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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向天涯寻画本

1903年，何香凝陪丈夫廖仲恺留学日本。很快，这对
夫妇结识了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何香凝成为同盟会第
一个女盟员。1906年，何香凝赠诗廖仲恺，后者奉孙中山
之命秘密回国：“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
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1909年，她进入东京
本乡美术学校学习美术。无疑，何香凝是以一个革命者的
身份学习美术的。

2016年，何香凝美术馆重装后策划的首展是“取借与
变革：二十世纪前半期美术留学生的中国画探索”，参展
作品来自1905—1937年留学日本的中国美术家，集中关注
他们对中国画改良的贡献。

据研究，以东京美术学校为核心的日本近 20 处美术
教育机构，当时接纳了约600名中国留学生，其中约72人
正式毕业。不少人回国后继续从事美术创作，并对中国美
术发展做出突出贡献。他们其中就包括何香凝、高剑父、
陈树人、关良、丰子恺、张大千、陈之佛、黎雄才、傅抱
石等人。

狮虎精神

在何香凝的美术创作中，她画的狮子、老虎特别受人
关注，被评为：气度恢弘、立意深邃、抒情明志。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被视为沉睡的狮子。长
久以来，传言是拿破仑说中国是沉睡的狮子。其实，梁启
超在1899年写的《动物谈》中就提出了“睡狮”。梁启超
此文发表后，睡狮的说法逐渐流传。当年，知识分子把龙
视为腐朽的清政府，而睡狮、醒狮成了对国家民族新的比
喻和象征。1904年出版的《教育必用学生歌》就收录了3
首以“醒狮”为形象的歌曲。邹容、陈天华的 《革命军》
和《猛回头》中都有睡狮、醒狮的说法，并在传播的过程
中发挥出巨大作用，乃至有《醒狮》杂志的出现。

何香凝1914年创作的 《狮》，画面上一头威武的雄狮
侧卧昂首，双目炯炯，怒视前方，用笔精到简练，结实生
动，卓然为大家风范。同样，何香凝创作的老虎也是威风
凛凛，充满生气。何香凝的狮虎作品，让人们看到了民族
的希望和精神，看到了革命的理想。

何香凝曾以自己的艺术绘画，承担起绘制反清起义军
的军旗、安民布告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反清起义
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等革命宣传工作。儿子廖承志在参加
红军长征途中，也拿起了画笔，成为记录长征的画家。就
这样，艺术让革命传统在何香凝家里传承。

寒梅品格

何香凝的《高松立海隅》上，有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
毅的题款：“高松立海隅，梅菊为之护。幽兰亦间出，清
泉石中漱。绿竹更悠然，岁寒挺如故。画树重高洁，画花
喜独步。大师撮其神，一纸皆留住。绘画如其人，方向毫
不误。画高寿亦高，但祝两繁富……”陈毅高度颂扬了何
香凝的人格画品。这幅典雅大气的作品是何香凝在 1960
年 6 月创作的，正值“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会”（即“第三
届全国美展”） 举办之时。在这年7月召开的中国文学艺
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何香凝被推举为中国文联副
主席。8月 9日，中国美协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推选
何香凝为中国美协主席。

作为一位科班出身、创作成就卓著的艺术家，何香凝
的艺术得到普遍认同和赞誉。她和许多 20 世纪著名中国
画家多有合作。例如，与徐悲鸿、叶恭绰合作《倚松读书
图》，与胡佩衡、吴镜汀、吴光宇、邵逸轩、惠孝同、周
元亮、潘素、张伯驹合作 《春山童趣》，与张聿光、李祖
韩、钱瘦铁、贺天健合作 《青山红树》，与潘天寿合作

《江淹浦畔》，与傅抱石合作《松风流水》等。何香凝以花
鸟、山水画见长，工笔、意笔兼善。在与风格各异的艺术
家同道合作中，她功力精湛、唱和自如、浑然天成。

何香凝从事绘画创作并不是文人案头赏玩之物，也并
非政务之余的消遣，而是寄托了丰富的革命激情和人格追
求。1928年末，何香凝对蒋介石叛变革命表示愤慨，与经
亨颐、陈树人以松、竹、梅高洁情操为追求，组成“寒之
友社”，和一批国画名家郑曼青、张善子、张大千、李祖
韩、李秋君、王一亭等人诗画唱酬。

1951年，何香凝在自己的作品 《梅花》 上题写：“先
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存傲雪心。独向天涯寻画本，不知
人世几升沉。”借咏梅以明志，是何香凝的艺术宣言；
梅，也成为何香凝的人生品格写照。

（作者为中国画学会理事）

日前，由上海美术学院、上海民生现代美
术馆、黑龙江美术馆联合主办的“融合的视界
——亚欧经典版画展”在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举办。展览涵盖了中国、日本和欧洲的版画中
有一定代表性、关联性的样本，时间贯穿 16世
纪至 21世纪。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麿、葛饰北
斋、丢勒、伦勃朗、戈雅等艺术家的版画作品
均有呈现。

展览策展人、上海美术学院教授潘力介绍
说，展览“通过观察和比较其中反映的时代轨
迹、艺术特色与文化内涵，了解版画发展的历
史脉络，体验版画的美学意义与文化价值，把
握东西方美术交流的内在逻辑。”

展览中的中国明清版画主要包括凤翔木版
年画和桃花坞木版年画。凤翔木版年画是陕西
地域色彩浓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出作品涉
及门画、十美画、风俗画、戏剧故事画等多种
题材，数量丰富，皆为精品。

“姑苏版”是指清代康乾时期苏州桃花坞木
板年画全盛期的作品，享有“东方古艺之花”
的美誉。此次展出的25幅“姑苏版”，不仅是记
录当时苏州城市生活的珍贵资料，也是东西方
艺术交流的重要体现。其中 《西洋剧场图》 是
国内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幅康乾时代西风版作
品。作品借鉴西方几何学透视法和明暗法，模
仿铜版画施以细密的排线表现光影关系，线条
匀称规整，场面宏大且空间感强，是姑苏版画
的巅峰之作。

17 世纪下半期，桃花坞年画通过长崎口岸
大量涌入日本。桃花坞年画由此也越过姑苏
城，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次展出的日本浮世绘作品囊括了铃木春
信、喜多川歌磨、葛饰北斋、歌川广重、歌川
国芳等多位浮世绘大师的经典原作，涉及美人
画、风景画、历史神话故事等多个题材。在对
葛饰北斋的传世杰作 《神奈川冲浪里》 的介绍
中，潘力这样解读：“翻滚的浪花与山峰形成巧
妙的呼应，引导着观者的视线，使滔天巨浪之
下日本的最高峰富士山虽处于画面下端依旧雄
姿不减。随波逐流的3艘小渔船上的人物呈装饰
性排列，使惊心动魄的场景平添意趣。同时，
与葛饰北斋早年的 《押送船之图》 进行对比，
其间的技法演变和风格形成跃然纸上。”

西方版画的历史是一部技术革新史，从东
方传来的木版印刷术经过西方不断地实验和改
革，接连出现了更为精细的版画技法。西方的
绘画里充满了科学和严谨的透视与光影，逐步
产生了与东方版画完全不一样的面貌。此次展
览中，丢勒、伦勃朗、戈雅等西方艺术家涉及
宗教画、战争画、肖像画题材的作品均有呈
现。其中，丢勒的 《书房中的圣杰罗姆》 和

《忧郁Ⅰ》可谓精品。
明代万历年间，铜版画由意大利传教士利

玛窦带入中国。中国和欧洲美术的交流至此真
正开始。受到西方铜版画的影响，中国木刻版
画在审美方面表现出写实主义的倾向。

西洋铜版画中焦点透视原理、排线形成明
暗，对中国姑苏版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
影响又在后来间接地传递到日本，浮世绘又影
响了西方现代艺术。正如潘力所言，东西方
的文化艺术是一个循环，造就了一个“融合
的视界”。

日前，在南宁博物馆举办的“喜上梅梢——杭州博物
馆藏梅花书画精品展”上，自明代至近现代400余年的花
鸟画名家75件梅花逸品集中亮相，包括明代陈继儒的《梅
花诗画册》、清代金农的《梅花图》、现代黄宾虹的《梅竹
图》等。画里花外，“梅”不胜收。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中有两件一级文物。一件是
明代画家周之冕的 《设色梅花图》。画面构图精简，折枝
梅花自左下屈曲而上，淡墨画杆显得空灵清雅，间缀几朵
绿萼白花。画面气息清隽，体现了作者在构图布局及用墨
用色上独到的功力。

另外一件是明代后期重要书画家陈继儒的《梅花诗画
册》。此册共计12开，梅花诗与梅花画册各6开，其中6页
折枝墨梅，涉笔草草，各尽其态。

据悉，此次展览作品一半以上来自梅王阁高野侯的收

藏。高野侯 （1878—1952） 为浙江杭县 （今余杭） 人，画
家、收藏家、鉴赏家，西冷印社社员。他收藏作品以名人
梅花作品为多，有“五百本画梅精舍”之称，并把自己的
私宅命名为梅王阁，可见对梅花的喜好。高野侯擅长画
梅，并以画梅自负，刻印一方称“画到梅花不让人”。
1984年，高野侯的后人将前人留下的数以千件的书画、金
石、碑版拓片、印章和陶瓷等文物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

梅花品格高洁、典雅、冷峭、坚贞，素来被视为君
子、知友。“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文人赏
梅咏梅画梅的风气由来以久，名句佳作迭出。在中国传统
的绘画艺术中，梅花是抒写个人品格追求的重要对象。梅
与松、竹一起被誉为“岁寒三友”，与兰、竹、菊一起被
称为“四君子”。许多画家与梅花结下不解之缘，都铺呈
在绢素之上，凝结于笔墨之端。

“梅”不胜收
□ 肖永军

《梅花诗画册》之一 陈继儒

一场名为“大师：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的展览目
前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这也是被称为澳大利亚国宝
的树皮画首次离境，开启国际巡展的第一站。本次展出的
122幅树皮画创作于1948年至1985年间，是澳大利亚国家
博物馆2000多件收藏中的精品和原住民艺术家的代表作。

树皮画，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创造的以原始宗教为主题
的一种绘画艺术，是记录原住民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的图
像的百科全书。绘画使用的素材皆为大自然的馈赠：剥树
皮为画布，取赭石为颜料。经过数百年的发展演变，树皮
画这种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依然保持着梦幻般的想象力和
强烈的生命力。

展览展示了位于澳大利亚北海岸线半岛地区的阿纳姆

地的原住民艺术家及其树皮画作品。阿纳姆地是原住民的
生活家园，也是澳大利亚所有原住民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因其独特的、基本完好的原住民文化而闻名于世。1948
年，《伦敦时报》 上刊载的一篇文章将澳大利亚阿纳姆地
的原住民艺术家称为“古典大师”。此后，阿纳姆地原住
民的艺术逐渐进入澳大利亚和全球视野。

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白云涛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展
览，让更多中国观众了解并欣赏这些充满神秘符号的画
面、这些在日常用品中贯注的美学观念、这些既具有原始
生命力量又具有现代形式感的艺术风格、这些朴素而恒久
的美术材质，并为中澳两国人民开展进一步文化交流搭建
更加宽广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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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岳三十六景之神奈川冲浪里 葛饰北斋

何香凝：革命者美术
□ 钱晓鸣

何香凝：革命者美术
□ 钱晓鸣

在 中 国 近 代 绘 画 史

上，集政治家、美术家和

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唯

独何香凝一个。她的艺术

创 作 ， 凸 显 了 艺 术 与 时

代、与个人追求的交融。

日前，北京、深圳等地相

继举行纪念何香凝诞辰140

周年艺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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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树皮画亮相国博
□ 施雨岑

朵云轩复刻《西厢记》第三图彩色套印

梅 何香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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