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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以作者多年精心收藏的近现代六十多位名人的手札、书法
，绘画等墨迹为依托，按名人的出生年月先后排序，以独特的视角诠释了这些名人的卓然才情和心路
历程，从另一个侧面再现了中国近现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所录的许多名人本身就是著名书法家、艺术家或作家，其书札、手迹笔墨隽
秀，如行云流水，极具书卷气，这些艺术精品不仅补白了历史。
也忠实地记录了这些大家的学养、建树和浩然之气。
《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史料丰富、引人入胜，既可供相关研究者参考，也可供具中
等文化程度以上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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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勇，东北师范大学博士。
出版有专著《中国城市建设管理》。
余暇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名人手札的研究，有多篇文章发表于《中国美术》、《中国书画报》、《书法
报》、《青年文学》、《书法导报》等。
闫巍，汉语言文学学士、东北师范大学研究生。
有多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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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关山月写这封信的年代已无从考证，但从信的内容上看：“来信收到了，谢谢你送给
我的印章”、“便中请来聊天”等语，可以看出关、李二人是相熟的朋友。
李庚是著名的作家，是《中国新文艺大系》副总编，这部大系中肯定要有“岭南画派”的章节，因此
，他与关山月的书信联系是必然的，而且关山月在信中有“顺叩”、“著安”的问候，也许指的就是
李庚彼时在编著的《中国新文艺大系》。
信中提及的“新波”即美术家黄新波。
综观关山月的书法，可以说是典型的画家书法。
笔力遒劲，字形俊秀，古拙中见高雅，自辟门径，独树一帜。
关山月在任小学教师时，其绘画才能被“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之一高剑父发现，遂被吸收进春睡画院
学画。
1939年，其画作《渔民之劫》参加了苏联中国美术展。
1940年，他首次在澳门、香港和湛江举办了个人画展。
1948年，又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地举办了关山月西南、西北及南洋写生画展，并出版《关山月纪游
画集》。
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在日本、澳大利亚举办画展，1991年，捐资中国美协设立“关山月中国画教学
创作基金”，捐赠作品成立了深圳“关山月美术馆”。
关山月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秉承岭南画派“折中中西，融贯古今”的精神，具有鲜明的时
代感和写实性，以山水画和画梅见长。
他的艺术风格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20世纪30代末至40年代末。
这个时期他足迹遍布桂、黔、云、川、甘、青、陕等地，并在敦煌石窟临摹过壁画，而后又赴新、马
、泰写生，其作品视野开阔、时代风貌强烈、生活气息浓，作品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强调写实性，
注重形体刻画，吸收了西方绘画中的构图法和明暗技巧，虽仍以水墨为主，但在描绘场景时采用焦点
透视的手法，而不是传统国画的散点透视，现实感强烈。
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拾薪》、《侵略者的下场》、《嘉陵江码头》、《岷江之秋》、《黄河冰
封》及《祁连放牧》等；第二时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
这个时期关山月以饱满的革命热情，用画作描绘新中国的景象。
这时的作品立意高远，而且理论修养深厚，格调高雅，作品仍然有很强的写实性，充满浓厚的生活气
息和地区色彩，同时加强了笔墨的表现力。
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江山如此多娇》《疾风知劲草》《春到雁门》《俏不争春》《天山牧歌》
等；第三时期，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
“文革”结束后，关山月重新开始了创作。
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他仍创作不断，达到了新的水平。
这个时期的作品在保持写实性的同时，也加入了笔墨、意境等传统中国画的成分。
笔触更为老辣奔放，构图更为简洁，画面更为丰富、含蓄。
从对“形”的关注升华为对“神”的关注，注重笔墨意趣。
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巨榕红棉赞》、《乡土情》、《榕荫曲》、《天香赞》、《碧浪涌南天》
、《轻舟已过万重山》、《岭南春色》、《香港回归梅报春》等，成为当代“岭南画派”的代表作。
有人评价说：关山月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成就超越了他的恩师高剑父，并与黎雄才、赵少昂、杨善深一
起被誉为当代“岭南画派”的“四大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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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李勇、闫巍所著的这本《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有信札、有书画、有稿本、有文论
，既是名人墨痕的展阅，也是凡人心迹的解读；既是对传统文化生活的感怀，也是多元人文背景下的
心路探寻。
　　——文洁若(翻译家、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萧乾先生夫人)李勇、闫巍所著的这本书，以
六十多位近现代名人的墨迹为依托，通过精心收集的书信以及书法、绘画稿本等，忠实记录了这些名
人在特殊历史阶段的感悟；相当别致，有品、有情、有趣，可读、可赏、可藏。
　　——舒乙(作家、画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原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网络的魅力永远不能替代
传统的魅力。
李勇、闫巍收集、研究的名人手札注定将成为一种历史文化珍藏。
哪怕只是三言两语的原件，也能牵出一部浑厚动人的长卷。
　　——杨匡满(作家、诗人、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原《中国作家》常务副主编)手札乃最能展现襟怀
、文采之体裁，前辈文人名士多擅长于此。
李勇、闫巍收集名人手札有年，潜心钻研，著文颇丰。
今新著问世，恍如与前辈文人名士晤对，其快何极。
　　——斯舜威(书法家、评论家、浙江美术馆副馆长、原［美术报］总编辑)编撰者的初衷决不是［
怀旧］，而是以史家风度与诗家情怀，寄寓着一种人文精神的追寻与守望，透过本书，让美好的精神
价值和情感价值成为今人的共同财富。
　　——徐恩存(评论家、画家、《中国美术》主编)手札、尺牍等都是随意而书，非为书而书。
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个人学养的重要标志，而且最能体现书者的水准和境界。
李勇、闫巍选择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记述政坛、文化、科学、艺术界六十多位名人的另一个侧面，
补白历史，哲理、情感和人文，尽在其中。
　　——刘松林(《书法家、中华书画家》主编、原国务院参事室文史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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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流淌的人文情怀:近现代名人墨记》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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