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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　　对于黄永玉这一辈艺术家来说，他们生活和居住的房子曾经是他们
的窘境，都有一段难以叙述的难堪的历史。
黄永玉在一幅油画上记述了他与居住相关的一段历史：“一九六七年，余住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
愿也。
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
室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
”这一年，他们原有的住房被挤占，一家四口蜗居在白天也得开灯的小屋里，而这幅油画正是当时为
了给这扇“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的窗增添光和彩、景与色。
　　黄永玉以“画饼充饥”的方式，用他的艺术为自己的陋室带来了春光明媚与花团锦簇，可是，在
理想和现实之间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对于画家来说，首先是画画，而画画需要基本的空间，因此，那个年月可想而知。
他们这一代人走过了一个经济贫乏的时代，他们所遭受的一切像黑白历史照片一样，失去了生活应有
的光彩，可是他们以顽强的精神不仅是适应，而且创造了五彩的生活。
房子再小，也有笑声；房子再小，也能画画。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美术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在陋室中完成的。
但是，他们一直有一个大画室的梦想，一直憧憬有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生活空间。
　　时代给了黄永玉一个历史的机会，他把自己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并且不断生发新的梦想：从居住
的改善到建筑的想象，他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热衷于盖房子的印象。
从一个居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到一个热衷于建筑的艺术家；从夺翠楼到万荷堂再到玉氏山房，
他盖房子成瘾，用了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在北京、凤凰两地就盖了三座宅子，各具特色，各有精彩。
这几处建筑都由他亲手设计，可以说是他晚年的作品。
　　按照明代计成著名的造园著作《园)台》的“相地”说，造园的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
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他认为城中闹市不可以造园；如果要造，必须选择僻静中构筑。
因此，可以理解到黄先生选择郊野的原因。
可是，现实中的这块地又不同于《园)台》中所说的“郊野地”，实际上用城乡结合部更为恰当。
　　显然，计成对于园主的重视，是提醒人们注意园林和建筑与主人的关系，其中个性化的内容正是
园主施于其上的心力之所在，而对于艺术家来说，这些个性化的内容正像艺术家对于自己的艺术追求
一样。
黄先生对万荷堂的独特设计就是一件非常个性化的作品，首先是东西两院的设置各不相同，西院的功
能是工作与生活，建筑中规中矩；东院为休闲区，建筑则丰富变化。
而当人们走进万荷堂内部时，又可以看到更多的个性化的东西，从院中的雕塑到屋里的小摆设，从墙
上的画作到随手写的便条、告示，从他收藏的几千年前的古陶器到他亲手设计烧制的万荷堂特有的瓷
器，这些作为与主人相关而表现在园林与建筑中的时候，所谓的软件则丰富了建筑硬件，其中的内容
都透露着主人对艺术、生活、文化、历史的独特见解以及兴趣、爱好等。
　　万荷堂的精华之处在东院的荷塘。
中国古代文人治园讲求“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水乃生命之源，是一种充满灵性的物质。
园中掘一方水池，即可为庭院增添几分灵气，它就像人的眼睛，让人可以从中看出主人的精神内质。
东院的荷塘有如万荷堂的眼睛，为万荷堂增添了许多灵动的精神，而荷塘内的荷花以其四季的变化，
枯荣随日月而异：春日”鱼戏新荷动”，夏日“芙蓉散其华”，秋日“园中观采莲”，冬日“阿阁望
雪飞”。
当然，这一切都因为黄永玉先生喜画、善画荷花。
而这些他自己身边的自然范本，为他提供了直接观察的对象，也激发了他为之写照的兴趣，更重要的
是与之朝夕相处，风晴雨雪所影响到的荷的意境则是他画荷时最需要的一种启迪，也是他不断画荷所
追求的日日更新的内容。
　　与荷塘相映成趣的是周围的亭台楼阁，它所营造的氛围如同江南水乡，很容易让人们忘记身处北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永玉的万荷塘>>

地。
这里以坐北朝南的阿阁为主，前有一戏台；相对的是弘二盒，连接南北的东面是楼阁与回廊，西边的
东侧是回廊，其余的是平地，为聚会的场所，黄永玉先生的生日酒会以及其他一些大型的活动都以这
里为主场。
这里上演过他家乡的地方戏，内蒙古的民间文艺表演，还有刘诗昆的钢琴演奏，以及其他名角的演唱
。
这里来过很多名人政要，也到过乡亲故友。
这里绝大多数时间是寂静无声，只有阿阁上的风铃声随风远去，也时有欢声笑语，人声鼎沸，甚至是
礼花刺破夜空，震耳欲聋。
　　然而，这一切都与万荷堂主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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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永玉，1924年出生于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
受过小学和不完整初级中学教育。
16岁开始以绘画及木刻谋生。
曾任瓷场小工、中小学教员、家众教育馆员、剧团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及中央美术学
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自学美术、文学。
博学多识，诗书画俱佳。
出版多种画册及《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沿
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书。
《阿诗玛》为其版画代表作，设计的生肖邮票《猴》和酒鬼酒包装家喻户晓。
还画过毛主席纪念堂正厅后的背景山水画等一些重要的作品。
在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内地、香港开过画展，其美术成就曾获“中国美术金彩奖”、“意
大利总司令奖”，在海内外享誉甚高。
    1997年春节后，移居香港的黄永玉先生和好友几经选址，看中北京通州徐辛庄的几亩地。
园子于当年兴建，次年五月主体建筑竣工。
八亩万荷堂。
分东西两院。
东院是以凤凰古建筑风格为主的建筑群及一方三亩荷塘；西院是生活、工作区。
万荷堂圆满了黄先生的通州记忆，也圆满了他有一个大画室的梦想。
    本书分为“从大雅宝到万荷堂”“万荷堂的建造与发展”“黄永玉的平常生活”“万荷堂的创作”
“万荷堂的活动”等十部分。
以生动流畅的文字，大量纪实图片以及黄先生的书画作品，再现了这位“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
为艺术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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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履生，1956年生于江苏扬中市。
1982年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获学士学位，同时考入该院美术历史及理论专业研究生，1985年
毕业，获硕士学位。
在校学习期间两次获得刘海粟奖学金。
1985年分配到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调入中国画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
2004年调至中国美术馆。
现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学术一部主任、《中国美术馆》月刊常务副主编、《当代中国画》月刊主编
。
兼任南京艺术学院、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吉首大学客座教授。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汉画学会副会长，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
、理论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美术》杂志编委，中国艺术视窗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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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大雅宝到万荷堂　　从大雅宝甲二号到万荷堂乘车最多不过两小时，黄永玉却花了半辈子。
这一路上有风光旖旎的地方，有过数不清的坎坷，发生过数不清的事情，有些事直至今天还在为人们
所津津乐道，有些事却已痛苦得不愿再提。
那些无聊的事把他们最宝贵的时光给浪费了，真是可惜，让人痛心疾首。
　　1948年，黄永玉经由台湾到香港，在香港期间，他参加“人间画会”，从事木刻创作，作自由撰
稿人，任电影编剧、报社编辑，并且先后三次在香港思豪酒店举办个人画展，在艺术界已经小有名气
。
黄永玉之所以回到祖国，来到北京，一方面是他自己想回到大陆，另一方面是遵从他的表叔沈从文的
意思。
沈从文曾经多次给当时还在香港的黄永玉写信，把他看到的解放后的新气象说给表侄听，他在信中写
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军队，这么好的共产党，如果我早知道的话，共产党里面就会多一个
很好的随军记者。
你应该赶快回来，值得为之献身。
”沈从文的这些话不仅影响了黄永玉，而且也与黄永玉的作为正好联系在一起。
1949年，他参加了港九慰问解放军的”劳军画展”，创作了木刻《劳军图》。
　　1953年，黄永玉满怀——腔报国热情，携妻子带着才七个月大的黑蛮由香港来到北京，在当时徐
悲鸿任院长的中央美术学院任教。
到北京之后，黄永玉先住在表叔沈从文的家里，随后搬进了中央美术学院在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宿舍
。
于是，大雅宝甲二号的同人们又多了一位艺术上的同路人，而小孩子们则迎来了他们敬重的孩子王。
　　当时，大雅宝甲二号里面住的大多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他们都是艺术界的精英，像李苦禅、
李可染、张仃等，在20世纪中后期的中国艺术界都有着重大的影响。
关于这段往事，黄永玉把他的记忆写在了他《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这篇散文里。
虽然这是为了纪念李可染先生而写，不过里面却有许多李可染之外的人和事。
文中这样记叙黄永玉刚到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情景：　　第一个到新家来探望我们的就是可染夫妇。
　　一群孩子——二三十个大小不同的脸孔扒在窗口参观这次的探望。
他们知道，有一个从香港搬来的小家庭从今天起将和他们共享以后的几十年的命运。
　　可染夫妇给我的印象那么好！
　　“欢迎你们来，太好了！
太好了！
没有想到两位这么年轻！
太好了！
太好了！
刚来，有什么缺的，先拿我们的用用！
——你们广东人，北京话讲得那，么好！
”　　我说：“她是广东人，我是湖南人。
”　　“好！
好！
 我们生告辞了，以后大家在一起住了。
” 接着是张仃夫妇，带着他们的四个喽罗。
　　以后的日子，我跟他们两家的生活几乎是分不开的。
新的生活，多亏了张仃夫人陈布文的才旨引和照顾。
　　李可染早年求学于林风眠先生的西湖艺专，后经徐悲鸿先生引荐拜齐白石为师，执弟子礼恭敬地
侍奉老师生命的最后十年。
黄永玉第一次拜见齐白石，就是跟着李可染一起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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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黄二人都是湖南人，一个湘潭人，一个凤凰人，所，以，李可染在给老师介绍黄永玉的时候特别
说了他们的同乡关系。
然后就有了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
　　“啊！
熊凤凰熊希龄你见过了？
”老人问。
　　“我没能见到；家祖是他的亲戚，帮他在北京和芷江管过一些事，家父年轻时候在北京熊家住过
一段时间。
”　　“见过毛夫人？
”　　“没有。
”　　“嗯！
去过湘潭？
”　　“真抱歉，我离开家乡时年纪很小，湖南本省走的地方反而很少。
”　　“歉么子？
我也没有去过凤凰县城！
” 大家笑起来，老人也微微翘了翘嘴，自得这小小的“反扣”。
　　湖南人的狡黠从白石老人微微翘了翘的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后来，黄永玉又跟着李可染两次拜见白石老人，并且为白石老人刻了一幅木刻像，并带着这幅木刻像
去请教白石老人。
齐白石看到黄永玉为他刻的画像之后，非常高兴，在上面题了字：齐白石像，永玉刻又请白石老人加
题，年九十四矣。
据传闻，当时白石老人想写永玉兄刻，一个“兄”字就可以看出一位前辈对后辈的欣赏之情，不过这
个“兄”字让年轻的黄永玉感到非常惶恐，不敢担待，最后在黄永玉等人的推辞劝说之下才没有加上
“兄”字。
但这件事对黄永玉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黄永玉曾说过：“大雅宝胡同甲二号，不是一个画派，是一圈人，一圈老老小小有意思的生活。
老的凋谢，小的成长，遍布全球，见了面，免不了会说“我们大雅宝’如何如何⋯⋯”在这个院子里
，黄永玉是一个焦点人物，在大人们当中，他的热情、真诚，勤奋和一手好手艺赢得了比他老的老头
们对他的喜爱和尊敬；在孩子们眼里，性情极好而又童心未泯的黄叔叔就是他们的孩子王，得到了他
们的一致拥戴。
　　在他的《大雅宝胡同甲二号安魂祭》中，把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里的每一个人都介绍了一遍，娓娓
道来。
热情的李苦禅先生，是白石老人门下的重要弟子之一，一位写意名家，当时却被分到中央美院的陶瓷
科，跟王青芳先生一起画陶瓷花瓶，真是可惜了他的一身好手艺。
他喜欢喝酒，若是在喝酒的时候碰见黄永玉下班回来，必定打招呼，然后得意地告诉别人：“这位是
黄永玉先生，咱们中央美术学院最年轻的老师，咱们党从香港请来的。
”热情得让黄永玉连说几句自谦的话的机会都没有。
　　这些故事讲得让人怀念、让人留恋、让人羡慕，让人感叹未能身处其中。
李可染、张仃、李苦禅、董希文、彦涵、祝大年⋯⋯这些在20世纪中国美术界有着很高地位的人怎么
都集中在一起了呢？
是巧合，还是缘分？
也许是缘分吧。
黄永玉曾说过他运气好，此话也不是他过谦之言，不然他怎么会跟这些好老头住在一个院子里，与他
们结下了如此深厚的情谊呢？
　　张朗朗的《大雅宝旧事》有这样一段记叙“黄先生搬来的时候，我们基本没什么反应。
一来，看着面生，我们以为只不过就是来了个青年教员吧：第二。
他们家没有和我们一样大的孩子，只有一个黄黑蛮，还是个小不点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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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感觉平淡。
当沙贝跑来告诉我，这位黄叔叔是从香港来的，这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过去张光宇伯伯带着张临春就是从香港回来的，《木偶奇遇记》的原装画册就是他们从香港带回来的
。
可见那是一个洋地方。
我首先关心的是：他们家有没有我心爱的卡通画册？
还有没有令我们大为兴奋的这类宝贝？
后来事实证明，他果然有，还不是一件两件，一件又一件，件件都精彩。
黄永玉搬到我们院儿的时候，才二十八岁。
那时候李可染先生也才四十五岁，董希文先生那年也才三十八岁，我爸才三十五岁，虽然李苦禅先生
是全院儿年岁最大的画家，已经五十三岁了，可是今天来看，都这么年轻啊。
他们真是赶上好时候了。
大雅宝的这个院儿。
真是个艺术大磁铁，各种年龄的各路豪杰都被吸引到一起来了。
”　　在那个普通的院子里，黄永玉和比他老的老头们之间的友情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与院里的孩子
们的交往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天真和对孩子们的关心、爱护。
正是因为这些，他毫不费力就把他们全数收编。
张朗朗回忆道：　　“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开办大雅宝的少年墙报。
怎么才能镇黄叔叔一把？
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画漫画。
因为这活儿干得最快，再说。
我们过去就爱练习画些漫画小人儿。
　　“于是我们集中在沙贝家里，一起认认真真地创作漫画，跟真事似的。
现在还记得，我画的是《人造地震》，画面上是两个小孩在房上，屋子里的电灯泡来回晃悠。
这是我们院子常有的事儿，我们这个院儿比不上斗鸡坑那个院儿，就是没有自己的枣树。
可是隔壁的二号，也有两棵枣树，它们的枝叶正好都覆盖在我们院儿的西房上。
每当枣儿一熟。
我们院儿的土匪就纷纷上房，于是接二连三、上蹿下跳，而各家的老太太们就不断地大呼小叫了，一
来是屋里房梁不断掉土。
二来是个白摔了孩子。
　　“她们都愿意给孩子们买枣儿吃，真怕他们上房。
可是对我们来说似乎买的枣儿永远比不上偷来的枣儿好吃。
大雅宝的孩子上房，成了各家头疼的问题，于是我就画了这么一张。
沙贝画了一张《中院儿在庆祝什么？
》，画面上是中院儿的晾衣服绳子横拉竖扯，挂满了五颜六色的衣服，好像是彩旗飘飘，似乎在庆祝
节日。
　　“其他的孩子也画了一些，主要是我和沙贝一手策划，最后终于凑满了一版，我们就仔细粘贴在
用几张报纸拼起来的衬纸上。
趁大人都在睡午觉的时候，我和沙贝、沙雷一起把这第一期墙报，悬挂在走廊的墙壁上。
然后我们藏在沙贝家里，像侦察兵一样，仔细观察路过的大人如何反应。
每当一个大人从这里经过，我们就紧张得喘不过气来，趴在窗户上听他的脚步是否慢了下来，是否停
下来看看，再听他有什么反应，有什么话讲。
当然我们真正等待的就是黄叔叔一个人。
我们院儿住的人这么多，当然不断有人匆匆而过，有的人根本没注意到我们的墙报，但那毕竟是少数
，多数人都停下来看看，嘴里还嘟囔着：哎，学生们自己办墙报了？
谁组织的？
没听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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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都是这么一类反应。
难怪，谁让他们是大人呢，谁让他们是教授呢。
等黄叔叔路过的时候，我们自然格外紧张。
我和沙贝哥儿俩都忍不住了，悄悄跑到院儿里，从墙角那里偷看黄叔叔的表情。
他路过墙报的时候，一眼看见了我们的墙报，当时就停了下来，叼着烟斗仔细看我们的墙报。
突然他哈哈大笑，声音特大，在中院儿走廊里来回共鸣，笑得地动山摇。
别看他个子不高，笑声真是气冲云霄。
”（《大雅宝旧事》）　　这些孩子还不知道，这位从香港来的黄叔叔是漫画出身，因此，他的手艺
一亮相，孩子们自然是俯首称臣。
当然，回忆大雅宝甲二号的往事，给我们展现的黄永玉刚来北京的生活和居住的环境，不仅是了解这
一代艺术家当时的生活和居住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反映到这一代中国人的身上，对他们事业
的影响。
而这些影响之中，也潜藏着黄永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无疑，与他后来构建万荷堂也有着方方面面的
联系。
　　黄永玉先生从1953年居住在大雅宝甲二号开始，几经搬迁，每次搬迁都有许多故事。
在搬出大雅宝胡同后，黄永玉一家曾搬到中央美院后面的学校宿舍，之后就搬进了在北京新火车站附
近的罐儿胡同里的家。
因为住在罐儿胡同，所以，他将其住所名为“罐斋”，顾名思义，一定是问狭小而又昏暗的房子。
可是，罐斋离他的好友许麟庐的家”竹箫斋“很近，黄先生可以穿着拖鞋，端着壶茶走到竹箫斋看望
好友。
　　在罐儿胡同时，黄先生度过了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
　　1971年，黄永玉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北京，参加由周恩来总理提议的为北京饭店创　　作作品的工
作。
一天，黄永玉又去竹箫斋闲坐，许麟庐拿出一本册页，说是南京宋文治的，希望黄永玉也在上面画一
幅画。
在许麟庐的建议下，他画了一只猫头鹰。
题上“文治同志惠存”几个字。
这本来是文人之间唱和之作，没有想到后来竟引发了一场令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政治风波。
不久，黄永玉和吴冠中、祝大年、袁运甫四人奉命去长江一带写生，为创作大型壁画《长江万里图》
搜集素材。
等他们到了重庆的时候，听说北京开了个”黑画展”，其中有一幅猫头鹰。
很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当时黄永玉也没在意，想着画一只猫头鹰算什么，自己也曾画过。
回到北京之后，他才知道“黑画展”中的猫头鹰就是他画的。
　　接下来的就是被隔离审查，其间不断有人找他谈话，要他交代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的问题
。
在那段处境困难的日子里，他的妻子梅溪也因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病倒了，就医也不见好转。
黄永玉心急如焚，又灵机一动，在墙上画了一扇两米多宽的大帘子，窗外是绚丽的花草，还有明亮的
太阳。
他的这个帘子，后来被装成画框，成为这一时期内的一件重要的作品。
因为它的出现，使“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的罐斋充满了温馨，而梅溪
的病也慢慢地好了起来。
　　在他被批斗的时候，他碰到一个熟人，也在被批斗，处境相同。
他对黄永玉说：“我现在还不如死了好。
”黄先生劝他一定要熬过去，熬过去就好了。
熬过去就是他当时的一个最简单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这种状况不会持续太久，这种力量肯定要灭亡。
就这样。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黄永玉的万荷塘>>

对他的批斗持续了一两个月。
有一天不开会了，第二天也不开了，第三天也不开了。
然后，外面就传闻毛泽东主席为猫头鹰等所谓的“黑画”说了话了。
　　后来，香港的报纸对这件事有着精到的评述——子弹从黄永玉身上打过去，打到周恩来的身上。
因为当时为北京饭店进行美术创作的一批画家是周总理安排的，在”四人帮”的眼里，为北京饭店画
画的都是黑画家，都是画黑画。
可是，有理说不清的事，黄永玉的猫头鹰并非为北京饭店而画，所以。
在”黑画展”上，原画中所题的“文治同志惠存”几个字也被人用纸条遮住。
每每谈到这里，黄先生都会用“无耻“来形容。
　　凤凰人天性中富有的浪漫主义的乐观精神使得黄永玉从容去面对社会对他的不公正待遇，谈到那
些往事，他经常会引用塞林格尔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一句话“聪明的人为了真理屈辱地活着，
蠢人才为真理牺牲了自己。
”　　“文革“之后，像身心的解放一样，黄永玉的居所也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改善，搬到了三里河南
沙沟的”部长楼”，跟大学问家钱钟书做了邻居。
在黄先生的眼中，钱钟书一家是一个忙碌的家庭，不是忙别的，而是忙着做学问。
虽然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相互也都认识，黄永玉却不像住在罐儿胡同那样，经常到许麟庐的竹箫斋去
闲坐，他很少去钱钟书家串门，因为他不忍心去打扰那位深居简出的老人。
　　钱先生逝世后，他写了一边文章来纪念他。
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黄先生对钱先生的学问、人品的敬重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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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荷堂内有荷塘一片，春日“鱼戏新荷动”，夏日“芙蓉散其华”，秋日“园中观采莲”，冬日
“阿阁望雪飞”。
自此万荷堂主人感受芙蓉，是不出户，与荷同枕共眠。
　　——陈履生《荷·万荷堂·万荷堂主人》　　乙卯年夏，圆明园旧址见新开荷塘百十亩，多植白
莲，茎高七八尺，余尝于荷荫中写记其神气，异未得也。
　　——黄永玉题《香荷图》（1975年）　　敝同乡道州人周郭颐先生有爱莲之说，其名句“出淤泥
而染”为千百年士人传颂。
画人骚客并以之作诗为画以表郁苍之气，视为同道。
夫淤泥者，渗水之土地也；土地者，万物赖以生存之根源也。
希腊哲人称其为地母，极得其深义焉。
周夫子以一角之趣捕童稚之见，置哺育关系于不，何其迂朽著是耶！
　　——黄永玉　题《爱莲说辩》（2003年）　　本书分为“从大雅宝到万荷堂”“万荷堂的建造与
发展”“黄永玉的平常生活”“万荷堂的创作”“万荷堂的活动”等十部分。
以生动流畅的文字，大量纪实图片以及黄先生的书画作品，再现了这位“住在自己作品里的艺术家”
为艺术的人生。
 本书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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