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65003109 零售3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42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美术大观 责编：赖 睿 邮箱：lairuismile@qq.com

2022年7月7日 星期四

文化的传承与推广，或凝之于物，或赖之于
人，在历史的演进中向前发展，究其根本，则在
于文化精神的代代相承。这犹如画卷中不同时代
的题跋唱和，围绕一个共同的文化意象展开着超
越时空的对话；也诚如庄子所谓“指穷于为薪，
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只要精神不灭，文脉自
当永存。

邓拓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着众多头
衔和称号：新闻工作者、历史学家、诗人、杂文
家，或许还应加上书法家、收藏家。因为其笃好
书画，不仅操笔弄翰，在工作之余还注重研究和
收藏积累古代书画。1964年，他写下“心爱斯文
非爱宝，身为物主不为奴。人民艺术新天地，展
望方来万里途。”的诗句，随后毅然将自己收藏
的145件 （套） 古代绘画珍品捐赠给国家，由中
国美术馆永久收藏。

于此，邓拓更像是传统的“文士”与“书
生”，一方面具有“士者弘毅”的担当与忠贞，
另一方面又保持着高迈独立的人文风骨。他的收
藏是对中国文化艺术的自觉守护，捐赠则是化私
为公的薪火相传，而接力的中国美术馆则在经典
宝藏中将斯人斯物活化弘扬、传之久远。

“史思”与“文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余年间，古代书画零落
散佚、流失严重，邓拓以其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敏
锐的艺术感悟，投入到中国古代绘画的搜集、收
藏、研究中，并准备构建一部以实物原作为主的

“中国古代绘画史”。虽然，这部画史最终未能如
愿完成，但从其收藏、捐赠作品的数量、特点、
性质来看，完全如其诗句所言，体现出“史思”
与“文心”合一的人文精神。

论其“史思”。邓拓早在25岁时就完成一部
《中国救荒史》，于灾荒历史的探赜索隐中折射忧
国忧民的济世之想。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也留心
收集保护历史文物，如今陈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的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文物（燕陶馆藏品部
分）、山西阳高县古城村汉墓出土文物等都是由
他收集保存下来的。为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
芽，他先后收集了大量重要实物资料，如煤窑业
的文书契约、土地买卖和租赁契约、车厂揽运合
同等，后全部捐献给相关单位。上世纪 50 年代
末，邓拓兼任中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

馆）建馆领导小组组长，与文博工作关联更为密
切，与吴作人、周怀民、李苦禅、黄胄等书画家
来往频繁，其收藏重心也转向书画，时常光顾荣
宝斋，随着收藏的丰富，有了重写“绘画史”的
设想。其捐赠作品，上迄两宋，下至晚清，基本囊
括了画史中的重要流派和画家，初步构建起传承
有序的风格谱系与历史脉络。苏轼、黄公望、吴
镇、倪瓒、王蒙、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董其昌、徐渭、朱耷、石涛、郑板桥、金农……
这些绘画史名家构成了“元四家”“吴门画派”

“扬州画派”等体现文人画发展演变的主要风格
流派，体现出融诗书画印为一体的中国艺术的审
美高度。在主要流派之外，邓拓还重视福建籍乡
邦画家、绘画性较强的宫廷画家及佚名画作、明
末清初的遗民画家、女性画家等，还有部分画史
有载但面貌不彰的画家如周璕、施原等，足可见
其作为史家学者的视野与情怀。

言其“文心”，则莫过于对文人绘画的注
重，并以自作诗词和撰文研究的方式进行赏鉴解
读。其购藏传为苏轼《潇湘竹石图》的故事已广
为知晓。对于苏轼这一文人画的首倡者，邓拓情
有独钟，《怀苏东坡》诗云：“曾谒眉山苏氏祠，也
曾阳羡诵题诗。常州京口寻余迹，儋耳郊原抚庙
碑……”；又把自己书房起名为“苏画庐”，刻印钤
于画中；在得到苏东坡的一方砚台后，又将书房
起名“一砚山房”；处处体现出与苏东坡“以精
神相感”的心灵对话。在赏鉴中，邓拓尤其注重
人品与画格相印证、题材内容与文化寓意相关
联，并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如他在《郑板桥和

“板桥体”》一文写道：“我认为学习‘板桥体’
的最重要之点，是要抓住‘板桥体’的灵魂。什么
是‘板桥体’的灵魂呢？我以为它就是在一切方面
都要自做主人，不当奴才！”又如《鉴赏新罗山人作
品的感受》，不仅考引华喦早年为徒工、为祠堂画
壁画等传说，而且详细阐述了其后来如何推陈出
新、全面发展，并指出“现在我们为了更好地接受
古代绘画艺术的丰富遗产，继承中国画的优秀传
统，应该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从头做起，把研究和整理中国古画遗产的任务担
当起来”。邓拓共作有30余首吟咏古今画家画作
的诗词和数篇研究专文，如其著名的“燕山夜
话”一般，在广征博引中考证研读，在诗画唱和
中抒情感怀，也借文人精神陶铸自我心性。

修复与“活化”

1964年，邓拓的捐赠并没有仪式，也没有报
道。然而，他的收藏已经与他的人文精神合为一
体，成为以近现代美术收藏为主体的中国美术馆
的古代基底与经典宝藏。近半个世纪后，2009
年，中国美术馆启动邓拓捐赠古代绘画修复专项
工作，历时3年，按照重点修复、局部修整、预
防性保护分类，将捐赠作品全部进行了专业性的
物质状况保护，不少无法卷展的作品重获生机。

此次修复专项工作，得到故宫博物院、南京
博物院等文博机构的大力支持，最为令人感动的
是中央美术学院修复专家冯鹏生，以近 70 岁之
龄，承担了其中最为重要且最为残破的 40 余件
（套） 作品的大修重装。冯鹏生年轻时工作于荣
宝斋，有机会得到邓拓的亲自教诲，鼓励其研究
装潢史。修复邓拓捐赠古代绘画，既是冯鹏生对
邓拓勉励的回应致敬，也是睹物思人中的文缘接
续。而且，这一修复专项推动了中国美术馆上马

“艺术品保护与修复”专业业务，也就此推动了
国家美术藏品修复中心的筹建。时至今日，这一
业务工作已经成为中国美术馆保护国家美术收藏
的重要力量。

2012 年 1 月，“邓拓捐赠中国古代绘画珍品
特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所有捐赠作品按照画
史序列悉数展出，成为壬辰年春节为全国观众奉
献的一场新年贺岁文化盛宴。此后，中国美术馆
举办“典藏活化”系列展览，这些捐赠作品更成
为“典藏活化”的常客，其中的精品力作先后10
余次露面于各种展览，尤其是2020年“向捐赠者致
敬”大展，“邓拓捐赠”成为其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唐代诗人皇甫冉有诗云“清节迈多士，斯文
传古风”。“士风”与“斯文”互动形成的艺术经
典与精神感召恒久不衰。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
典，其中必然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
气。值邓拓诞生110周年之际，中国美术馆今年
再次遴选捐赠精品70余件 （套），以“斯文传古
风”为题，以更加深入的学术研究，以更有温度
的展场氛围，展示与传播“邓拓捐赠”，使斯人
斯物中蕴含的斯文再次“活化”。

展览围绕苏东坡的“竹石”意象展开，以宋
元明清10余件“竹石”绘画作品呈现这一题材的
历史发展与象征意义，诗画相应，如东坡“肝肺
槎枒生竹石”，写胸中郁勃，既有率真中的挺拔
与坦荡，也有静默中的坚固与盘曲；如郑板桥画
竹石或“千磨万击还坚劲”，或“疑是民间疾苦
声”；“竹石”与自然感受、社会人文、个性气质
等紧密相连，成为中国文人丰富而精微的审美意
象。由这一题材展开，又分别以30余幅古代花鸟
画佳作呈现“移生动质”中的“寓兴”与“写
意”，以 30 余幅古代山水画精品展现“澄怀观
道”中的“卧游”与“畅神”。此外，展览还设
置“展中展”的场景，首次展出由邓拓家属提供
的珍贵照片、实物，营造其书斋雅趣，呈现其人
文风骨；动态展示中国美术馆多年来对这批捐赠
作品所做的保存、研究、推介等工作，构建无私
捐赠与国家收藏之间于文脉赓续中的交流互动。

“斯文直待斯人出，千载名声与共传”。
“邓拓捐赠”已经与中国美术馆“典藏活

化”融为一种共同的精神力量。这股力量源自中
国文化的历史深处、来自于深受中国文化熏染的
传播者。在文化自信、自觉的今天，我们每一个
人都应接过“斯文有传”的接力棒。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馆员）

齐白石、于非闇、王雪涛是
享誉 20 世纪中国画坛的花鸟画
大师。三人有师徒之缘，又同为
北京画院画家，但在艺术面貌上
却各开新境：齐白石以“红花墨
叶”的大写意成一代宗师；于非
闇以同宋人比肩的工笔画再开新
貌；王雪涛以灵动逼真的小写意
鹤立艺苑。

6月30日，由北京画院组织
策划的“门人半知己——齐白
石、于非闇、王雪涛花鸟画新
境”特展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对外
展出，汇聚北京画院所藏齐白
石、于非闇、王雪涛的花鸟画作
品70余件。

“门人半知己”是齐白石晚
年自刻的一方常用印。拜入其门
下的弟子，白石老人以艺术上的
知己相待。王雪涛原名王庭钧，
1923 年同李苦禅一起拜齐白石
为师，拜入师门后，齐白石为其
更名为“雪涛”。1929年，于非
闇正式拜师齐白石，向他求教山
水、篆刻。艺路漫漫，门人知己
相随，谱写出 20 世纪中国画坛

的一段段佳话。
本次展览以花鸟画为切入

点，从“溯师承”“法古人”“师
造化”“言心迹”四个维度，将
三位不同类型的花鸟画家作为一
个整体进行研究。

齐白石、于非闇、王雪涛师
徒三人皆强调对古人的临习。展
览中的齐白石 《追摹八大山人
鸭图》 是其 75 岁时所作。原因
是他 41 岁时勾摹的 《朱雪个小
鸭子》 忽然丢失，齐白石颇为
惆怅，于是便取纸用心追摹。
正是对古人佳作的不断临习与汲
取，成为三人花鸟画自创一格的
根基。

花鸟画不仅是自然景物的艺
术再现，更是艺术家托物言志、
表达个人情感与心迹的重要方
式。齐白石晚年客居北京，时常
怀念家乡风物，作品中常常流露
出浓浓的思乡之情。如展览中的
作品《柚》，齐白石便在画中题
诗“家园未剩闲花地，橘柚葡萄
四角多。安得赶山鞭在手，一家
草木过黄河。”于非闇亲身经历
新中国成立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将激昂的精神注入笔端，笔下的
花鸟更趋于清新欢快、明亮雅
健。王雪涛的花鸟体现着人民大
众的审美趣味，追求生趣盎然的
自然天真。

于非闇、王雪涛不仅是齐白
石艺术上的知己，更继承了他艺
术革新的理念。师徒三人分别选
择大写意、工笔、小写意三种不
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各自的时
代开拓出花鸟画新境，也使得
20 世纪花鸟画呈现出百花齐放
的勃勃生机。

“放下锄头，拿起画笔，画
天、画地、画自己，描绘农民站
起来的自豪、富起来的喜悦、好
起来的向往。”山东高密农民画
创作者于敦杰说，“生活在这片
祥和的土地上，我深感幸福。”

如今，越来越多农民拿起画
笔描绘丰富多彩的中国乡村生产
生活。农民画串联起乡村的过去
与现在，让观众在色彩浓烈、通俗
易懂的画面中，感受乡村翻天覆地
的变化和农民精神生活的富足。

于敦杰是高密市农民画协会
主席、山东省农民书画美术研究
会常务理事。他认为，高密农民
画的一大特点就是线条粗犷流
畅、色彩艳丽夸张、艺术形象天
真可爱。这些特点在于敦杰的创
作中也得到体现。他的作品《推
磨》描绘了几十年前乡村的劳作
情景，呈现出远去的岁月；而

《农业实现机械化，农民朋友乐
哈哈》 则表现了科技兴农的场
景：机械化收割庄稼后，农民们只
用在手机上动动手指，便能通过
网络卖出粮油，乐得喜笑颜开。

对于很多农民画创作者来
说，绘画是天生的兴趣和本能。
于敦杰称自己“一天不画就难

受，已经成了习惯”。在高密，
还有很多这样的农民画创作者。
高密市农民画协会副主席、山东
省农民书画美术研究会理事赵明
芹便是其中一位。赵明芹从 20
岁开始画农民画，白天下地干
活，晚上回家画画，到现在已经
十几年了。谈及画作 《打场》，
赵明芹称这是儿时的记忆，想以
此展现过去的乡村生活图景；

《乡曲悠悠》则描绘了农民富裕
了，丰收的喜悦化为美妙的乡音，
通过短视频的方式传遍四方。赵
明芹表示，自己还将继续创作，
画美丽乡村，画绿水青山。

在高密，农民画创作越发普
及。一些画作还入选了国家级、
省市级展览，受到广泛关注。艺
术之花正在越来越多普通劳动者
心中盛开。于敦杰介绍，高密市
正将农民画引入校园，让更多学
生领略乡土艺术的魅力。

高
密
农
民
画
绘
美
丽
乡
村

闻

逸

牡丹白鹇图 （明）吕纪 兰竹图 （清）郑燮

红白芍药图 （清）华喦

山水册页 （清）石涛山水册页 （清）石涛

农业实现机械化，农民朋友乐哈
哈（农民画） 于敦杰

乡
曲
悠
悠
（
农
民
画
）

于
恩
骅
、
赵
明
芹

呈现20世纪花鸟画勃勃生机
本报记者 赖 睿

门人半知己（印文） 齐白石门人半知己（印文） 齐白石

斯文有传
——“邓拓捐赠”与“典藏活化”

邓 锋

潇湘竹石图 （宋）苏轼

（作品选自“斯文传古风——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作品选自“斯文传古风——邓拓捐赠古代绘画精品展”）

邓拓 （1912—1966），原名邓子健，福
建闽侯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
晋察冀日报社社长、总编辑，人民日报社
社长、总编辑。邓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政论家、历史学家、
诗人和杂文家，著有《中国救荒史》《燕山
夜话》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