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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樺先生晚年時曾與其共事、學習的吳
長江，認為李樺對20世紀中國美術作出的
重要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藝術創作以
及藝術教學，他特別指出在教育方面，李樺
最重要的成就是「育人」，「新中國成立以
後，李樺是第一位中央美術學院版畫系主
任，他是一個地位特殊的人物，在中國版畫
界、美術界非常有影響，所以他在教學、版
畫創作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貢獻。」
吳長江說，早期的李樺，20世紀前半葉
代表作品都是時代的經典，好像《怒吼吧，
中國》，2005年曾參觀東京藝術大學資料
館，發現該館收藏的中國美術家兩件作品其
中之一，就是李樺所作，吳長江感嘆「可見
他們對李樺先生在那個時期的作品是非常看
重的。」

版畫藝術應反映生活
在吳長江眼中，李樺是「一個特殊的

人」，「我1978年入學，入學時李樺先生
還在教學一線，做具體的木刻教學，帶研究
生也帶李樺工作室的學生。他的藝術創作和
他的人生是一致的：關注時代的社會發展，
所以他的重要作品都表現了一個時代，剛才
提到的那些作品，包括解放以後各歷史時期
的創作，以及後來他組織的一些重要學術活
動。」
對所有從事美術創作和版畫創作的青年人

才，李樺都給予100%支持、扶植。「我記
得上世紀80年代初，李樺先生開始倡導中
國要發展『三版藝術』，因為那個時候石版
畫、銅版畫、絲網版畫剛剛起步，從事創作

和教學的人比較少，他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
初期，中國應該推進『三版事業』的發展，
所以他倡導了全國三版專題展覽，隨後又有
其他院校的專題展覽。李樺先生帶着我們下
鄉，也包括1978年第一屆版畫系的學生，
下鄉以後做的專題小展覽上李樺先生對我們
作出批評：『你不要畫那麼多頭像，你看社
會的生活千變萬化，各色的人種都有非常多
的生活形態，你們應該用那些生動的筆觸、
用速寫、摹寫這些東西記錄我們的生活、記
錄它的豐富多彩。』」

教書育人並重
吳長江指出李樺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全面的

多面手，除了版畫創作，還有水墨速寫，
「特別是他在美院版畫教學中提倡『要畫快

的、組合的默寫』，這一點和葉淺予等幾位
先生的藝術想法是一致的，他主張版畫系的
東西要『活』，要能夠表現我們現在社會的
變化，人的狀態，所以這一點對版畫系，對
全國版畫的創作都是很有影響的。」
回憶當時美院版畫系幾乎每位學生都有李

樺的題字和他親手寫的前言，吳長江感嘆李
樺是把學生視為新中國版畫事業最重要的力
量，而李樺正是用自己的經歷、藝術、理想
來教育這些年輕人。「他是一個有高尚情操
的人，退休以後，把自己的全部版畫的原
版，都交給了版畫系，在他去世後又被轉捐

給了中央美術學院，可以說李樺先生把自己
的一切奉獻給了新中國美術教育事業和版畫
事業。」
是故吳長江認為，對老一輩重要美術家的

回顧，也是今人對自己的檢討，「在今天這
個新時代我們要真正作出好的、為人民服務
的藝術，李樺先生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典
型。」

談師生情 李樺憶吳長江：
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版畫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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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藝術巨匠百年誕辰座談（下）

——張仃張仃、、葉淺予葉淺予、、李樺的藝術觀與育人之道李樺的藝術觀與育人之道

■中央美院
紀念李樺誕
辰展海報

■李樺木板
刻作品

2017年，二十世紀藝術大師潘天壽誕辰120周年，李樺、李可

染、葉淺予誕辰110周年，張仃誕辰100周年，為了追憶五位先

賢，中國文聯、中國美協共同主辦「紀念潘天壽、李樺、李可染、

葉淺予、張仃百年誕辰座談會」，邀請眾多美術家和五位先生的親

屬、老友、學生回憶往事點滴，記述、研究他們的藝術人生，同時

思索現時中國藝術面臨的新問題。

現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歷史上唯一一位女性院長常沙娜回顧老師

張仃先生的教學思想，而版畫前輩藝術大家李樺、海派藝術大師葉

淺予，他們的一段段故事由後輩口中講出，讓我們看到發出光輝的

不僅是他們不泯的藝術，更是他們高尚的情操和為人品格。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夢薇

「一轉眼他們離開多年
了，我們當年的年輕一代
現在成了老一代的，現在
年紀大了經常懷念過去，
對這些老前輩經常想一
想。」現時中國藝術創作
風格舉目繁星，曾經隨父
親常書鴻去敦煌臨摹壁
畫，經歷中國藝術半個世
紀發展的常沙娜，回憶起
曾經的老師張仃先生，認
為無論是藝術創作力、推動力，抑或
是治學的論點，都是中國藝術發展史
中的重要人物。
常沙娜指，作為上個世紀中央工藝
美院非常重要的院長，張仃的漫畫、
膠膜、壁畫，無一不是「根據需要」
發展出來的：「他到了學院以後很明
確地提出來我們工藝美術要完全根據
社會的需要來發展、按國家的發展需
要發展，他提出創作，要解決衣、
食、住、行等生活中所需的設計，要
和實用相結合，改進國家和人們的發
展需要。」常沙娜回憶當時「衣食住
行」是美院的重要創作標準，「他用
篆刻設計我們校徽，各種顏色篆刻出
來的藝字，說明我們永遠為人民生活
所需創作。」回憶張仃彼時的藝術主
張，常沙娜認為，這正是「國家所

需」，「有一段時間
忽略了他們老前輩提
出的『古為今用，洋
為中用，傳統的、民
族的、科學的、大眾
的』，當年周總理、
梁思成也提過，張仃
先生一直按照這個程
序推廣，所以張仃先
生為我們工藝美院奠
定了特別好的發展基

礎。」

對現時藝術發展的啟示
直指如今工藝美院與清華美院合

併有些失去張仃的初衷，「在建築方
面完全不符合當年老前輩提出的主
張：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常
沙娜認為，就裝修設計來講，創作的
宗旨仍應該不忘前輩教誨，「想想
張仃先生當時是怎麼推廣、發展這
些的？」
「我們現在的建築，怪異的東西太
多了，繪畫上面也是突出自我，自己
想怎麼弄就怎麼弄，越怪好像發展得
越好，這是不對的，我們今天緬懷老
前輩，老前輩們的宗旨是文化自信，
將民族的東西推廣。所以我們要回顧
一下，知道什麼是需要發展的，什麼

是需要更正的。」

呼籲將設計納入「美術」發展
常沙娜眼中，張仃先生是「多能之
人」，「因為他是從延安過來的，所
以在藝術方面提出了『按需創作』的
概念。而且在治學方面，文革時，他
鼓勵年輕人，文革後回復教學，他又
積極地去發展和推動，改革開放以
後，他讓學校『請進來，派出去』的
交流非常活躍，所以張仃先生給我們
工藝美院作出了非常好的奠基和引
領。」
提及建國後張仃作為藝術領域中的

砥柱人物，參與了多項國家的設計工
程，常沙娜指老先生仍舊是「實實在
在地做事」，「國徽設計他參與了，
政協的徽也是他設計的，國徽是和梁
思成先生合作，比例尺度都是他主導
的，但是，我們搞設計的人從來不署
名，張仃先生也說『搞設計是合作，
是共同完成的，不是畫一張畫簽字、
蓋章署名就是誰的，我們是合作去完
成社會的所需』。」秉承「美術和設
計相結合」的老前輩指引，常沙娜呼
籲中國美協在視覺藝術之外，亦要重
視在藝術設計方向的發展，「把設計
也列入我們的美術的範圍之間，讓藝
術去融入生活。」

常沙娜談張仃常沙娜談張仃：：
推動民族的推動民族的、、科學的科學的、、大眾的藝術大眾的藝術

■■張仃張仃

常沙娜簡介：
1931年生於法國里昂，自幼隨父常書鴻在敦煌臨摹壁畫。

1950年回國後，在清華大學、中央美術學院任教，是我國著名
的藝術設計教育家和藝術設計家、教授、國家有突出貢獻的專
家。現為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教科文衛
專門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第五屆執行委員。曾任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

■■中國美協顧問常沙娜中國美協顧問常沙娜（（中中））發言發言。。

中國美協顧問蔣采萍回憶：記得張仃先生當時還
不到40歲，是1955年，他領着我們班在頤和園寫
生一個禮拜。我們就開始畫佛香閣、玉帶橋、十七
孔橋，回來交作業，先生看了說：「沒有一個有意
境的，都跟景點旅遊照片一樣。」我也琢磨不出來
怎麼才能畫出意境，最後張仃先生出發，我像「跟
屁蟲」一樣跟過去，看見他上後山，但是沒畫景致，
而是看見牆外農村、地裡走回來的人、小孩在玩、
老人在休息……他畫得非常好看。我受到很大啟發。
第二天也上後山，正好有塵霧、雜樹多，沒有類似
景點的樹和房子，水也是亂糟糟的，但是很自然，
我就畫一張，晚上給先生看，他評價說：「這算有
意境了。」
「意境」很抽象，當時理解不出來，張先生很會
啟發人，他說：「如果盲目崇拜西方，忘掉了自己
的傳統，只會畫表面的造型，那怎麼才能追求到畫
面裡內在的東西呢？」老師那時真是一點一滴、一

步一個腳印帶着我們走過來的，我們怎麼可能忘呢？
而葉淺予先生，當時西畫正勁，葉老在教育

上卻主張白描，特別強調水墨畫傳承的「體
系」，所謂的沒有體系不能傳承，他認為如果我
們和油畫系一起學習西方解剖學、西方色彩，就
和中國畫不合適，因為西畫的「焦點透視」和中
國畫不在一個體系。另外色彩學更不搭，我們中
國畫是「隨意敷彩」，如果只講「三稜鏡透過七
色光」，那個東西和中國畫色彩完全不一樣，他
認為除了造型，應該有中國畫自己的構圖學、還
有中國畫色彩學、中國畫的顏料學，他論述中國
畫系作為傳統的繪畫教學，在現代畫的教學系統
裡面，應該怎麼去西化，他在1961年做了構圖
課講座提到8大關係，20條原則。記得葉淺予先
生1955年講《中國畫顏料的研究》，這本書我
現在還有，這本書讓我後來對中國畫傳統顏料很
有興趣，也實驗着去做。

記者手記

蔣采萍憶張仃蔣采萍憶張仃、、葉淺予教學小事葉淺予教學小事

中國美協顧問楊力舟指出，20
世紀30年代的中國正經歷家國圖
存救亡運動、左翼運動和新民主主
義文化思潮，這時的葉淺予從家鄉
到上海，自學成才，用速寫和漫畫
形式邊學習邊創作，主要揭露、諷
刺黑暗時代舊上海社會貧困、腐敗
的實例。「他掌握了簡單有力的速寫
手法，大膽利用連環畫、漫畫的藝術
形式，誇張幽默地反映現實生活，好
像長篇漫畫《王先生和小城劉金
貴》。楊力舟指出，葉淺予的畫筆從
一開始就直接描繪市井下層勞苦大
眾，是文人用筆勸善棄惡，追逐時代

潮流的文化自覺。
20歲時，葉淺予的漫畫和速寫人物在上海紅

極一時，拍成電影達11次，受到民眾的喜愛，
影響之大，可謂以引領中國當代漫畫先鋒，亦是
因此以「奠基人先驅」載入史冊。
待日寇入侵中國，葉淺予組織領導上海漫畫

宣傳隊，用犀利的漫畫活躍在南京、鎮江、武
漢、香港、重慶、甚至是印度，為後來新中國的
漫畫插上愛國主義旗幟，在楊
力舟看來，葉淺予是為中國漫
畫發展史樹立了一座豐碑。
「新中國成立，葉淺予又開

始改良舊國畫，他用中國畫形
式去表達時代的情感。」楊力
舟認為，上世紀50年代初，
葉氏創作的工藝重彩《北京和

平解放》、《中
國 民 族 大 團
結》，都表明了
他的人生觀和藝術觀，「正如張仃先生當時寫文
章說，在當時對於國畫的推陳出新，葉淺予的作
品有它的重要作用，也是葉淺予創作上的里程
碑。這兩件作品場面大、人物多、民族性、時代
性很高，造型手法和技巧是時人不擅長之處：描
繪現實人物」，他續指葉淺予以高超的技巧，生
動地表現了歷史的真實和千姿百態人物背後的真
情實感，「60年以後的今天，這兩件作品仍不
失為20世紀中國畫壇的經典之作。」
楊力舟告訴記者。1933年開始，葉淺予的速
寫本終不離身，享譽畫壇的速寫就有兩萬件，他
指葉淺予速寫的超前技能和敏銳捕捉生活瞬間、
加以概括的漫畫功底，使得舞蹈人物、戲劇人
物，有着強烈的中國畫本色，不僅表現出戲劇本
身角色和故事情節，還能畫出不同京劇流派的表
演特色，和飾演者以及本人的形象。
「他的速寫弘揚了中國畫傳統的觀察方法，

直面生活去寫生，他的速寫影響了畫壇，速寫繪
畫的風潮。1948年徐悲鴻先生預言，今後出現

10個葉淺予中國文藝復興
時代就來臨了，回望歷史，
葉淺予先生的國畫、漫畫、
速寫被世人公認為三絕，達
到了20世紀中國繪畫人物
畫的時代高峰，真的可以說
是新中國美術事業中一座不
朽豐碑。」

楊力舟談葉淺予：
為中國漫畫樹立豐碑

■■葉淺予作品葉淺予作品

■■葉淺予葉淺予（（右右））及太太及太太

■■張仃設計張仃設計的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紀念》》郵票郵票（（CC44 44--11））19491949年年

■■葉淺予的水墨人物作品
葉淺予的水墨人物作品

■■李樺的版畫作品
李樺的版畫作品

■■張仃參與設計國徽張仃參與設計國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