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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当她不再存在时，我记忆的一半也就不在了；而假如我不再存在时，那么，所有的记忆也就都
不在了。是的，在忧伤与虚无之间，我所选择的是忧伤。”——福克纳 《野棕榈》这本书讲了些什么
：7月，从社长那里拿到一部稿子《海上新美术先驱——张聿光》，讲述的是20世纪初到60年代海上新
美术的代表人物张聿光在文化转型的近现代舞台上曲折的艺术人生。这位西汉谋臣张良的后裔，在那
个时代，是新美术学子瞩目的先声人物，当下的一些美术大家里，如徐悲鸿、刘海粟、谢之光、陈抱
一，曾与之共事，是他的老朋友，甚至是他的学生，在他诸多的艺术实践中，有作照相背景与舞台背
景，早期讽刺画刊于报端，在新美术学校任校长教授，赴东瀛考察留学，又趋西洋画家处研修，复归
本土创冶欧斋画风，其间还研发美术颜料的生产。他的学生陈抱一曾追忆：“他的画也最能引起我的
兴趣。”这位老先生将他谦逊、高逸的气品融入自己的创作中，留下了非常多的书画作品、篆刻图章
。但他身上一切美好的光明纯洁，却在黑暗的年代里成了被侮辱、被损害、被抛弃、被碾碎的正当理
由。我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在遇到这本书之前，我曾读到《读库》的一篇文章，名为“被背叛的遗嘱
”，书中作者因一本书《钢琴诗人顾圣婴》而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给顾圣婴写点什么。但是却遇到了
和本书作者一样的问题：资料难以收集，遇到的回答不是茫然的眼神，就是事不关己的敷衍。于是整
个行文就从纪念变为追问：是谁让顾圣婴的声名渐行渐远消逝在历史的风中？这也形成了我的问题和
模糊感受。在读到这部稿子后，同样的问题和感受又冒了出来，有了和那篇文章作者一样的责任感：
帮那些即将消失的记忆留下痕迹。而且它们会越来越清晰。我为什么推荐这本书给读者：一些细小的
原因：这本书传达出的信息：那时的美术大家在做些什么，在用什么态度去做；这本书的成书历时8
年，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对张聿光资料的收集，但是憨厚的作者有直心，对资料的考证考订、辨伪求
下了真功夫，值得尊敬；看到很多珍贵的图片，认识很多人；这本书会让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马
利画材公司走进越来越多人的视野。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没有人看，它就成了全世界最寂寞的书；等
待着其他看到这本书的人再以新的形式复活张聿光。附录：采访对象：陈杉杉  本书作者之一采访者
：  王卓娅   本书责任编辑（1）为何在众多海上新美术画家中，您找到了张聿光？海上新美术画家众
多，而海上新美术先驱则屈指可数，正是先驱往往湮没，几乎成为先驱效应。在近现代美术深入研究
中，发现张聿光只是被零散提及，是个破碎的散片，被浮云尘封遮蔽了。他对现代舞台美术有变革和
创造，而在民国时期，陈定山说当时人们就数典忘祖了；他是早期漫画的元老，而以后的漫画界几乎
把他遗忘；他的绘画在南洋劝业会展出并获奖，历史材料存世极少，后人几乎一无所知；他曾任上海
图画美术院院长，而后人只知刘海粟，却不知张聿光；他最早实验绘画用的现代颜料，而现在有谁知
道颜料和张聿光的关系呢？于是梳理史料，寻访年事已高的后人，在这过程中不断发现和完整人物，
可以说是一项抢救性工作。（2）您被张聿光的什么地方所吸引，要为他写本书？张聿光是上世纪初
中国美术转型期的先驱，对美术的诸多方面有重要的启导作用，而在近现代美术史的著述中，这些几
为空白，提到的也是语焉不详，张聿光的贡献是20世纪中国美术不应该的缺失。熟识张聿光的陈抱一
、徐悲鸿、陈定山等新美术画家，有的因为去世过早，有的漂泊海外，均未能留下详尽的文字资料，
而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也囿于资料匮乏，缺少关注。历史缺失而待补充，这是被吸引的一个方面。其二
，张聿光画室名“冶欧斋”，他身处20世纪中国美术转型期，如何冶融欧洲艺术入东方美术之中，是
一个值得探讨研究的学术课题，也是对艺术演进个案饶有兴味的观照过程。（3）张聿光的画作，在
您看来，与其他画家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张聿光的绘画总体上说，早期吸纳西洋元素，中后
期回归本土。有个演进过程，出于身世迁徙和人缘机遇，他早年中西兼修，但在留洋海外的艺术学子
不断归来的情形下，他并未专寻西洋路线发展，而更多地转向传承艺术的出新，和冶融欧洲艺术于本
土美术的实践之中。（4）在您看来，张聿光的文革经历和之前的成就对比是否是促使老师挖掘其史
料的动力？20世纪30年代后期时局的动荡，对张聿光的人生和艺术都有冲击和影响，他更多地关心国
家民族的存亡，以极大的热情投入救亡筹赈的艺术活动中。步入新中国，政治运动、社会活动对美术
表现形式有一定的规范，从而对艺术语境的关注相对减弱。1960年代“文革”发生，对他的精神和艺
术撞击较大，衰年重创以至抱憾而逝。张聿光一生成就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美术现代转型的努力，他的
努力与贡献对新美术运动和新美术教育都有积极的推动和深刻的影响，而这些均对后世有重要的启迪
作用。

Page 5



《海上新美术先驱——张聿光》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