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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中，陈大羽先

生是坚持继承传统、勇于开拓创新，为中国画艺

术做出卓越贡献的一位名家和大家。在陈大羽

先生百年诞辰之际，由文化部主办，中国美术馆

承办，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江苏省委

宣传部、江苏省文化厅、南京艺术学院、凤凰出版

传媒集团、北京画院、陈大羽艺术研究会协办的

“艺无涯——陈大羽百年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

举行，体现了美术界对陈大羽先生艺术人生的亲

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也让广大观众有机会进一步

欣赏和认识陈大羽先生非凡的艺术成就。

“艺无涯”“大道存真”，概括了陈大羽先生的

艺术理想和精神。作为经历 20 世纪中国社会沧

桑巨变，置身中国画艺术长河奔流的一代画家，

陈大羽先生一生坚持不懈探索，无论在任何况境

下，都始终对民族艺术的传承创新和时代发展抱

以坚定的信念，以满腔的热情、乐观豁达的人生

态度勤奋耕耘。他的一生是探索的一生、创造的

一生，大羽翱翔，独立天地。

以吴昌硕、齐白石为代表的大写意花鸟画，

开拓出崭新的中国画花鸟画时代风貌，使花鸟画

在精神内涵和笔墨样式上都成功地实现了从传统

到现代的转换。20 世纪的中国画花鸟画因有吴、

齐的开派而有了精神的楷模、学习的典范。陈大

羽先生初识丹青，便因授业于沪上中国画名家诸

乐三而走上正道，并进入吴昌硕花鸟艺术的殿堂；

1935 年由上海美专毕业后，他先后在南北多地执

教，与当时画坛许多名家交往，广取博采，充实学

养，显露出丰沛的才华；1944 年，他得到齐白石老

人的激赏和亲授后，艺术目标更加明确，艺术方法

也更加正确，在精神上接续了吴、齐画派的精髓，并

由此上溯徐渭、石涛、八大山人等中国画史上勇于探

索的典范，走向创新之途。他深知大写意花鸟需要

诗、书、画全面修养的支撑，其书法长期攻研碑体铭

文，并参合了怀素、王铎以及吴、齐等名家书风，在

篆体和行草上既见传统，又见性格，书风豪迈沉

雄，气势纵横驰骋，结体巧拙相济，笔线遒劲有力，

书画金石相得益彰，合为整体精神。他对大写意

花鸟最大的贡献，是一改传统写意文人画温文儒

雅的气质，而代之以豪放的个性风格和雄强的时

代特征。他信守“师造化”的传统，对生活充满挚

爱，在取材上得益于对花鸟自然生命的感悟，主题

鲜明，主体突出，在布局构图上取势大胆，尤重心

裁，作品具有鲜明的现代面貌；在笔墨语言上，他

一生作画无数，沉浸在笔墨的探索之中，形成了十

分深厚的笔墨经验，情感驱笔，笔线恣意，逸兴遣

墨，墨色变幻，展现出独特的笔墨造诣。他在吴、

齐画风基础上，强化了笔墨的表现力，尤其善于运

用浓墨浓彩，形成墨彩相撞相融的强烈效果，开合

充满视觉张力。进入晚年，他的笔墨语言愈趋雄

浑老辣，达到极为自由和纯粹的境界。

陈大羽先生对 20 世纪中国画的贡献，就在于

他不仅将大写意花鸟画的现代体格和现代内涵

传承弘扬起来，而且始终思考和探索花鸟画的时

代创新，这是一种文化的自觉和境界的升华。也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我们今天在观赏他的作品

时，能够受到感染，产生感动，并对民族绘画生生

不息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大羽翱翔 大道存真
范迪安

幼时读的课外书，印象最深

的数民间故事了，而喜读民间故

事又是因为书里插图比别的书来

的新奇优美。每次借到一本书，

我总爱先翻看看插图，有插图的

先看，插图吸引人的，最先看。看

完书又把喜欢的图勾描下来，于

是心里特别满足：似乎整个故事

都变成了我的收藏。

我“收藏”过《青蛙骑手》、《一

幅壮锦》……年龄小，还不懂得看

看是哪位画家的杰作。待到二十

好几岁，有机会考上大学，才第一

次“遇到”作者：看到两本他的画

集，一本是《西游漫记》，一本是

《张光宇插图集》——自然，发现

从前“收藏”的故事就在里面。

那 一 年 张 光 宇 先 生 仙 逝 12

年 。 我 和 我 的 同 学 ，都 二 十 来

岁，都喜欢了他的画，都知道了

刚刚恢复放映的《大闹天宫》上

下集——那部让人着迷的美术片，

是他搞的美术设计。那时候我就

心里奇怪，那些画面情节角色景象

怎么能够想得出、画得来呢！

从那时起，30 多年又过去了，

当我把张光宇先生作品的图像通

过电脑放映给年轻的朋友看时，

他 们 吃 惊 地 问 ：谁 的 ？ 这 么

好！——张光宇在他们是个陌生

的名字；而当他们听说这些图像

是张光宇先生上世纪 20 年代、30

代、40 年代的创作时，就开始着

急：哪里能够买到这画册？何时

能够看到他的展览会？

在今天这个展览会层出不穷

的时代，艺术家每年办个人作品

展览会，已经是平常事了。而今

天在百雅轩 798 艺术中心举办的

“张光宇艺术回顾展”，却是这位

伟大艺术家的作品第一次比较全

面的公开亮相，这不仅是“ 崇光

者”之幸，年轻学子之幸，也是中

国艺术的过往未来之幸。

不知张光宇的，大都知道美术

片《大闹天宫》；知道张光宇的，大

都说他是“装饰艺术家”“漫画家”；

他给自己的“头衔”却是：新时代的

艺人。他不要这个“家”那个“家”

的名，他自视为艺术劳动者。

20 年代以前他尚年轻，就在

“新舞台”这个中国第一早的现代

剧场画布景；以后给新式出版物

“画报”设计版面、封面、插图；为

工厂企业画广告招贴；为新兴的

电影公司设计电影布景服装；再

后来自己办美术印刷公司印美术

书，办报办刊物；组织美术会、摄

影会、漫画会、工艺美术社……

30 年代 他 是 誉 满 沪 上 的 漫

画 家 和 出 版 家—— 这 个“ 家”自

己 想 不 要 也 不 行 了 。 围 绕 着 他

和 几 个 著 名 漫 画 刊 物《时 代 漫

画》、《独立漫画》、《上海漫画》、

《泼克》，红红火火的上海漫画运

动辐射到全国。

抗战和 40 年代后期，他在香

港、重庆办进步报刊，反抗法西斯

和独裁，与漫画界朋友在两地掀

起数次漫画高潮，他的《西游漫

记》是其中的代表。他后来的作

品一个系列连一个系列：《朱八戒

漫游香港记》、《金瓶梅人物论》、

《水泊梁山英雄谱》、《杜甫传》、

《神笔马良》……最后以《大闹天

宫》谢幕，每一部都是精品。

他一辈子为中国、为世界的

老百姓不倦地挥动神笔，好像就

是他自己笔下那个“神笔马良”：

对 天 地 人 间 之 美 的 追 求 不 遗 余

力，对古今中外之恶的讨伐极尽

全力；既为生民喉舌，又为大众铮

友。今天，有人把他的讽刺画与

鲁迅杂文类比，有人从《民间情

歌》想到新文化运动，从《西游漫

记》想到现代中国动漫产业的发

展方向，从《新诗库》、《万象》封

面、壁画《龙女》、《北京之春》想到

中国现代美术的创造性经验……

他是这样走来的，从无锡县

的石板路，到上海都市的黄浦江

边；从香江学士台，到松竹庄、北

温泉；沿着桂黔的泥泞道路，随着

凄惨的逃难人群，他曾感受到被

奴役的深重痛苦；流连于重庆“碧

庐”；再聚于北京栖凤楼、芳嘉园

的“二流堂”。知音好友的情谊，

总能拂去一时阴霾，化作他心境

上的灿灿云霞。他以化腐朽为神

奇的智慧，创造了无数杰作，带给

无数人以心灵的问候和鼓舞。

起点，终点，又是新的起点，

光宇的道路或可给我们怎样的启

示呢？

今天，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

他、了解他，向他深深鞠躬，向他

表达敬意和感激。

神 笔 创 造 神 奇
———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感言—张光宇艺术回顾展感言

唐 薇

3 月 27 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

馆会议厅内，一幅带有数条折痕，

画布一角微微翘起的老旧油画吸

引了人们的目光。只见该画中一

半裸女子双目微闭，斜倚在铺有织

物的椅背上，一头乌黑的长发蓬松

地散落一侧，红裙一角被其右手所

捏织物遮盖。虽然该画色彩较暗，

颜料也出现局部脱落，但画面栩栩

如生，用笔灵动，色彩凝炼，整体恬

静而淡然，让人不忍轻语。

“这就是我们学院新近发现

的，疑为李叔同代表作的《半裸女

像》。”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

生说，该画宽 116.5 厘米、高 91 厘

米，如为李叔同真迹，创作年代约

为 1909 年前后，即李叔同留学日

本期间，是中国早期油画作品中

的大型之作。

偶然发现于库房

李叔同是中国 20 世纪的传奇

式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日

本东京美术学校，专攻西画。回

国后，李叔同在浙江第一师范执

教期间，设立了人体写生课，开中

国美术教学之先河。而出家后，

李叔同便不再从事西画创作。因

而现在李叔同存世的油画作品非

常稀少，据传比较确切的仅有 3

张，其中仅存的一件人体油画作

品即为《半裸女像》。

该作品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据王璜生介绍，2011 年下半年，该

馆在对民国时期藏品进行深入整

理时，在美术馆的库房内发现并

确 认 了 多 件 李 毅 士、吴 法 鼎、张

安治、孙宗慰等重要艺术家的作

品，“但最为重大和重要的发现，

便是《半裸女像》。”王璜生说，当

整理到存放外国作品的区域时，

工 作 人 员 一 眼 便 发 现 了 该 画 。

由 于 这 件 作 品 在 很 多 艺 术 类 教

材 、美 术 史 著 述 及 李 叔 同 的 传

记中都登载过，工作人员看到它

时 首 先 是 眼 熟 ，紧 接 着 就 是 惊

讶 。 尽 管 此 画 没 有 任 何 签 名 痕

迹，且 最 早 的 登 记 记 录 为“ 吴 法

鼎、《半裸女像》、西方艺术、500元”，

但在经过材料查阅和技术性比对

后，王璜生初步认定该画为李叔

同真迹。

作品传承顺序不明晰

《半裸女像》是如何进入中央

美院的，目前仍然为谜。王璜生

曾经调阅了中央美院此前做过的

所有入藏记录，但并未查到有关

此幅作品的任何信息。据史料记

载，1918 年李叔同出家前夕，曾将

他的油画作品寄赠给当时的北京

美术学校，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

不过《半裸女像》并不在其列，而

且这批作品据传在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就已经丢失了。王璜生在经

过多方查阅后，对这件作品的流

传做了初步梳理：1920 年为上海

专科师范学校所藏，后转之夏丏

尊先生、叶圣陶先生，1959 年 8 月

由叶圣陶代夏丏尊后人捐赠给中

央美术学院。

“它与 1920 年《美育》杂志上

那幅作品的关键部位都能重叠，

只不过发表时制图尺寸很小，由

于经过工人修版，制版效果有些

许出入。”王璜生说。《美育》杂志

由李叔同得意弟子吴梦非创办，

其创刊号首篇便是《半裸女像》和

李叔同小传，当时标注为“上海专

科师范学校藏”。但是，该作品在

《美 育》上 刊 登 后 不 久 便 悄 然 消

失。虽然自 50 年代以来，《半裸女

像》一直被认为是李叔同的代表

作，却无人知晓其具体去向。而

吴梦非 1959 年在《美术研究》杂志

上撰写文章时，也曾提及此画，但

也不知道它流落到了哪里。然而

60 年代初期，《半裸女像》又确实

曾 出 现 在 中 央 美 术 学 院 美 术 馆

中，且当时的美术史系教师李树

声还曾拍摄过其照片，如今照片

仍完好地存放在其家中。

是否李叔同真迹仍待鉴定

此《半裸女像》是否真为李叔

同真迹，业内专家学者意见并不

一致。在当天召开的“李叔同油

画《半裸女像》鉴定及研讨会”上，

邵大箴、钟涵、郎绍君、李树声、陶

咏白、刘曦林等 20 余位美术界专

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郑工

认为，中国早期留学生的作品流

传下来的很少，从临摹作品一般

不署名以及它缺乏直接的文献记

载这两个角度，推测这件作品可

能为临摹作品。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员郎绍君认为，1920 年刊登

在《美 育》上 的 图 片 是 没 有 色 彩

的，无法带来有色彩关系的油画

的感觉，不排除这次发现的作品

是原作的可能。接下来应对此件

作品做尽可能的还原性的清理，

然后找出是否有修补过的痕迹。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尹吉

男表示，这样的鉴定应分为三个

步骤进行：首先是将其与 1920 年

刊登在杂志上的图片进行定点精

确测量，以确定其是否为同一作

品；随后还要再进一步确认画作

中哪些地方曾被人修复过；最后

通过物理、化学等科学手段，确定

其创作年份。中央美院教授殷双

喜在发言中提供了一些新的佐证

材料，这些材料证明李叔同出家

前曾把油画和书籍等赠与了北京

美专、夏丏尊、丰子恺等。

但是，一个令人意外的重要

插曲是，虽然中央美院有记录显

示，受夏丏尊后人所托，叶圣陶曾

于 1959 年将一幅名为《裸女》的大

型油画捐赠给该校，但与会的叶

圣陶孙子叶永和却坚称，他儿时

所见的《裸女》与此次发现的《半

裸女像》并非同一幅，《裸女》中的

模特为全裸，且画幅尺寸要更窄

一些。

由此，《半裸女像》是否为李

叔同真笔迹、中央美院是否可能

还藏有另一幅李叔同的人物油画

作品，仍不得而知，令人费解。“中

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将着手对《半

裸女像》进行保护性修复和进一

步的研究，同时积极查找另一件

李 叔 同《裸 女》作 品 。 我 们 初 步

计划在 2012 年 12 月向社会公众

展示李叔同作品及相关的艺术、

文 献、研 究 成 果 等，并 出 版 学 术

研究专辑。我们对于民国时期作

品的整理和研究也将继续深入进

行，同时筹备开展长期陈列。”王

璜生说。

疑为李叔同油画《半裸女像》百年后重现
本报记者 高素娜

陈大羽（1912—2001），广东潮阳人，原名汉卿，其师齐白石为之改为陈翱，取字大羽。致力于

大写意花鸟画的创作，兼及山水、书法、篆刻。本次展览通过中国画、书法、篆刻及文献、图片、影

像呈现陈大羽先生的创作历程和艺术面貌。展出作品 180 余件，涵盖了从 1945 年至 2001 年各个

创作阶段的力作，是其艺术作品最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展示。展览举办之际，陈大羽家属向国

家捐赠陈大羽先生作品 50 件，由中国美术馆永久收藏，实现其艺术奉献人民的遗愿。

半裸女像（油画） 116.5 厘米×91 厘米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藏）
女（油画） 李叔同

（刊于《美育》第一期，1920 年 4 月 20 日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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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大山回响欧陆行

李宝林欧洲艺术交流系列活动”

将于 4 月 3 日在法国拉开帷幕。

此次艺术交流活动包括“李宝林

艺术作品展”“李宝林艺术交流研

讨会”及艺术采风等内容，其中

“大山回响李宝林山水画艺术展”

将于 4 月 4 日至 19 日在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举行。画展由文化部中

外文化交流中心、中国美术家协

会、中国国家画院、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主办，是巴黎“中国当代绘画

大家名家系列邀请展”的首个展

览，将展出李宝林山水画艺术精

品 40 幅，包括《乐山大佛》、《雪域

图》、《山魂》等代表作。

李宝林 1963 年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师从李可染等国画大家。

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山画会会

长、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中国国家画院中国画院副院长等。

据 悉，作 为“ 大 山 回 响 欧 陆

行”的组成部分，李宝林与夫人、

儿子的共同画展也将于 4 月 7 日

至 13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 MOYA

青年美术馆举办。 （亦 言）

李宝林“大山回响欧陆行”启程
林泉小雪（国画） 李宝林

张光宇自画像

张光宇（1900—1965）是中国

动漫事业的前驱，创作了《西游漫

记》、《大闹天宫》、《神笔马良》等美

术精品。张光宇的故交、著名画家

张仃认为：“张光宇是亚洲的骄

傲。全世界都知道《大闹天宫》，却

不知道人物造型的创作者是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