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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时间为序，对徐悲鸿存世六十余万言说加以筛选，汇集各时期的代表作品，辅以详细专业的解
读，力求相对完整、脉络清晰地勾勒其丰富的一生，以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走近和了解徐悲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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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华天雪
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先后获学士和硕士学位。
1994年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从事专业美术史研究。
2003年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方向博上生，导师郎绍君，毕业论文为《徐悲
鸿的中国画改良》。
现为美术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国家研究项目《徐悲鸿论稿》的独立承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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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此诚骨董鬼所谓生坑杰作，但后段似为人割去，故又不似生坑，吾友盛成见之，谓
其画若公孙大娘舞剑，要如陆机、梁勰行文无意，不宣而辞采娴雅，从容中道。
倘非画圣，孰能与于斯乎？
吾于廿六年五月为香港大学之展，许地山兄邀观德人某君遗藏，余惊见此，因商购致。
流亡之宝，重为赎身，仰世界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右，允深自庆幸也。
古今画家才力足以作此者，当不过五六人，吴道玄、阎立本、周昉、周文矩、李公麟等是也，但传世
之作如帝王像平平耳，天王像称吴生笔，厚诬无疑，而李伯时如此大名，未见其神品也。
世之最重在巨迹，应推比人。
史笃葛莱藏之《醉道图》可以颉颃欧洲最高贵之名作，其外虽顾恺之《史女箴》有历史价值而已，其
近窄远宽之床，实贻讥大雅。
胡少石兄定此为道家三官图，前后凡八十七人，尽雍容华妙，比例相称，动作变化，虚阑干平板，护
以行云，余若旌幡明器、冠带环佩，无一懈笔，游行自在。
吾友张大干欲定为吴生粉本，良有见也。
 以其失名，而其重要性如是，故吾辄欲比之为巴尔堆农浮雕，虽上下一千二百年，实许相提并论，因
其惊心动魄之程度，曾不稍弱也。
吴道玄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与菲迪亚斯在古希腊相埒。
二人皆绝代销魂，当时皆著作等身，而其无～确切之作品以遗吾人，又相似也。
虽然，倘此卷从此而显，若巴尔堆农雕刻裨益吾人想象菲迪亚斯天才于无尽无穷者，则向日虚无缥缈
复绝百代吴道子之画艺，必于是增其不朽，可断言也。
为素描一卷，美妙已如是，则其庄严典丽，煊耀焕烂之群像，应与菲迪亚斯之上帝、安推挪同其光烈
也。
以是玄想，又及达‘芬奇之伦敦美术之素描，安娜与拉斐尔米兰之雅典派稿，是又其后辈也。
呜呼！
张九韶于云中，奋神灵之逸响，醉予心兮予魂，愿化飞尘直上，跋扈太空，忘形冥漠，至美飚举，盈
盈天际，其永不坠耶，必乘时而涌现耶！
不佞区区，典守兹图，天与殊遇，受宠若惊，敬祷群神，与世太平，与我福绥，心满意足，永无憾矣
。
廿六年七月悲鸿欢喜赞叹题竟并书一绝：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侣伴尽情看。
人生总是葑菲味，换到金丹凡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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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徐悲鸿的言论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辞、讲课记录、信函、题画跋(包括诗)等多种形式，本书的
选择集中于前三个部分，而后两个部分则根据需要，适当穿插在注析中了。
相对来说，正式的文章和演讲辞较正规和富于逻辑性，是徐悲鸿艺术思想最主要的呈现方式；而信函
则多侧面地反映了徐悲鸿的生活、性情、交往、入品、行为方式等等，丰富并一定程度地修正了我们
对徐悲鸿的认识。
    徐悲鸿的言论具有相当的一贯性和稳定性，我们不妨以他对四王的评价为例：他在1926年的《古今
中外艺术论》中，说四王的主要问题是“摹之又摹”，“不能卓然自立”；在1929年的《惑》中称四
王的绘画“毫无真气、无愿力”，并在稍后的《惑之不解(一)》中认为四王不“追索自然”，甚至呼
吁“一切convention须打倒，不仅四王”；在1954年的《在全欧宣传中国美术之经过》中说四王“陈陈
相因”；在1954年的《张聿光先生画展志感》中说被四王所垄断的近三百年文入画是“以柴为树，抟
土成山，既鲜丹青，遂无人事”的“八股”山水；在1956年的《马万里画展序》中说，自清以降以四
王为代表的文入画“畏难就易，辄习尚浅薄，号为简雅，一如中国不修武备”；在1942年的《傅抱石
先生画展》中说“四王并非无才，惜收藏家醉心古人太过，全神尽力为古人所摄。
致目不旁观，行必坦途，天地至大，必欲坐井观之。
前有园，涉深便不敢往，揖让周旋之术工。
而乡愿之道备，石谷子能成此时中国画圣，亦理之奇也。
其光洁整齐，大拟伦敦裁缝所制之西装，在满清朝统治下盛行八股之际，尤称适合时宜”；在1944年
的《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志感》中说“浑不似”之四王山水是“一种腐败颓废之滥调”；在1947年的《
中国美术之精神——山水》中说“自四王以下凡画必行篇一律，恶扎充盈，有精一草以成家，写一木
以立名者，能亦低矣。
其所摹拟厚诬古人，昭昭不可胜数也”；在1950年的《漫谈山水画》中有“到了四王，专意贩卖古人
面目，毫无独创精神”等等。
可见徐悲鸿对四王的批评与否定是一贯的，并没有随时间而有多少改变。
这与他要用写实改良中国画的目标有很大关系，也与他的固执个性分不开。
徐悲鸿的其它基本观点——包括对董其昌、《芥子园画谱》、笔墨、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文入
画、历代画家等等的看法，都有着这种不依时间而变动的一贯特点。
因此，本书力图选出最能代表徐悲鸿某种观点的文章或段落，避免重复。
    无须讳言的是，徐氏言论有时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谈论问题有时能一针见血，抓住要害，有时又有
任意臧否或抬高，甚至缺乏理性的倾向。
另外，激进与固执也是徐氏言论的突出特点。
徐悲鸿具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反叛精神，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但这种反叛常常激烈而简单。
“固执”是指他比较自恃正确，固执己见，极少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修正。
    我们不是要求身为画家的徐悲鸿也同样具有史论家式的俯瞰全局的视角、客观冷静的理性精神和缜
密的逻辑，也不是要求一个时时处处都正确的徐悲鸿，更不是为了批判他或贬低他的历史地位——无
论如何，他都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史中成就和影响最为卓著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之一。
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以尊重历史的态度研究历史，尽可能客观、恰当地认识他，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真正总结出他及他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才能对今天和未来的中国画发展起到真
正的借鉴作用。
在学术研究中，“为尊者讳”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本书还力图通过选择有限的徐氏言论，加上详尽的注析，相对完整和脉络清晰地勾勒出其艺术及生
活经历，以期尽可能深入、全面地了解徐悲鸿，当然，绝对的全面恐怕又是任何人都做不到的。
    本书的所有引文均来自王震编《徐悲鸿文集》(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注析中部分史料也对王
震编著《徐悲鸿年谱长编》(上海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多有参考，在这里一并深谢。
    辛卵初夏于望云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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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悲鸿文与画》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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