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鸿生命>>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悲鸿生命>>

13位ISBN编号：9787020096435

10位ISBN编号：7020096433

出版时间：2013-5

出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傅宁军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悲鸿生命>>

内容概要

傅宁军所著的《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以细腻悠扬的笔触、翔实丰厚的史料再现了徐悲鸿
动人的一生。
《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中讲述了徐悲鸿的艺术生涯，解析了他的代表作品，评述了他的
绘画思想；同时，作者还向读者真实展示了徐悲鸿坎坷的情感经历，彰显了他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情
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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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寻觅先贤    你知道徐悲鸿吗？
    二十一世纪的某一天，我向身边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问起这样一个问题，人们都是不假思索地扔给
我一个自己的答案。
    徐悲鸿谁不知道，不就是画马的吗？
    哦，就是那个很早把西洋画引入中国的人吧！
    似乎不难回答，似乎又说不完全。
    于是，寻找徐悲鸿就变得很有点意思了。
    翻开最权威的辞典找吧。
一代巨匠，静静地躺在《辞海》两千二百四十七页：“徐悲鸿（一八九五一一九五三），在中国现代
美术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江苏宜兴人。
少时刻苦学画，后赴法国留学。
曾携中国近代绘画作品赴法、德、比、意及苏联展览⋯⋯”    理性、简约、凝重、冷静的事实陈述。
能在《辞海》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是一种人生辉煌，尽管无法概括这位艺术大师的一生，它们却如同
指示牌，引导人们靠近他。
    今天，人们对徐悲鸿的名字，确实并不陌生。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许多日常用品上，类似搪瓷盆、暖水瓶、饼干筒和各种器皿等，时常绘
有徐悲鸿那独具风采的马与鹰。
    我记得那时家里墙上挂着的月份牌——一天撕一张的日历本，钉于一块长方形的硬纸板，上面就是
一匹墨笔酣畅的“悲鸿马”。
    我还记得搪瓷脸盆里的图案。
天冷时我把手伸进热水里，抚摸着凹凸不平的马的“肌理”：为啥靠近看是几条黑墨块，离远点儿看
却是奔跑如风的骏马？
    没有版权意识的时代，孕育了一个时代的奇观。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悲鸿早已是家喻户晓的大众画家。
    一位熟悉中国画坛的加拿大画家说，在中国，徐悲鸿画的马使无数招贴画、明信片、邮票、刺绣工
艺品、壁毯等受到启发，并且时常得到未成熟的青年画家的摹仿。
与徐悲鸿的马一起出现的惟一的问题是，人们如此经常地看到它们，以至于人们忘记了徐悲鸿除了画
马以外，还同样能画其他的很多题材。
    去徐悲鸿纪念馆吧。
    在北京我坐上出租车，司机听我说的这个目的地，一脸茫然。
我成了个引路人，把出租车引到纪念馆门前。
司机恍然大悟，说长了见识。
    其实，专门珍藏徐悲鸿画作以及藏品的纪念馆，并不在小街小巷，就坐落在北京新街口一条主干道
上，闹中取静。
    初来徐悲鸿纪念馆的人，会惊奇地看到，在徐悲鸿塑像的背后，也就是纪念馆库房的前面，站着武
警战士。
若干年前，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专程来此参观。
将军也是位著名书法家，他仔细观看了这些丰富而罕见的藏品，连连赞叹。
当他询问纪念馆的馆藏状况时，担心地说，这么多的国宝，没有人守卫怎么行！
随后，一个排的武警官兵奉命进驻，直到今天。
春夏秋冬，日出日落，他们与徐悲鸿朝夕相伴。
    这是共和国的历史上，第一个军人站岗的艺术家个人纪念馆。
    据说，至今这里还是共和国的“惟一”。
    活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中的徐悲鸿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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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〇五年五月，我在北京东教场小学三（一）班的语文课上，看到粉笔在黑板上写出的题目《画
马》，听到学生齐声朗读这篇课文：“四十《画马》：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一生都酷爱画马，以擅长画马而闻名，徐悲鸿喜欢画马，是因为他爱马⋯⋯”    二〇〇五年新版的
全国小学三年级统编教材，将中国画坛上这位无法忘却的巨匠编入必读课本，使这段不应断裂的文化
历史重新得到连接。
经历了太多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人们似乎重新意识到文化传承对于一个民族本身的意义。
    徐悲鸿一生浩瀚而博大，似乎很难让三年级的学生完全明白。
然而，将徐悲鸿编入教材的意义不仅在于诉说一段往事，更是在讲述一种品格，一种风范。
在种植无数梦想的少年时代，让他们认识中国的一位文化巨人。
    真实的徐悲鸿是怎样的一个人？
    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令无数人心向往之。
    廖静文写过《徐悲鸿一生》，在大陆引起轰动。
    蒋碧微写过《我与徐悲鸿》，在台湾风靡一时。
    她们写出的，是属于她们自己的徐悲鸿。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该如何重新认识徐悲鸿？
为什么徐悲鸿在新中国诞生时已是一代大师，以往却总是回避徐悲鸿生存与成长的时代，以及与之交
往的民国人物？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怀念徐悲鸿，他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二〇〇四年，在徐悲鸿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前夕，我终于踏上采访之路，沿着这位艺术大师的
生命足迹，苦苦地寻觅。
    当初的想法很简单，一个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复兴，而要复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
去找寻我们文化历史上的那些先贤们。
    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一本太大的书。
徐悲鸿的生命包含了如此宽广、如此丰富的内容，几乎勾连着一部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
比如，在先生最初的人生旅途上，他的身边就已经站满了历史巨人，荟萃着一代大师。
而先生早年生活在太湖之滨的江南宜兴，一个乡村僻静之地，他何德何能，竟可以走入这样的境界？
    至于徐悲鸿与艺术、徐悲鸿与女人、徐悲鸿与这个纷纷攘攘的尘世，有着太多的话题。
一个已为人所知的徐悲鸿，一个仍鲜为人知的徐悲鸿，急需从光环或泥淖中抖搂出来。
无论徐悲鸿走得多远，成就多大，似乎他总是摆脱不了贫寒的出身、私塾的熏陶和早年经历所铸就的
执拗个性，这又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徐悲鸿站在今人的视野里，他还是那么神采飘逸，魅力十足。
一个被这么多人关注乃至议论的人，本身就有着未被遗忘的荣耀。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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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部书稿，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意外收获。
    在徐悲鸿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前夕，我有幸作为总撰稿，参加八集电视纪录片《徐悲鸿》的制作过程
。
这是第一部全面推介徐悲鸿生平的电视之作，也是徐悲鸿故乡江苏的一系列纪念工程之一。
我们几乎是白手起家，不带任何框框，也不带主观色彩，只是不停地追寻，用事实说话，用画面说话
。
等到首映式在人民大会堂开过了，片子在央视播出了，又在台湾播出了，我还沉浸其中，满脑子装着
一个个的人与事。
    其实，“苦苦寻觅”的第一步，是茫然而艰辛的。
    在此之前，我并不比一般人对徐悲鸿了解得更多。
我曾在北京街头不知所措，因为不止一次遭受冷遇，也曾在不信任的目光中怀疑自己。
    我不是美术圈里的人，与徐悲鸿家族毫不沾边，只不过有一种弘扬民族文化的热情与执着，也许执
着就是一份烛照人心的通行证。
    我与众人一样，对徐悲鸿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
    说熟悉的，只是那些有关徐悲鸿的概念与符号，纷纷扬扬，不胜枚举。
而陌生的，恰恰是一个寻访者大展身手的空白地带。
人们熟知徐悲鸿，在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因为不必再冠以任何头衔，就足以引来众多的关注。
我与友人说到徐悲鸿，他们总是发一通议论，不管是对于他的画，还是他的私生活，各有各的说法，
但没人说不知道。
似是而非的熟悉，鼓舞我拨开重重迷雾，寻找一个真实的先贤。
    于是，一个难点变成了一个起点。
    徐悲鸿并非一个圣人，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有属于他自己认知世界、解决矛盾的方式，有他我行我
素的个性。
性格即命运，他的性格成就了他的辉煌，也曾给他种下不幸的种子。
而他的伟大正是在于真实，在于他对人对事的坦诚。
    如今在世的徐悲鸿的亲人和学生，大都年逾古稀，“抢救”刻不容缓。
在这些发自肺腑的讲述面前，我用心地倾听。
每一个讲述者的记忆中保存着一个徐悲鸿。
我只是一个记录者，绝不是发明什么，而是在发现。
其实所有的一切，已经存在，或者说早已存在，只是需要我们拭去尘埃，还原真相。
    长达两个年头，我的生命在与徐悲鸿生命贴近。
    数不尽的好话，打不完的电话，马不停蹄的追踪。
随着采访的深入，线索越来越多。
几乎所有的线索，我都不放过。
一幅画、一首诗、一处景、一段已经逝去的往事、一个与他有关的人物，都可以牵动一段情愫，展开
一幕逝去的画卷。
    可以用“大海捞针”形容寻找的艰辛，有时一个线索引出另一个线索，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
然而耕耘与收获在此，是成正比的。
    在国内外的深入追寻，给我一种跨越地域、纵横往昔的大感觉，审视与发掘徐悲鸿也有了历史视角
。
确实，展现健在的这些徐悲鸿学生的故事，也是一种真实。
问题是仅仅就此止步，难以述说一个真实的徐悲鸿。
因此，我们寻找徐悲鸿，不能被这条离我们最近的路所局限，还需要去走遥远的旅途。
虽然有些当事人不在了，但可以寻找他们的后人与知情者、研究者，还有徐悲鸿一生走过的地方。
    原先模糊的文字资料与一些片断的回忆，寻访之中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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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徐悲鸿刚转身而去，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就赶到了，与之心灵对话。
    徐悲鸿生于十九世纪末，而我站在二十一世纪初。
    其间相隔一百一十多年，又跨越了三个世纪。
    这是一次举步维艰的长途跋涉。
    还记得，我们所乘坐的国际航班，一大早到达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随即驱车直奔塞纳河畔的巴黎
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那是徐悲鸿就读的法国美术名校。
八点多开始采访，档案馆、图书馆、老教室、艺术长廊、校园雕塑、大厅壁画⋯⋯巴黎的纬度高，直
到晚间十点了，天色居然还没有黑。
我们连轴转，忙得不停，头昏脑涨，经陪同的翻译提醒，我们才想起法国与中国有六小时时差，其实
当时已是中国下半夜四点钟了，难怪觉得这么疲惫。
不过，盘点现场发掘的新内容，苦与累都值啊。
    与我有过无数传真往来，而在巴黎头一次见面的旅法画家彭万墀先生，看着我与同事满头是汗，跑
前跑后，非常吃惊地说：“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印象，还是一杯茶、一支烟，你们干活卖力，跟法国人
一样，这么讲效率！
”    我们的印度之行，有许多险象环生的经历。
    走在这片土地上，时时感到的是那神秘的异乡色彩。
    徐悲鸿应泰戈尔之邀赴印度国际大学做访问学者，画出《愚公移山》等鸿篇巨作，我在着力找寻老
照片背后的往事。
赶到第二大城市加尔各答时，离印度国际大学所在的圣地尼克坦（和平乡）还有三百多公里路程，而
次天下午我们要离开加尔各答，只有连夜乘车赶到圣地尼克坦，次日上午才能将采访完成。
    当地华人朋友劝我们三思，因为社会治安不佳，出加尔各答之后会有一长段偏僻之地，路两旁都是
树丛，几乎没有人烟。
    就在我们前一天去过的印度教寺庙，发生了惊人的爆炸血案。
印度宗教纷争，我们弄不清复杂原因，危险确实就在身边。
但我们如果不是连夜赶路，明天一早就不能开始采访，一个重要的机会也就失去了。
说服了这位华人朋友，我们一行人冒着危险星夜上路，穿过那一大段黑压压的丛林，半夜到达圣地尼
克坦。
那位华人朋友说：“我不敢跟你们说，一路上都攥着一把汗，就怕哪个树丛中冲出人来！
”    圣地尼克坦更让我难忘。
半夜住进一个蚊虫飞舞的小旅店，窗户是木格的，居然不装玻璃。
早上睁开眼睛，只见墙上竟爬着一只蜥蜴！
    次日上午七点，天蒙蒙亮，印度国际大学敲钟上课，我们赶去采访，从中国学院到泰戈尔纪念馆，
再到校长办公室，感受着徐悲鸿当年在印度的情景。
我们本以为躲过了印度最热的夏季，不料赶上雨季，却也是燠热异常，酷暑未消。
这所大学除了校长室，其他地方一概不装空调，我们衣衫被汗水湿透，几乎没干过。
体格强健的摄像师中暑晕倒，我也摇摇欲坠，忙掏出藿香正气丸大口吞食，才算逃过一劫。
    这就是徐悲鸿留下足迹的红土地。
    徐悲鸿的成功并非一种偶然。
除了他与生俱来的天分与勤奋刻苦外，人生的启蒙老师父亲徐达章、不乏中西渊博学识的康有为、聘
请徐悲鸿到北大任职的蔡元培、为他争取留学名额的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在法国相识的江苏同
乡周恩来、与徐悲鸿有君子之交的李宗仁、与徐悲鸿多次通信的毛泽东，以及许多一代大师与风云人
物，都给予徐悲鸿以帮助与影响，并与之交相辉映。
    至于徐悲鸿在时代转型时期的努力与困惑，我也作了真实记录。
建立新中国到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当年极左思想的伤害，殃及无辜者甚多，包括徐悲鸿，以及对
徐悲鸿有成见的人。
而秉笔直书，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局限，也更珍惜如今开明的政治环境与学术氛围。
    描述徐悲鸿一生，不能回避一个话题，那就是他的婚姻与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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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他的一生是不完整的。
与徐悲鸿度过最后岁月的廖静文，在大风大浪有怎样的惊人之举？
而曾经勇敢私奔、与徐悲鸿共度留学时光的蒋碧微，是怎样一个女中强人？
曾经受到徐悲鸿赏识、同情、爱怜的孙多慈，又是怎样一个才女？
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如此复杂，犹如迷雾缠绕。
而蒋碧微与孙多慈都去了台湾，人们知之甚少。
    幸运的是，我不仅从历经风雨的廖静文口中，听到了徐悲鸿与她本人的情感故事，而且听到她对蒋
碧微与孙多慈平静而客观的评价。
后来采访时，我在无意中又遇到蒋碧微与孙多慈在台湾的学生与故旧，得知了她们离开大陆后的最后
归宿。
徐悲鸿的情感世界固然是私人化的领地，但是描述徐悲鸿，不能不触及，以便让后人能立体地了解徐
悲鸿。
他生命中的这三个女人，才貌出众，见地不凡，都是难得的知识女性。
本着不回避、不猎奇、不渲染、不伤害的原则，还原真相，成为我的叙述主旨。
    采访的过程就是寻觅的过程，寻觅的过程也是发现的过程。
与一个个名人打交道，自然不会一帆风顺，但我绝非慕名而来，只是因为他们曾与徐悲鸿有过这样或
那样的关联，有些名人当年并没有名呢。
一旦话匣子打开，他们就像变了一个人，还原到最本真的状态，回忆着他们所了解所感知的徐悲鸿。
散落在某个角落的细节会陡然跳将出来，惊喜在意外中不时地涌现，收获每每超出了我的预期。
    随着零零碎碎的素材的整理，我对徐悲鸿从不可触及的遥远到有血有肉的亲近，感觉要写出一个真
实的徐悲鸿，很难局限于常见的传记文学的体例。
照理说，人物的生命线与事业线并行不悖，常常同时画上句号。
而徐悲鸿的生命虽然中止，他的艺术与事业不曾画上句号，我想写出他的生前，也写出他的身后。
徐悲鸿经历三个世纪至今，身后的故事与生前的故事相比，同样跌宕起伏，同样别有滋味。
    在完成纪录片的时候，无法融入画面的内容，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
随后我有意识地深挖，使得有文学意义的线索，得以充分地展开。
然而，我也有些担心，如此真实地写作，如此坦诚地直言，能不能被出版社接受？
    欣慰的是，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二〇〇六年，经历了漫长写作与修改的这部书稿，终于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选中。
当时的约稿编辑彭沁阳、责任编辑杨渡表现出了编辑的专业素质，社领导对此书出版也给予了鼎力支
持。
报告文学评论家丁晓原的评论《行走中的历史本真书写》在《文艺报》发表。
这本书还得到了李炳银、何西来、傅溪鹏、刘茵、田珍颖等诸位文学界专家的热情鼓励。
后来，它荣获了第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
    时隔六年，二〇一二年初夏，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版此书。
有意思的是，我的这部书稿修订重版的时候，仍是同一个作家，仍在同一个出版社，没出人民文学出
版社的大门，责任编辑已经从五。
后、六。
后，变为现在接手的七〇后，而编辑思想也从纯粹的文字叙述为主，衍生为图文并重的现代出版理念
。
记得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网站上，我读到一篇关于此书的评论，写得情真意切、文采卓然，对于史实与
作品都有心得。
经查阅，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化报》。
事情总是这样有因缘，它的作者王一珂也就是现在这部书修订新版的编辑。
    也就在二〇一二年盛夏，一年四季中最热的时节，南京成为赴台湾“自由行”的又一个城市。
我和同事踏上了赴台湾的采访之路。
与前一次赴台不同，我们此次走的是“小三通”，从厦门五缘码头乘船到金门水头码头，不到一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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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四天后再从金门坐飞机到台北，也不过个把钟头。
在台北坐车经过台湾师范大学，门楣上的繁体字激活了我的记忆，徐悲鸿在中大时聘请的国画大师黄
君璧，就曾在台湾师范大学任职，而与徐悲鸿有情人未成眷属的孙多慈，也曾在这所台湾高等学府执
教美术⋯⋯    于是，我在重版修订中，增加了台湾与徐悲鸿有关的人与事。
没到过台湾的徐悲鸿，在台湾有这么多的拥趸，确实绝无仅有。
一个视艺术为生命的艺术大师，他的同事和世交在台湾，他的众多弟子在台湾，他的素不相识的崇拜
者在台湾。
可以说，徐悲鸿就活在当今的台湾，成为他的艺术生命延伸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部书初版六年来，我似乎并没有离开徐悲鸿。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持续升温，如火如荼地令人惊叹。
徐悲鸿无疑在艺术上有足够的自信，他生前就有预感，他的画作会被更多的人接受与喜爱。
然而，一生甘于清贫而执着于艺术的徐悲鸿，也许并不会想到，尽管他的画作流传在外甚少，精品更
是罕见，但只要出现就一个劲地飙升，拍卖价从几百万元到几千万元，甚至突破亿元大关，成为投资
者追捧的一大热点，也成为艺术品市场的风向标杆。
    徐悲鸿目光犀利，远远地凝视着这个他所挚爱的世界。
    当然，徐悲鸿的画作因为不可复制性，值多少钱都不为过，时常就是无价之宝。
问题在于，当人们只是留意徐悲鸿画作的价格的时候，当徐悲鸿的画作变成某些人财富的象征的时候
，我们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徐悲鸿人生与艺术，他留下的是一个穿越世纪的精神世界，是一位艺术大
师的思想、品格与追求。
    在此，我感谢廖静文馆长的画作图片授权，感谢徐悲鸿纪念馆的理解与支持，感谢接受我采访的徐
悲鸿亲属、学生、故旧与学者专家、海峡两岸帮助我的友人、与我一同完成电视片的同事。
同时，感谢无锡市委宣传部、无锡市文联、无锡广电集团、宜兴市政府、宜兴徐悲鸿纪念馆、宜兴屺
亭街道等来自徐悲鸿故乡的热情帮助。
    在书稿上一版的后记末尾，我这样写道：“徐悲鸿生命的丰富与多彩，在中国艺术家中是少有的，
我的追寻难免疏漏。
我期待着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完善。
”这绝非是客套，而是由衷之言。
这些年，不少读者在阅读后读出了书中的误差，包括时间、地点与用词的核实，辗转发到了我的邮箱
，使我受益颇丰，意外而又感动。
正是这份感动，给我以写作的动力，也给我以不竭的激励。
    二〇一一年，历时近四年、耗资二十五亿元改扩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重新耸立在天安门广场东侧
。
在博物馆西大厅的正面墙上，一幅宽三十六米、高十二米的浮雕，迎接着来自世界各地参观者的目光
。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幅场面宏阔、人物众多、意境深远的大型浮雕，出自于徐悲鸿传世油画巨作
《愚公移山》。
    徐悲鸿体现着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但愿，作者、编者和读者，我们都能成为徐悲鸿的知音。
毕竟我们文化历史的天空中，每一颗璀璨的星座都是民族的骄傲。
    二〇〇六年五月三稿于南京明故宫    二〇一二年九月修订于紫金山之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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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跋涉于画坛艺海，纠葛于缠绵情爱，献身于民族国家！
    傅宁军所著的《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完整载入徐悲鸿照片，精雅赏析徐悲鸿画作！
最完备的徐悲鸿传记，带你走入艺术大师的动人世界！
    还原徐悲鸿为人。
告诉你，他对艺术的求索，对爱情的追寻，对祖国的挚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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