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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激情不灭》是一本有料有趣的知识分子传记。作者以周密的历史视角，从中国百年油画史的纷繁人
物中，挖掘出一个与林风眠、刘海粟、关良、颜文樑等有私密交往、艺术风格上一脉相承又有所创新
超越的“艺术隐者”——陈均德。作者历时数年潜心研究，走访诸多相关对象，通过深入而丰富的鲜
活细节，生动且深刻的文字表达，将一位半个世纪以来坚持东西方艺术交融探索、个性鲜明的艺术信
徒的曲折经历和理想追求表现得有血有肉，由此折射了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东方国度跌宕起伏的发展命
运，也呈现了一个不攀附权势、不谄媚资本、坚持独立人格、不畏孤独探索的艺术家的性格和精神。
该书所揭示的六七十年代西方现代派艺术在中国内地沦为上海个别冷寂公寓“地下文化”时，主人公
与林风眠、刘海粟、关良、颜文樑、闵希文等艺术大师密切交往的经历，堪为珍贵史料，读来引人捧
腹或沉思。该书的文化贡献显著性在于，为读者和学界推出了一位年近八十、具有文化符号意义和学
术研究价值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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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曦林，上海《新民周刊》社长、主编；《财富堂》执行社长、总编辑。一个长期主持深度报道媒体
、拥有高级职称的文字工作者，也是上海最高新闻编辑奖（第五届上海市韬奋新闻奖）获得者，
自1986年起发表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近几年来发表了大量的时评和艺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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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造是作者的原因，还是传记主人公的原因，总觉得质感不好。
2、画和文字都喜欢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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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作者介绍：丁曦林：前《新民周刊》社长、主编。阅读分享：这是本介绍上海油画家陈钧德人生
故事的传记。陈钧德，1937年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祖籍浙江镇海。1960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
院舞美系。毕业后分配到上海警备区战力文工团从事舞美设计工作，后被安排在工厂做刨工。1973年
开始在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任教至退休。他从小喜欢画画，青年时期接触并受教于著名画家刘海粟，
林风眠，关良等人。不论在怎样的生活条件或者社会环境下，陈钧德始终坚持现代派油画创作，终于
成为一代大师。陈老始终坚持做自己，并成为了一代大师，让人印象深刻。但更吸引我的是书中画家
刘海粟，林风眠，关良，陈钧德等对画画艺术的分析和实践。我不得不惊叹作者丁曦文先生对画画这
门艺术的了解，否则不可能写得如此细致深入。我喜欢画画这门艺术，读这本书感觉受益良多。读这
本书，我做了很多笔记，觉得必须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画家林风眠：林风眠是一个貌似胆小、
懦弱，其实内心强大而孤傲的人，宁可自己不被全世界所理解，他还是坚持做自己的伟大隐士。外面
的革命运动如火如荼，他退避三舍，只做一个安安静静的自己。他对社会抱有戒备，对来访的陌生人
抱以警惕。林风眠指点青年陈钧德：以世俗的审美看，一尊完整的雕塑才是最美的。但是搞艺术的人
一定要有意识，凡是设定死了的东西，给观众的想象余地很少。适当留一点残缺，反而会给人更多的
遐想和思考⋯⋯绘画，要给观众留一点余地。陈钧德评论林风眠画作:林风眠沉静、自由的胸怀，其用
线用色堪称一绝。画家刘海粟：性格外向，敢说敢言，与各色人等应酬起来得心应手。刘海粟指点青
年陈钧德：侬勿要怕情绪化，勿要怕“神经质”。要珍惜情绪，神经质，哪怕是极端的。普蓝和橘黄
是刘海粟油画作品中运用得最多的色彩，无论风景还是静物。陈钧德评论刘海粟画作：刘海粟的创作
无拘无束，笔触苍劲，目中无人，是老天真，老顽童。画家关良：青年时代的关良，曾经是个事事考
究的“老克拉”，风度翩翩，头发收拾得挺挺括括，也非常喜欢社交、无拘无束。但岁月和“运动”
磨去了他放浪不羁的一面。等到陈钧德与关良交往时，老先生衣着几乎总是一身蓝，生活非常简朴，
只是依旧喜欢交流。一时聊不过瘾，他会招呼陈钧德陪他一起去复兴中路上海电影院旁的理发店，一
边理发，一边继续谈话。关良的艺术风格非常现代，肆无忌惮地玩变形，玩意象，根本不受明暗、光
影之类清规戒律的束缚。关良的中国式写意油画，完全弱化了物象的三维空间，却为线条与色块的独
立审美打开了广阔天地。他线条洗练，流畅，用色明快简约。关良指点青年陈钧德：画画，不要受制
于对象，也不要受制于技法。譬如画静物，不必将自己想画的东西一一摆出来，摆出来只是为了构图
，为了对明暗对比的把握。但真正有味道的静物，是积淀在你脑海里的东西，你要能够摆脱对象的存
在而画出心中的静物。这样画无拘无束，更自由自在，更能表现自我的情感。技法也同理，我画油画
，技法大多是水墨运笔的方法，拉线条，轻背景，活脱脱的味道就这样冒出来了⋯⋯陈钧德评论关良
的画作：关良笔下的形象完全来自头脑，充满童趣和想象，绘画风格是带有中国味的立体主义。陈钧
德对塞尚的画作分析：大面积使用小笔触，且顽强地运用对比色塑造平面。他的画面全盘以色彩来表
现层次的推移。色彩和谐不说，气韵还异常灵动。陈钧德对绘画的理解：学习绘画，所学的东西越多
越好，但成功的关键是钻得进去，也要跳得出来。一切学习都需要消化，强壮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真
正变成自己的东西。对于油画而言，线条是骨架，色彩是血肉。陈钧德这样看待线条：世界上原本没
有孤立存在的线条，所谓线条是画家凭借自己的眼睛看出来的，或者是画家凭脑子无中生有的，但这
种线条是画家与外界交流很重要的工具。陈钧德在色面运用上，于深颜色里大胆运用白色，而白色不
是稀薄的，不是运用调色油将油彩变得更淡，恰恰是浓纯的、厚实的；运用白色增加画面的空灵感，
也通过白色的调配，让五颜六色的色面巧妙组合后，顿时显现深远的意境。在构图上，传统油画是焦
点透视，传统书画是散点透视，前者基于科学，后者基于哲理。陈钧德从后印象派、表现派、野兽派
出发，探索了很长时间。他的构图难点不在于科学和哲理的冲突，而在于如何运用普世性的油彩和画
布表现东方的审美哲学。这些画家们对绘画艺术的研究和积累对喜欢艺术的人们，不管是绘画，文学
还是其他方面的，都是有着巨大启发价值的，值得吸收和借鉴。艺术获得成功是非常难的。艺术水平
高低主要是个人天赋和努力的结果，而成功还关乎利益。社会如同江湖，有利益就有争夺，一争夺，
学术啊，影响力啊统统成为幌子，剩下的硬实力只是赤裸裸的“关系”了。艺术家的作品售价，从来
不会无缘无故地扶摇直上。艺术家变成艺术大师，不仅仅靠艺术家本人，还需要策展人、媒体人、评
论家、画廊、美术馆等多方面推动，其中最重要的力量是金融的力量。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大致呈一个
“三角形”，其基础，永远是画家的作品品质，但品质好而未能晋级大师的画家委实太多太多。自基
础层面再往上，是美术馆、博物馆、评论家、媒体等，以美术史为坐标，为艺术家找到适当的学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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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再往上，就是“运作”层面，需要画廊、拍卖行、艺术基金等共同参与。在这个层面，资本的力
量最为神奇。资本能调动、整合各种资源，最终帮助艺术作品实现向金融产品的转化。除了上面整理
出来的笔记，还有很多关于艺术创作，艺术商业的知识。这本书值得对艺术有兴趣的人仔细阅读。我
一边读着描述这些画家的文字，一边在网上找出他们的画作欣赏，顿时觉得理解加深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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