六届工笔画大展 ；《雪韵》，入选全国第

七届体育美术作品展 ；《惊雨》，在庆祝建国 55 周年全国青

年庆国庆美术作品展中获银奖 ；《秋葵》，在 2006 年全国中

国画大展中获优秀奖。

出版有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作品集——陈敬友》、《当

代唯美新势力——陈敬友写意花鸟精品集》、《墨品——陈

敬友花鸟画精品集》、《以画焕彩——中国当代书画名家陈

敬友》等多部专著，另有多幅作品被国内多家美术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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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神

仙人、妖魔鬼怪、魑魅魍魉等，身

份互为交织，性格、职能等也互相

置换，而且大多是由真人幻化而成。

他们代表了人间的各种人物形貌与

性格，做着与人极为相同的事情。

人们在想象中，把他们的各种生活

景象、人物关系、行为模式等给以

演化，最后都终结于人类自身——

人们制造了另一个与自身世界平行

的虚幻空间。钟馗的形象，就是这

样一种牵强附会出的形象，是一种

充满矛盾心理的复合体。

最早记载钟馗的，是《全唐诗》

收录的唐明皇时的一位宰相张说

的诗《谢赐钟馗及历日表》，其中

有感谢皇上赐给自己钟馗像的事 ：

“中使至，奉宣圣旨，赐画钟馗以

及新历日轴……屏祛群厉，绩神像

以无邪。”他的依据，应该是《历

代神仙通鉴》中的记载 ：唐武德年

间，少时即才华出众的陕西终南人

钟馗赴京城应试，却因相貌丑陋而

落选，于是气愤地撞殿阶而死。先

帝知道后，赐以红官袍安葬。相传

到了天宝年间，唐明皇李隆基在临

潼骊山讲武后，偶患脾病，久治不

愈。一晚梦见了一大一小两个鬼，

大鬼为一相貌奇伟的大汉，他捉住

那小鬼，剜出其眼珠后把其吃掉，

大汉说自己便是“殿试不中进士的

钟馗”。皇帝一梦醒来，病即痊愈。

于是，命画家吴道子将梦中钟馗捉

鬼情景作成一幅画，悬挂于宫中以

避邪镇妖。宋代《醉翁谈录》也有

记载 ：除夜，旧传唐明皇是夕梦鬼

物，名曰钟馗，即觉。命工绘画之。

至今人家图其形，贴于门壁。其后，

钟馗逐渐成为中国著名的汉族民间

神之一，后来被道教纳入神仙体系，

尊钟馗为门神，封为祛鬼逐恶的判

官。他的主要职能是捉鬼。除了捉

鬼之外，有关钟馗的故事还有很多，

比如“钟馗嫁妹”等，也是“驱魅

嫁魅”之讹。在汉族民间，人们用

他的形象制作成各种艺术品，放置

在住宅里或大门口，希望驱逐邪恶，

获得平安。另外还有无数关于他的

文艺作品，包括戏剧、小说等。

后人渐渐把这一形象给以了

“合理化”，并考订出许多“依据”。

如《唐逸史》说 ：“臣终南山进士

钟馗也”。宋代《事物纪源》有“钟

馗者，终南进士也”。明万历年教

坊编演的杂剧剧目《庆丰年五鬼闹

钟馗杂剧》，楔子里有交代说 ：钟

馗是终南山人氏。明人凌元翰《题

颜辉鬼猎图》：“终南进士乃好武，

野魅山精皆部伍。搜田也欲从四时，

作声恍如聆一鼓……”；清代李方

膺《避世钟馗图 》：“自向终南避

世深，山魈木客接知音。群憎我面

非人面，未必他心是我心”；郑板

桥《题黄慎钟馗酌妹图》：“五日终

南进士家，深杯巨盎醉生涯。笑他

未嫁婵娟妹，已解宜男是好花”；

近人齐白石《摇扇钟馗》：“乌纱破

帽大红袍，举步安闲扇慢摇。人笑

终南钟进士，鬼符文章价谁高”；

汉族民间话本小说烟霞散人的《斩

鬼传》：“话说唐朝终南山有一秀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