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呂鳳子是「新金陵畫派」的先驅和締造者之一，被譽為二十

世紀中國美術教育的一代宗師，不過，今日無論是藝術市場，

抑或是美術機構展覽，卻很少見到呂鳳子的蹤影，著名書畫鑒

定家蕭平曾呼籲：鳳先生是不能被忘卻的！

日前，江蘇省美術館在重新對外開放的首展上策展推出《經

典‧呂鳳子：紀念呂鳳子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特展》。希冀

憑借這次特展讓人們了解先生命運沉浮，感受其在二十世紀的

中國藝術史上所散發出的熱量。 文：張夢薇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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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生前藝術收藏及書信展出
26件一級文物亮相重慶

北京魯迅博物館攜89件套魯迅先生
收藏的藝術品及生前書信日前來到重
慶，這些文物均為國家三級文物以
上，其中一級文物26件，包括其收藏
的德國版畫家科勒惠支的版畫作品及
著名的詩作《自題小像》等。展覽分
為《美術家魯迅》、《魯迅倡導的新
興版畫運動》、《魯迅收藏的金石拓
片》、《書法家魯迅》四個單元，均
為其生前收藏的藝術作品以及與他人
的來往書信等。
「靈臺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闇故
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
轅。」據策展人吳一菡介紹，這首
《自題小像》是魯迅21歲時作。據
稱，魯迅在日本留學期間，正值新舊
時代交替，國內掀起一陣「剪辮
風」。「他成為第一位在留學生班裡
剪掉辮子的人，並在剪辮子前作了這

首詩。」
魯迅的一生，除創作和翻譯外，大

量精力用在美術活動上。童年的魯迅
最喜愛圖畫書，並喜歡影寫書中的插
圖。成年後，他便用教書所得購買了
大量收藏畫譜、碑帖及漢畫像拓片，
為學術研究準備材料。在最後十年，
他還致力於編輯出版美術書刊，引進
外國美術。
據了解，展出的作品中，既有來自

德國版畫家、雕塑家科勒惠支的版畫
原作收藏，也有來自日本浮世繪畫家
的作品，還有俄羅斯的藝術繪畫作品
等。其中，科勒惠支是魯迅生前非常
喜愛的藝術家。
據吳一菡介紹，魯迅一共收藏了20
餘幅科勒惠支的作品，還為其出版成
書，親自描繪宣傳廣告。據稱，魯迅
生前特別鍾愛科勒惠支的版畫，可說

是第一位將其版畫引入中國的人。
除繪畫藝術作品外，魯迅還鍾愛收

集箋譜。展出中的《北平箋譜》就是
他與鄭振鐸一起收藏的。種類繁多、
描繪精美的各種書箋信紙被包裝成
書，由他親自裝幀設計出版，共計六
冊。
魯迅是中國著名文學家、思想家，

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但同時，他
在藝術領域也有不少功績。據了解，
魯迅是最早引入外國美術在中國刊物
上發表的中國文學家，並創辦「木刻
講習班」，支持和指導十餘個美術社
團，編輯出版中外美術書刊十餘種，
設計書刊封面六十多個及題寫書名三
十多種。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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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一）
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2016年中國考古

新發現」揭曉。入選「2016年中國考古新發現」的一
系列遺址中，一些珍貴器物亦被同時發現。下圖分別為
「湖北天門市石家河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玉器」，以及
「陝西神木縣石茆遺址皇城台遺蹟出土玉器」。

異於徐悲鴻以西方學院派的立體造型方
法改革中國畫，呂鳳子對於中國畫的

理解有兩個層面：其一要用毛筆，即書法用
筆。其二是講出勾線條的目的是「形」，而
不是筆墨技巧。這一主張是對於中國畫發展
極熨帖的建議：既不要放棄筆墨，又不要拘
於筆墨。

以中國精神改造中國畫
呂鳳子出生於1886年，曾考取兩江師範

學堂(現東南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校前身)
圖畫手工科，當時圖畫手工科的教學體系是
「中西並學」，既教中國畫與書法，也教授
西畫。是故呂鳳子擁有深厚國學根基的同
時，亦通曉西方的繪畫以及其中的哲學邏
輯。不過，在當時「西洋派」與「國粹派」
的論戰中，性格內斂溫和的呂鳳子並沒有加
入到論戰行列。
彼時學校的素描課程由日本人教授，「日
式素描」，重視線條，與中國傳統的線描頗
有共通之處，這對於呂鳳子以線為主的畫風
奠定影響極大。蕭平在談及呂鳳子繪畫過程
時說呂氏往往凝視白紙良久，然後一下筆就
以極快的速度畫成，充滿力量感，深厚的線
條功力，讓描繪對象在寥寥幾筆中就具有飛
揚的神氣，「我們看他畫中人物的點眼，每
張都不同，一個眼眶內點兩點，立即眼光閃
爍，這即是以少勝多，以簡勝繁，體現了中
國畫大寫意的核心精神。」蕭平認為呂鳳子
雖然學過西畫，有精準的造型功力，卻不用
西洋畫來改造中國畫，而是用「中國自有的
精神，來發展現代的中國畫。」因此他雖受
「中西合璧」式教育，但這與後來的徐悲
鴻、劉海粟等人的「中西合璧」有着從角度
上的本質區別。
蕭平曾說過一般仕女圖中的女子都是「柔
弱、矯揉造作的」，可呂鳳子的女子，
「真」是第一位的，「要真、要善、要美，
他不要女性病態、妖態的美。他在畫女子時
和畫男子不一樣。中國有一種畫法叫『吮

毫』，就是把毛筆用口水吮一吮，這樣再來
畫女子臉部，會感到線條非常豐潤。」

「矢志辦學，吾意決矣!」
抗日戰爭爆發後，呂鳳子的創作幾乎都是

在記錄所感所思，繪畫的風格一下子轉向現
實主義。展中的文字介紹提到這一階段他的
繪畫大致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入蜀後創作
的、通過速寫式的沿途見聞，反映國破家亡
之際逃難民眾的苦難。另一類是前賢詞意，
以辛棄疾為主，借古喻今，體現壯懷激烈的
愛國豪情。第三類是佛教人物，以佛喻人。
以1942年夏天創作的《四阿羅漢》為代
表，呂鳳子創作了大量羅漢，通過羅漢的
喜、笑、怒、罵，借助佛家故事反映社會現
實昏暗。
呂鳳子晚年曾說自己一生只做了三件事：

畫畫、教書、辦學，他的一生中，先後「三
次辦學」，都是將家中財物變賣，用於建
學，1910年，呂鳳子到滬創辦了神州美術
院，這是中國最早的一所美術專科學校。後
提倡女權的呂鳳子為「讓女子走出家門，接
受教育」又建立了「正則女校」。
上世紀40年代初，呂鳳子率領自己學校

的師生作數百幀抗日書畫，包括他本人創作
的數件，都由黃齊生帶到延安，當時毛澤東
主席連連點頭稱讚，黃齊生返渝時，毛澤東
又拿出一條延安毛毯，請他轉交給呂鳳子。
同年春，張大千遠道赴璧山看望他，談到辦
學，他勸呂鳳子不要「自找苦吃」，還是賣
畫謀生，可餬口養家。呂鳳子卻說：「矢志
辦學，吾意決矣!」張大千見他態度堅決，
便要資助其到成都辦個人畫展，然後，等到
成都呂鳳子畫展共籌款6000元，自己卻分
文不留，全部作了辦學經費，當時的張大千
感動地說：「呂鳳子人品高尚，淡泊名利，
真是為人師表。」
呂鳳子一生不附權貴，為了感謝美國總統

羅斯福援華，國民政府曾邀呂鳳子為羅斯福
畫像，呂鳳子接受了邀請，羅斯福隨感謝函

附送了2000元美金，如此大數目，呂鳳子
全用於建設校舍。
1945年在重慶期間，呂鳳子被教育部聘

任為「國立藝專」校長，同時亦要為「正則
學校」籌款辦學，他不斷作畫答謝各界，以
致患上手臂顫抖之疾，不過，受此影響，呂
氏的用筆反而更加精簡粗率，剔除了一些不
必要的繪畫細節，更散發出大寫意的精神氣
象。抗戰勝利後，時年60歲的呂鳳子在回
家鄉江蘇丹陽之前，將苦心營建的223間校
舍連同設備和儀器等全部無償地贈送給當地
璧山政府留作辦學用。1946年秋，回到家
鄉的呂鳳子重建正則，學校分四部分：正則
小學、正則中學、正則職校、正則藝專。

新金陵畫派的理論奠基
作為美術教育家的呂鳳子，早在20世紀

初業已具備了明確的繪畫主張，提出了一系
列新觀念。在他看來，繪畫要重視美感體
驗，並提出「人生製作即藝術製作」的理念
以及「三宗劃分」的繪畫史觀。呂鳳子認
為，繪畫創作不能脫離時代，國畫要有自己
的文化基礎、思想基礎，借鑒任何外來的文
化都要在保持中國畫本身固有的基本特徵的
條件下加以消化吸收。

蕭平指出作為理論家，鳳先生是「新金陵
畫派」的理論奠基人。他的一部《中國畫法
研究》，不但成為「新金陵畫派」崛起的理
論支柱，還為中國畫的復生奠定了基礎。
「呂鳳子先生曾說，藝術製作止於美，人生
製作止於善，這應當成為藝者的座右銘。」

晚年撰寫《中國畫法研究》
解放後，呂鳳子先後擔任蘇南文教學院

教授、江蘇師範學院藝術系教授、圖畫製圖
系主任、江蘇省國畫院籌備委員會主任、中
國美協江蘇分會副主席等職。為表現新生
活，也為了「藝術能讓老百姓看得懂」，呂
鳳子擱置自己的「羅漢」和「仕女」，創作
了一系列反映時代潮流的作品，取材現實生
活和勞動人民，人物形象更寫實，為了追求
畫面的簡單易懂，晚年的呂鳳子不再使用
「鳳體字」，改用行楷，題句使用白話文。
晚年時的呂鳳子提筆便手抖不止，必須要

用左手托住右臂堅持行筆，於是在1956年
他開始撰寫《中國畫法研究》，此時古稀之
年的鳳先生被查出肝癌晚期，根據其學生葛
藤回憶：「他在1955年 12月就已經吐血
了，到1956年3月18日，他就開始動筆寫
《中國畫法研究》，他知道應該把自己一生

的繪畫經驗總結下來。」
一年之後呂鳳子抱病完成了《中國畫法研

究》。書中呂鳳子將數千年中國畫的基本原
理、特徵、方法等進行了系統的剖析，可以
看作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繪畫理論的經典
代表。雖然篇幅不大，但是誠懇地討論了中
國畫領域的許多核心問題。
在談論書法與繪畫的關係時。呂氏認為中

國畫一定要以滲透作者情意的力為基質，
「這是中國畫的特點。所以中國畫最好要用
能夠自由傳達肩、臂、腕力的有彈性的獸毫
筆來製作，用手指或其他毛刷等作畫，只能
構成一種缺少變化的線條，它不能用來代替
獸毫筆。」而「成畫一定要用熟練的勾線技
巧，但成畫以後一定要看不見勾線技巧，要
只看見具有某種意義的整個形象。不然的
話，畫便成為炫耀勾線技巧的東西了。」
1959年鳳先生在蘇州辭世，如今對於呂
鳳子的鮮有提及，蕭平認為有句老話可以概
括——「陽春白雪，和者蓋寡」。「他作品
的流傳不夠廣，他的時間主要獻給了學校教
育，他的畫畫時間不能和職業畫家比，一輩
子畫的畫也不過2000張，大部分是在新中
國成立以前，新中國成立後他得了重病。他
的很多畫被帶到海外去了。」

■■呂鳳子像呂鳳子像 ■■呂鳳子寫實風格的畫作呂鳳子寫實風格的畫作。。

藝術止於美，人生製作止於善
「重識」金陵畫派先驅呂鳳子

■湖北天
門市石家
河新石器
時代遺址
出土的玉
器。

■■呂鳳子與師生合影（左）以及民國三十三年正則學校的畢業證書。

■■呂鳳子《自在尋詩》

■魯迅《自題小像》

新華社照片

■陝西神
木縣石
遺址皇城
台遺蹟發
現 的 玉
器。

■■呂鳳子《松下羅漢》 ■■呂鳳子的仕女畫作 ■■呂鳳子《梅石雙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