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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顾爷，姓：顾，名：孟劼，字：爷。故被称为“顾爷”（没有啦，“顾爷”只是网名，我觉得听上去
很酷，但经常会被打成“姑爷”，平白无故多了许多丈母娘）。高中毕业后，我把自己空投到了澳大
利亚，学习“visaul communicaton"（这里故意用英文，就是想表现得高端一点儿，其实就是平面设计
的意思。）毕业后，顺利成为一名“苦逼设计师”。
关于艺术，一切的热情都源于单纯的喜爱。我并非科班出身，更没有教授头衔。因此，与其说我是在
做科普，倒更像是嘻嘻哈哈地聊天。如果能在博您一笑之余为您增添一些吹牛聊天的资本，那也是极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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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传奇人物：丢勒
叛逆分子：库尔贝
谜男子：维米尔
黄金之吻：克里姆特
怪才横溢：席勒
万人迷：马奈
被男神们包围的女子：莫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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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莫里索的《白日梦》好喜欢！
2、绘画门外汉装逼利器
3、还是不错的，但是第一本太有名的画都说得差不多了。这本里面的画相对知名度低一点，但是也
很好看。
4、有趣的入门性艺术作品解读，莫里索一节有点感伤。
5、正如第一本一样，平实易懂，但又不失知识性、专业性。
6、读过就忘了，但讲的很风趣
7、对话体，十分易读。有抓住人们爱看八卦的心理，认识了许多大事。棒！
8、很喜欢  语言幽默
9、一口气把一、二都读完了，写的很有趣，适合打发时间
10、有趣的故事，业余涨姿势
11、无聊时候的消遣书，可以一看~稍微了解一些艺术大师~
12、人物关系比较复杂啊（丢勒-席勒，莫奈-马奈傻傻分不清楚
13、其实  我觉得作为美术史入门读物  小顾写的还是很有意思的  至少他的三本书我在书店都读完啦
14、在正经的西美史基础上看看野史八卦可以，但千万不能颠倒顺序啊
15、二比一有趣！非常值得阅读的资本装逼升格的书
16、外行看热闹，相信一个礼拜后我就会把这些大师全忘了。。。
17、打开了我看展的大门
18、“老实说，只要大致正确，形式“市场化”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内容有硬伤就必须至少不
关注。” by螺旋真理   
还是只能是口水读物...有点忧伤，想推荐给老爸老妈看，估计会还不错。
19、哈哈哈哈哈哈。
20、蛮好的啊
21、选的图都很经典
22、好书一本，值得装逼犯们拥有
23、还可以吧，挺有意思的，不枯燥的美术
24、不错，反复提到一点，大艺术家都是不羁的，西方画创作灵感很多来源于圣经
25、简单有趣三星半，在书店用半个下午读完了
26、感觉比壹的文字要多不少，还是很轻松，完全可以一边看孩子一边就看完了。
27、作为一本绘画艺术家的普及入门书籍非常合适 能够通过全方位的介绍（主要是八卦 八卦 八卦）
和诙谐风趣的语言 直白的陈述抓住读者 适合闲暇之余一口气读完 内容看似浅显 其实在对每一位艺术
家性格和特点的描述上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推荐
28、艺术小白逛欧洲博物馆前扫盲速成书。去年在法国闲逛时苦于肚子里没有系统的艺术知识，听小
顾介绍完，那些博物馆的名画又清晰起来。
29、两本书下来记住两幅画：莫奈的蛙塘，维米尔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然后相信了化妆的意义。
30、超级好看。
31、2015年6月1日购于 amazon.cn
32、有趣，但还是记不住画家们的经历
33、八卦总是吸引人的，即便是画家的八卦。
34、一本正经的聊艺术聊八卦，不过，不如第一本精彩。。
35、可以
36、维米尔
37、美妙的邂逅。
38、比第一本更多俏皮话，不如第一本惊艳但是足够赏心悦目。门槛很低的艺术史~
39、两本书两天看完了。。。。虚高啊这个打分高了。。。。
40、好玩好读
41、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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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有趣的绘画艺术史
43、看来顾爷是真心爱席勒和克里姆特的！
44、书店随手翻 
45、冲着封面 喜欢克里姆提
46、可以比较形象得了解那些大师们
47、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48、2017022：那些年风起云涌的大师们的八卦和他们藏在作品中的小秘密的导读。非常有趣的绘画入
门书！
49、其实这些书就跟街头卖艺人耍猴一样，拉个猴出来耍两手特技，然后下一个闪亮登场，猴子只是
道具，还得看耍猴人心思，但是真的太无聊了。
50、有趣但关联度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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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艺术是一门深奥的学问。通常情况下，我们普通人去欣赏艺术往往都是跟随着专家的见解和分析
。但是，我们是否也曾经有过换个角度欣赏艺术的想法呢？也许很多的人习惯性思维地跟随着专业的
角度欣赏绘画，但是我们却也许就此忽略了某些其他的艺术精彩分享。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人，用
一个平民化的独特另类角度调侃似地向我们展示着另类角度下的独特艺术。个性化的顾爷用着他拿惯
有的独特语气和强调，深入浅出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创新的艺术赏析故事。继《小顾聊绘画1》，此
时此刻《小顾聊绘画2》又隆重推出了。带着一丝的好奇，更带着几许的期待，几许的探究，我们一
同走入《小顾聊绘画2》的精彩世界吧！定义为艺术普及，实则更是一次独特的艺术之旅，我们在这
里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阅读之感。虽然不是艺术科班出生之人，但是对于有着美感的艺术都有着期
盼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解读到与众不同的艺术讲解。绘画还是那些绘画，名家之作还是那些名家之作，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本书册领略到新新人类的艺术绘画分析讲解评析。尽管以前我在上大学时候也曾
上过艺术赏析课，但是同样的名家绘画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在这本书中，那些著名的绘画大
师不再只是苍白的，高不可攀的名字；在这本书中，那些著名的绘画大师被冠予了更加生动的代名词
。结合者他们经典绘画作品，借鉴了他们绘画的独特风格，嬉笑言谈之下便是一个又一个的全新定义
：传奇人物：丢勒；叛逆分子：库尔贝；谜男子：维米尔；黄金之吻：克里姆特；怪才横溢：席勒；
万人迷：马奈；被男神们包围的女子：莫里索-------- 艺术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如此独特切入点之下
讲解的绘画艺术是那样轻松自在。另类的解读，生动的描摹，零距离的接触，所有的这些特色让人有
着相当震撼的阅读之感。针对这本书册，我觉得它有着很多方面的亮点所在。首先，本书点评的手法
相当地独特。这是一种绝对属于新新人类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却又很是自圆其说地将绘画艺术
的背后故事诠释得异常生动，有趣。其次，严肃的绘画在这样妙趣横生的点评中带给读者的是更多的
欢快，更多的兴趣，更多的新奇，更多的阅读乐趣。再次，书中除了文字的解说外同样配合着绘画作
品的分享。让我们读者朋友们可以图文并茂地分享着最为近距离的绘画艺术和最为产生联想效应的阅
读反馈。直观，生动，独特，新颖，妙趣横生是本册书籍带给我们的无限阅读动力！不去探究这里的
艺术点评是不是真的符合标准的点评尺度。就一种欣赏的角度来看《小顾聊绘画2》很是别具一格地
向众多的读者展开着另类角度调侃的下艺术。这种有别于传统的调侃般的讲解，着实起到意想不到的
阅读效果。带给我们读者的是更多的遐想，更多妙趣横生的阅读体会。内行人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
。有时候看绘画艺术其实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另类角度来欣赏。
2、小顾聊绘画，介绍了7位艺术史上的著名画家，介绍其绘画风格、代表作品，品评其作品妙处，辅
之以生平故事，坊间轶闻，还时时添加顾爷个人的感受看法，还有脑洞大开时的YY，读之趣味盎然。
你会发现：“哦~~~原来绘画史也是这么有趣的东西。”趣味是一切学问的开始，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这句话是老生常谈了，但真正实践者寡。作为一本绘画入门书，顾爷聊天式的介绍非常适合绘画史
门外汉们，比起严肃的考据，跟读者侃侃大师们的生平轶事，讲讲大师杰作的来历，谈谈个人的玩笑
式评价，无疑吸引人多了。曾经阅读过外国美术史，背诵过各种难记的外国人名和地名的人，其枯燥
程度会逐渐消减你对学问的热情，绘画流派、大师生平、代表作分析，这些都是基础的学问，而往往
打基础是最需要毅力的，在狠狠打基础之余，与顾爷聊聊天，无疑能平衡一下被繁多琐碎知识点打击
的内心，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是一本非常有益的美术史学习补充阅读作品。我那被严谨美术史论著压抑
的内心，在顾爷这本线装裸背的小册子滋润下活泛了起来，于是深深喜欢上了顾爷调侃美术史的调调
。虽然由于本书的用语完全的口语化，读者容易把它作为消遣的读物，而谦虚的顾爷也在书中说”如
果能在博您一笑之余为您增添一些吹牛聊天的资本，那也是极好的⋯⋯“，但我仍然真诚的建议大家
，能把它作为学习绘画史的入门或者是补充读物来认真对待。毕竟，如顾爷这般把绘画大师与代表作
当做谈资，聊天聊得集结成书的，实在需要扎实的理论知识和阅读功底，否则万一把李鬼勿当李逵，
岂非贻笑方家。这本抛砖之作，在笑谈之余更多的是希望读者能从本书开始对绘画史的自我探索，在
浩瀚的知识海洋里，撷取绘画史方面的夺目明珠。那么就从这本书开始吧，去学习，去找寻，去追逐
，去掠去⋯⋯说不定哪一天，你也能如顾爷一般，把聊天聊圆咯~
3、20150912-小顾聊绘画21-15世纪/丟勒/德国纽伦堡丟勒，逼真的代名词，德国最伟大的画家，没有
之一。2-1819/库贝尔/法国：自信 叛逆 疯狂 才华横溢3-1632/维米尔/荷兰/艺术家分类：画匠、艺术家
、大师、传奇一幅好的作品引导读者的视觉4-1862/克利姆特/奥地利设计讲究理念 艺术讲究感觉5-19世
纪末/席勒/奥地利许多画家花一辈子也不一定能做到的事，他19岁就做到了。表现主义线条 绘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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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28早逝艺术不是时尚，艺术应该是永恒的6-1832/法国/马奈印象派之父 现代艺术创始人 你比我们
想象中的更伟大7-1814/莫里索/女画家
4、《小顾聊绘画》于我在艺术欣赏方面的意义就像《明朝那些事儿》于我在历史方面的意义。因为
本身太过拘谨，所以反而喜欢一些调侃甚至没正经的正经东西。看了《小顾聊绘画·壹》以后，就一
直期待《小顾聊绘画·贰》，而且其间关注了他的公众号，还一直嫌他更新太慢。在我心里，小顾就
是一个任性的八五后甚至九零后，他把自己满脑子的东西嘻嘻哈哈地讲出来，让你爱不光爱听，还能
在听了之后学到点儿什么。反正我就是从小顾以后才知道原来画里的每一个小道具或者颜色都是有其
意图的。他教给我这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如何去欣赏一幅画作或者雕塑，可能能交给更多专业的大学
生如何把画作得更为动人。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平视的姿态。他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知识而采取一种
高高在上的姿态（当然，可能有很多专业的人士会认为他并没有高高在上的资本），他就是跟你在聊
，不过这次聊的是“绘画”，是艺术。更多的时候，他甚至采取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是却从未调
侃过他眼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对它们一直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他调侃的是自己，还有这些喜欢
他的“观众”或者说“读者”。好在，我喜欢的就是他的调侃。这次在《小顾聊绘画·贰》里，他给
我们介绍了传奇人物丢勒、叛逆分子库尔贝、谜男子维米尔、黄金之吻克里姆特、怪才横溢的席勒、
万人迷马奈、还有被男神们包围的女子莫里索7位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中还穿插了他们的一些朋
友、老师甚至”仇敌“，当然还有少不了的一些八卦。不过小顾的重点一直未曾背离，八卦不过是行
文中性格原因导致的自然穿插，他还是可以较快发现并迅速回到艺术本身上来的。正是小顾教会了我
如何在绘画中看到画家是画的”朱迪斯“，因为她是美女、手中握剑还要手提一颗男人的头，另外还
要有一个不大漂亮的女仆。他同时教会我如何看待各位”朱迪斯“的优劣，慢慢带我这个什么都不懂
的人学着耐心去看，然后从中发现乐趣。还有那”达娜厄“与著名的”黄金雨“，看每位画家的处理
方式也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小顾聊绘画·贰》中的一些人物其实在他的公众号里已经聊过了，但是
，我仍然喜欢。现在开始期待《小顾聊绘画·叁》。
5、这本《小顾聊绘画.贰》用了三个小时就读完了，期间包括去网络上搜索这些大师及画作收藏地等
更加详细的介绍。而且我惊喜的发现，关于第一本书所提到的各位大师的作品和风格，都深深的印在
了脑海里，我想这就是顾爷的成功之处。且拿书中的第一位大师“传奇人物丢勒”来总结一下顾爷的
手法：1、首先映入眼帘的当然是非常有名气且有特点的自画像；2、用幽默诙谐语言简略讲述幼年经
历；3、总结他的画坛地位及风格，此处留下丝丝悬念，引人入胜；4、一般来说，以时间为主线，间
歇穿插比较有名气或有特点的画作，并找其他类似大师的画作作为对比，让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并
解疑；5、各种八卦，没错，我们都喜欢八卦。好了，接下来说一下本书我最喜欢的画作，维米尔《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马奈《女神游乐场酒吧》，分别收藏在荷兰的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和伦敦拓得
美术研究所，希望有机会能够瞻仰真迹。《小顾聊绘画.壹》的书评中有一些貌似专业的人士评论，我
真的想告诉你们，你们LOW爆了好吗，这本书也确实不是给你们看的，你们作为自诩的专业人士，在
专业上或许无丝毫造诣，今后的职业更多是可能一名画师或是老师而已，可谁还没有个自己的精通专
业及饭碗呢，我们作为顾爷的受众，就是想在工作之余，多一些兴趣，这就是我们需要的。 我想，顾
爷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多粉丝，是因为能够用尊敬的心态、调侃的语气及艺术普及的想法去做着一件有
意义的事情。
6、作为火象星座的我，果然还是没有忍住想看的心——所以⋯⋯虽然第一部买了之后觉得不如预期
好看，但是还是想收藏第二部。我要指出的是，这本《小顾聊绘画·贰》比第一部好看多了，保留了
很多微博上的内容——最初想买这本书，就是因为新浪微博 @顾爷  发了一系列特别特别有趣的聊绘画
的长微博，然而，第一部的书，却是大部分和微博的内容不一样，感觉好像是因为出成书，放不开了
，尺度不敢那么大，说话也不敢那么无所顾忌，于是变得规规矩矩，泯然众人，顾爷的风格畏畏缩缩
不敢展示，所以和他微博里的文字比起来，逊色太多。而这个第二部，就保留了不少微博的内容，虽
然有些内容是微博上有发布过的，但是，我就是喜欢他微博上那种口无遮拦的风格！我相信不少顾爷
的粉丝买他的书，也是因为喜欢他的搞怪而且脑洞大开的风格。从装帧方面而言，第二部也比第一部
来得好。第一部的早期版本甚至书脊有问题，虽然，我买的那本没有问题。如果说，第一部是因为从
“私人聊天”变成上“公开课”，所以扭扭捏捏正襟危坐，从嬉皮笑脸改成了严肃脸的一本正经教学
口吻，那么，第二部则是终于敢于面对真正的自我，说出自己的心声，嬉笑怒骂尽显顾爷本色。这个
才是我所认识的顾爷啊！我就是喜欢你 ”不正经“ 的样子。
7、公元15世纪，在德国纽伦堡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住着一户人家。户主是一个金匠， 有18个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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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金铺生意不错，却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在这18个孩子中，有一对爱好绘画的兄弟。他们从很小
的时候就展现出绘画方面的天赋。可他们知道，父亲没有能力供他们去学画画。两兄弟商量来商量去
，想出一个办法⋯⋯《小顾聊绘画2》一开头就便是这样娓娓道来，一个精彩的故事，让人迫不及待
得想要看下去。没有人能抗拒故事的魅力，所以也就很难不被这样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吸引。在这本书
里主要介绍了6位男神，和1位被“男神”们包围的“女神”：“传奇人物”丢勒，“叛逆分子”库尔
贝，“迷男子”微米尔；“黄金之吻”克里姆特；“怪才横溢”席勒；“万人迷”马奈；和“被‘男
神’们包围的女子”莫里索。看这本书的感觉就是津津有味和原来如此。就像知道那幅名画《戴珍珠
耳环的少女》，才知道原来是维米尔的作品，原来没有人知道他长什么样，原来他只画了三十多幅作
品却幅幅精品，放现在都是价值连城，甚至看他的作品还要动用到高科技，因为里面有些线索被隐藏
了。普通如我，没有什么艺术修养，连国内的水墨画都看不懂，就更别说国外的作品了。印象中也只
有《蒙娜丽莎的微笑》，这实在太有名了，有名到你不觉得它有什么好也会不好意思说出来。以前去
艺术展览，想要接受熏熏陶陶，但大抵都只是走马观花，只能感觉这幅画漂亮不漂亮，却说不出它为
什么漂亮。书里面也提到，一般人看艺术画，也许就看个30秒已经算很长了，但只要你盯着看5分钟，
你一定会有收获。下次可以试试这个办法。艺术不应该是被束之高阁和敬而远之的，我们需要这样的
“故事书”带着我们入艺术的殿堂，去培养对于生活的美感。就像同样是讲”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
悲“的故事，蔡康永的话却特别能触动你，“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
人约你去游泳，你只好说‘我不会耶’。18岁觉得英文难，放弃英文，28岁出现一个很棒但要会英文
的工作，你只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嫌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错过让你动心的人和
事，错过新风景。”所以相比一本分析艺术的权威书籍，也许这样的书更讨人喜欢。重点不仅仅是传
播什么，还应该关注怎样传播，让更多人去认可你的价值理念。一本书不应该只是被做出来，而应该
火起来，因为看的人更多，内容才能影响更多的人，流传得更久。最后，想说这是一本非常适合送给
女友的书。第一，你不用担心她不爱看书。第二，她一定能享受到阅读的乐趣。第三，也显得你有品
味。
8、年初与年末呼应吧，一年能连出两册倒也难得，可见浅浅又能让人开心的书还是很受欢迎的。封
面看着就叫人乐开花，照样还是叛逆浮夸，墨镜遮住双眼而又深藏画影。上部封面中顾爷爱的是梵高
，可眼底镜中却是伦勃朗，这次表面上爱着摇滚范儿的席勒，镜底的真爱却是金光闪闪的克利姆特。
上期虽然也够乱扯，但好歹还算内敛，着重话景，挑的也都是些还算比较老实的主，诸如专注睡莲的
莫奈，暴风雨中奋战的透纳，彩虹寄情的康斯太勃儿，苹果男塞尚，迷恋向日葵的梵高。这期则更加
放开了，越加癫狂与执着，着重话人。瞧挑的这些人儿，把自己自恋成神的细节控丢勒，画不惊人死
不休的库尔贝，每剑磨半年的维米尔，个个更出格。要么调皮地在画中暗藏杀机，抹掉窗影后的离别
及丘比特，与大家捉迷藏。要不就是随心所欲，跟朱迪斯开起玩笑，明明是出大义凛然的割头戏，在
不同人刷子下却也能出脱出不同味道。或淡定，或屠夫，或嫌弃。尤其是卡瓦拉乔的嫌弃版太生动了
，仿佛这表情才浮现了那么一两秒就被狠狠抓住涂抹在了画布上。上部大多都是些一线大师，大家太
过了解，故事的新鲜感也就没有那般惊艳。讲完了印象派、现代派的头把交椅后，本部随挑地一些另
类画派反而有些意外之喜。
9、刷完小顾聊绘画贰，2015年1版6印，依旧是裸背锁线，字数多了16千（100千字到116千字），定价
贵了18毛（38元到39.8元），页数（实际标注，不包括封面和封底等）少了2页（244页到242页）~个人
感觉，用纸有变化，更易划线和书写~还有就是吐槽增多~第二部有些小改动，直接上图，孰优孰劣见
仁见智：首先是目录页，左边为壹，右边为贰~可以看到：右边排版相对稀疏，并标明了艺术家名称~
接下来是章节开头，上图为一，下图为二~可以看到：上图信息更简单，有章节名称和读完后才能理
解到的符号；而下图则延续目录风格，标出艺术家名称，附带生卒年份~然后是章节结尾，上图为一
，下图为二~可以看到：上图的符号可以起到强化记忆的作用；下图则无此功能~确切来说，这一页算
不上结尾，右边还有犀牛速写~不过文字部分的确截止于此~再说说贰的页面装饰，部分页面多了如下
图的橙色包边~最后是经典的大家来找茬时间：118页右边配图的名称，“自读”应为“自渎”~
10、姑爷要的是什么？不就是给咱这种菜鸟一个启蒙吗？我从第一本追到第二本，觉得他的书，真的
比他的博文要精彩！要不是这两本书的启蒙，我说不定也看不懂他的博。姑爷的特色就是他的文风，
那么具有现代感的文字，多少人是写不出来的，寓教于乐大多数都乐不起来。而他的书却可以让我笑
的前仰后合，还拉着老爸看他的帖子。我不是艺术专业出生，看看仅仅是娱乐，也不觉得今后去看博
物馆可以有多少水平的提高，但这不妨碍我看这本书所获得的乐趣。纯属为了开心，也要读这么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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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读物。对，仅仅是为了乐一下，你也要读读看！
11、读完这本书，愉快之余，有些担忧。这样一本好书是不该但又极易沦为快餐书的。其实一本书的
好坏优劣，并不一定取决于读者的反馈，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读者有足够的水平来鉴赏它
，懂得它。有人会因为《万有引力之虹》过于艰难而不敢问津，而《小顾聊绘画》这样极为简白易懂
的书，又可能只被一些浮浅的读者当做炫耀的谈资，却没有看到它优秀的内在。虽然读书是极为私人
化的事情，顾爷自己也说“如果能在博您一笑之余为您增添一些吹牛聊天的资本，那也是极好的”，
但我还是坚持认为、也奉劝各位看官，不要把知识当做炫耀的资本，你要去汲取它，吸收它，增加你
修养的深度、人生的厚度，培养一种全新看待生活的眼光。开篇先扯了些题外话，全是由于对这本书
的偏爱。想来，这样图文并茂、印刷精美的书，老妪幼童亦能读也。这是一本上乘好书的重要要素，
否则，即使高妙如《尤利西斯》，也有其失之于晦涩的一面。这本书是专题的形式，一个章节讲一个
作家（翻了翻《小顾聊绘画》的第一册，亦是这般），这样最好。绘画史本来就是流派史，对于我等
门外汉来说，也就不需非常学术的从“绘画的起源”来进入绘画的艺术世界了。顾爷选的每一幅画、
写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各位画家的家庭、生平、逸闻趣
事、八卦故事，一股脑纷纷而上，完全迎合了人类的猎奇心理。整本书活泼自如的排版、艺术字、特
别提示、现代化的网络语言、PPT体、微博体（其实本书就是从顾爷的微博扩充而来）、友好的阅读
界面全都是为了在一种轻松的款款道来的状态下来引领绘画艺术的外行们，一步步走入大师级画家的
内心世界，开启绝世画作的不为人知的秘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作家的生平还是八卦，均非是看过
便罢的下脚料。一个作家的画作一定会受到他生活状态、人生经历的影响，就好比梵高画向日葵、画
农场，是他的社会身份和生活基础使然，他与他的表达对象在日常生活中最为亲近，他的三观也驱使
他来表达某一个题材。不然的话，你让他画钟馗，打死他他也是画不来的⋯⋯“穷而后工”是中国诗
歌界的老话，但对于绘画也同样适用，梵高过着刷锅水一般的艰苦日子，却栽出了最艳丽的向日葵。
画家的画风，还经常受到他的艺术导师、精神导师以及良朋益友的影响，而且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
还会对影响他的人的艺术风格进行突破、改进甚至颠覆。比如席勒就受了梵高的影响。顾爷介绍完了
专题画家的生平和八卦之后，就开始进入他的代表画作或知名画作。知晓一个画家而不知其代表作，
说不过去；知道代表作而不知其妙处一二，同样说不过去。顾爷告诉你的，就是这一二，是皮毛，足
够你以此作为聚会中的谈资去炫耀，但这也是我最不认可的对待知识和艺术的方式。你会发现，顾爷
在讲解代表作品的时候，还融入了对画家整体创作风格的解读——这更有利于在师父领进门之后，你
去研究同一个作家更多甚至全部的画作。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头说的，你在作者的带领下，学习的是一
种观赏角度，一种鉴赏眼光。由于篇幅限制，顾爷在很多地方都做了“留白”：人们对一幅画作或其
中某个细节、密码的解读众说纷纭，顾爷会给你列出最常见的几种，然后说出他的看法，很多时候，
顾爷什么都不说，直接告诉你：你自己去查吧。德国大师丢勒，常常给作品赋予神秘的隐喻，他的《
忧郁症Ⅰ》画面中右上角的16个数字，左上角故意拼错的“忧郁症”字母，让后人猜之不尽，他自己
的解答却又让人哭笑不得，颇感失望；维米尔《画室》中，画架为什么只有一条腿？那个女子又是谁
？画中的维米尔自画像的背影，按照透视学和几何比例推测，为何与女子的身高严重失调？画布上有
一个难以察觉的小洞，如果从这个小洞拉出几条直线，会发现每条直线都穿过画面中地砖的棱角，维
米尔利用这种暗度陈仓的手法，将观众的目光引领到他希望他们注意的那个小洞所在的位置，而整个
画面右方卷起的帘子，则让你产生一种偷窥画中人的感觉。顾爷会给你提出一些问题，也帮你解答一
些问题，但总有几个问题，他不告诉你答案，让你自己去探索。其实这才是一本书的作用，因为后面
有无数本书和学习方法隐藏在这一本书的背后。我认为这也是《小顾聊绘画》最有价值的地方：它不
给你讲得很细致很完全，它给你一个入口，带你进入艺术园林，它背后隐藏着数本书和另一种学习方
法，你凭借自身的鉴赏力、水平、细密的心思，去开拓更广袤的视野⋯⋯不仔细注意，还会遗漏的一
个特点是，顾爷经常就同一个题材，来为你对比不同作家的创意、构想和诠释。就好比同样是讲武术
宗师叶问的传奇，叶伟信拍了两部《叶问》，邱礼涛拍了一部《叶问：终极一战》，王家卫又拍了一
部《一代宗师》。就是因为这些艺术家在同一个题材中能找到自己独特的角度，来表现并告知给世人
各自迥异又意味隽永的东西。画家们同样如此，或者说尤其如此，恐怕再外行的人，都知道有过N个
作家画过圣母，画过耶稣受难。顾爷这本书里，也同样如此，在同一个题材的画作中，给你展示不同
艺术家的风格。印象最深的是在《克里姆特》一章中，先给读者讲述朱迪斯杀死赫罗弗尼斯的故事，
然后从1470年波提切利画的第一个版本到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版本，再到托菲姆·比戈的版本等等
，展示一个题材的艺术表现流变和不同诠释角度，比如托菲姆·比戈的《朱迪斯杀死赫罗弗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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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的女子身材宽大，还有一份剁人脑袋前挽起袖子的从容，而卡拉瓦乔的《朱迪斯砍下赫罗弗尼斯
的头颅》，女主人公则看起来较弱稚嫩，但表情上带着嫌恶，旁边的老女仆则表情紧张而坚定⋯⋯此
外，对达娜厄与化为黄金雨下凡与之交合的宙斯，顾爷也做了一番诸大师的画作对比，留给看官自己
去书里欣赏，兹不赘述。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作者和出版社为出这样一本艺术普及读物所付出的的心
血（其实你拿到实体书翻一翻就能感觉到），但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只把它作为一本谈资笑料来看，
那么你就丢掉的东西就太多了。如果你把它作为一把开启绘画艺术殿堂的钥匙，那么，这本书会成为
你进入这一学科的根基，随着你自己日后找来更多的资料和书籍来看，你的艺术欣赏水平，你对绘画
的了解，甚至你对其他人文学科的理解，都将会有所深入。只是，这全凭你如何看待这本书，以及其
他任何一本书。
12、很久没有看一本正统书——除网络小说以外的出版物，看到废寝忘食的地步。上一次，同样的如
饥似渴是在看《一千零一夜》么？其实两者，倒也是有共通之处。虽然《小顾聊绘画》，乍一看书名
，以为这将是套高深、晦涩、无趣的“大部头”——充斥着高深的欧洲绘画史及绘画艺术解析。但翻
开扉页的作者介绍，就知道事情的真相应该是相反的——其内容深入浅出、生动诙谐、活泼有趣。整
套书，确实和看《一千零一夜》一样，全是笑点满满、生动不乏曲折的故事。继《明朝那些事儿》后
，又一用俗语 “戏说”厚重题材的力作。看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有了“装B”的资本，再入博物馆
，至少能从画的内容、画风中一眼指出画家，还能旁人说上一嘴其作者的生平轶事。同时，艺术的点
滴除了知识的储备，也会渗透在日常的点滴中，在某一个瞬间发现一份美好心绪。这几日上海开始步
入秋高气爽，抬头看天，浮动的云如书中康斯太勃尔的云彩竟如出一辙。即使拿手机拍摄，都不及康
斯太勃尔画笔描绘来得更真实。平淡的天空，略显阴沉的云沉，却带着嘴角上扬。
13、自媒体时代让一大批有才华的人利用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形式得以闪闪发光免于被埋没，同时创造
了粉丝经济这个新名词。例子很多，不胜枚举。我们小顾聊绘画的顾爷就是其中一位。顾爷谦虚自己
不是科班出身，但是通过本书你能看出作者的内功深厚。不论是对美术史的脉络梳理还是对艺术大师
的之间的私交关系，以及对各个时代艺术气息的把握。甚至在这个书系中最重要的特色——顾爷讲故
事的能力。书的封面有一句话说的很对，这也是我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受。ta说，所谓艺术，并没有
那么的高不可攀，它只是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的浪漫，它也有爱情的八卦、人生的苦难，它能让你心酸
也能让你笑翻天。而读了这本书，完全可以暂时放下沉重的大书和让人皱眉的负担，因为这本书可以
是一个趣味的启蒙，是通向西方美术史入门的一枚钥匙。本书用一连串有趣的故事将枯燥无比的欧洲
美术史连成一串。你会发现，每个艺术大师背后其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德国首屈一指的画家丢勒
的老师叫贝里尼，贝里尼有两个有名的学生是乔尔乔内和提香。丢勒还有个好朋友叫拉斐尔。拉斐尔
后来和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一起被人称为文艺复兴三杰。画家席勒在错过和热爱美术的希特勒成为同
窗之后，娶了点金圣手克里姆特的模特兼情妇，随后劈腿邻家女伊迪斯，然而怀孕的伊迪斯却死于一
场流感，3天后28岁的席勒追随妻子而去。那场夺取席勒一家的流感就是09年再次袭来的H1N1。画过
《孟特芳丹的回忆》的柯罗是莫里索的老师，莫里索就是参加过7次印象派画展的女画家。她有一副
著名的以她名字命名肖像画，这幅画的作者是被称为印象派之父的马奈。这个女画家后来嫁给了马奈
的弟弟，死后葬在马奈的家族陵园，就躺在马奈的身旁。专心画睡莲的莫奈曾靠Monet签名成功借马
奈的名声为自己营销，后来这俩名字仅有一个字母之差的画家成了一辈子的好基友，当然还有作家左
拉和画家德加。看过这本书后你会发现，原来艺术传奇们的美术作品远远没有看上去的那么简单，一
幅画作看似简单除了表露时代特征和作者心情之外，实际暗含着很多隐喻和艺术家们的小心思。比
如15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明朝）用自画像相亲的德国第一画家“丢了”——丢勒，人家除了用各种角
度画自画像之外还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个用全黑背景凸显人物、第一个在每幅画上签名。丢勒画画
精益求精，除了逼真到吹毛求疵之外，画份版画人家都要在作品中隐含个密码。比如那副著名的在丹
·布朗《消失的秘符》中提到过的《忧郁症1》。再比如活跃在19世纪中期（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
后）的法国叛逆画家库尔贝，除了画一些“看我多帅”的自画像（话说画家们都好爱自画像～）和以
老百姓为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之外，库尔贝还特别爱跟皇帝对着干。跟皇帝对着干可没什么好下场，
最终因为巴黎公社时期库尔贝拆了一根代表拿破仑家族的柱子，公社失败之后被抓了起来。因为赔不
起修柱子的罚款，流亡海外的才子库尔贝最终客死异乡。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就是被顾爷称
之为“荷兰四大天王”之一的维米尔，这个谜一样的美男子（科林费斯扮演的维米尔的确帅的流口水
哈哈）从来不在自画像里露正脸。除了自画像之谜外，他的其他画作也充满了各种谜团和隐喻。《戴
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身份之谜；《画室》中的小洞之谜、地图之谜、阴影之谜、比例之谜；《窗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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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少女》和《小憩的女子》被抹去的部分之谜等等。以及《倒牛奶的女仆》中丘比特瓷砖和暖脚盒
的情色隐喻。再来就是点金圣手克利姆特，这个有点哈日的奥地利画家，不仅拥有用金子作画的壕技
能，还以他笔下的模特兼女友们（没错，是“们”）的感官世界最为有名。我们少帅张学良曾经为自
己作过一首诗，其中两句是“平生无缺憾，唯一好女人。”这两句应该也可以用在克利姆特身上哈哈
。向梵高致敬的表现主义画家席勒（不是写《欢乐颂》那个）作品的标志之一就是线条作画，这门独
步画林的绝技跟梵高的色彩、伦勃朗的光影一样有名。而他的人体画则完整地展现了艺术家本我和超
我的纠结技能，因为全都是赤裸裸的性暗示。接下来就是被称为印象派之父的法国“小马哥”马奈。
马奈的作品《草地上的午餐》《奥林匹亚》等作品中出现了非神的裸女形象，之所以强调非神，是因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中裸男裸女＝神。而马奈挑战了这一概念。这个挑战也使得他的《草地上的午
餐》的裸女裸的毫无来由，从而有了一些现代艺术的气息。最后一个就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印象
派女画家莫里索，这个生于艺术世家的白富美有名除了她画了很多安宁祥和的美女亲戚之外，还在于
她有一个以她名字命名的肖像画。这幅肖像画顾爷认为可以跟《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和《蒙娜丽莎》
齐名。当然作者是跟莫里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马奈。当然顾爷的这本书只能是一个面向西方美术史的
启蒙书，想要探索更多的艺术知识，还要看更多的书和作品才能对美术大师和他们作品们的故事有更
多的了解。
14、在我心里，小顾就是一个任性的八五后甚至九零后，他把自己满脑子的东西嘻嘻哈哈地讲出来，
让你爱不光爱听，还能在听了之后学到点儿什么。反正我就是从小顾以后才知道原来画里的每一个小
道具或者颜色都是有其意图的。他教给我这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如何去欣赏一幅画作或者雕塑，可能
能交给更多专业的大学生如何把画作得更为动人。 　　 　　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平视的姿态。他从
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知识而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当然，可能有很多专业的人士会认为他并没有高
高在上的资本），他就是跟你在聊，不过这次聊的是“绘画”，是艺术。更多的时候，他甚至采取一
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是却从未调侃过他眼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对它们一直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他调侃的是自己，还有这些喜欢他的“观众”或者说“读者”。
15、来自祖国偏远山区像一个小土包子的我，总是被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对于这个名头其实我自己
也有点莫名其妙。难道就因为我买了几件唐装？偶尔喜欢在微博上发几句伤春悲秋的矫情句子？其实
看了我的书评你就知道，我的文采并不怎么样，书读的也不多，其他艺术活动基本就限于唱唱卡
拉OK，这个倒是唱的还可以，在单组织的歌唱比赛里还拿过一个三等奖。但既然称之为文艺青年，
就要有点文艺青年的样子。加上好不容易从那个土圪崂里面走出来，总要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生活，于
是也看了些话剧，看了些展览，其中就包括艺术展。去年K11展出了部分莫奈的作品，我也跟风的赶
着热闹跑去看了看，之前还在百度里普及了一下莫奈的知识，免得去了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到了之后
还是感觉很茫然，赶场子的人很多，大部分作品前面人都乌央乌央，很难近前，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去
，那些抽象的画作，也看不出来个所以然，看着周围有人对着妹子侃侃而谈，说着好多画作欣赏的角
度，背后的故事之类的，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人来的，不然肯定要露怯。转了一圈，有印象的只有《睡
莲》，最后带着遗憾，悻悻然的离开了。当时还挺想补课的，本打算买一本莫奈的画册，可是翻开来
看看，大部分都是对画作的鉴赏，有些艰涩，关键是也价格不菲，最后还是算了。于是，没文化成了
文艺青年心中永远的痛。机缘巧合，我拿到了这本《小顾聊绘画 贰》，壹长什么样子讲什么内容我还
不甚清楚，就跳级了。翻开来看了几页，不由得哈哈大笑，这货明明是一逗逼吗，和那些讲绘画的艺
术家大相径庭，他自己也介绍了，并不是科班出身。其实让我想起了讲历史的高晓松，常人都不太喜
欢一板一眼的东西，往往一些逗逼的方式，更容易让人接受，寓教于乐吗。于是，跟着小顾，了解
了7位艺术家，由于错过了《小顾聊绘画 壹》，估计我脑子里能想到的几个大家都在壹里被光荣的介
绍完了，于是对于我来说，几乎每个名字都是崭新的，于是，我这个文盲，跟着顾爷，上了一堂艺术
入门课。那些画作，在顾爷的故事中，一个个都鲜活起来，让我知道这些艺术大家们原来都这么有心
机，那些看起来随意的涂抹，原来都是步步惊心，一副名作里，大到光与影，小到一个针孔，都有它
的意义在。那些明暗色彩，都是画家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原来他们落笔的时候，想让我们看哪里，
先让我们看哪里，都已经设计好了！怪不得这些画作可以用在悬疑小说里面当密码，原来他们真的有
秘密！除了艺术欣赏外，还跟着顾爷做了一回狗仔队，八卦各位艺术大家的私生活，当然不单纯是为
了八卦，艺术本来也是源于生活的吗，什么样的人创作什么样的艺术，和周围的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
，当我知道那些裸女们撩人的眼神都是怎么画出来的时候，我惊呆了，顿时心中升腾起一种想当艺术
家的猥琐的欲望。可惜生不逢时，可叹技不如人啊！后来翻到顾爷画的豹子头林冲的时候，我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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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慨下，顾爷，原谅小的有眼不识泰山，你说不是科班出身，原来是谦虚了。看完后，心中十分畅快
，和顾爷说的一样，一个PPT的时间，了解了一个艺术家，填补了文艺青年的部分空缺，多了和妹子
的谈资，可谓一举多得，现在的想法是，赶快去弄本《小顾聊绘画 壹》补一补！
16、1.丢勒，13岁的自画像一根线条都没修过，用黑色背景凸显人物第一人，擅长画手，《祈祷之手
》，像“合”字的AD签名，临摹犀牛多了个角，导致接下来300年欧洲人的教科书都是多了个角的犀
牛。2.库尔贝，很帅的自画像，尤其是撩起头发瞪眼睛和叼着烟斗的，与拿破仑家族作对的反叛者。3.
维米尔，作品仅三十多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仆》据说有性暗示。4.克里姆特，
他的画很有现代时尚感，金色部分全由金子画成，以《朱迪斯》《阿黛尔。。肖像》《吻》尤为喜欢
，情色画《自读》《金鱼》带感，他画女人的眼神都很赞。5.席勒，据说恋上他亲妹，《屈腿仰卧的
女人》《正在休息的长发女人》可看出他线条的功力。是克里姆特发现的新星。28岁去世，他老婆比
他早三天死。6.马奈，有钱人，《草地上的午餐》是首位以人为角色出现的裸女，《吹笛少年》《女
神游乐场的酒吧》皆是其作。7.莫里索，女，印象派，爆有钱。是马奈的绯闻女友，她外公是画《秋
千》的那个。
17、在自拍神器大行其道的今天，你想得到有人会画自画像做相亲照片，给自己的未婚妻吗？他的名
字叫丢勒。你看到过有人画自画像，画的是他自己在画画的背影吗？是的，只有一个背影，连半张脸
都没露出来，这也叫自画像？这个特立独行的人是维米尔。土豪们往往被人嘲笑他们的艺术品位，你
知道这两者还可以相得益彰吗？如果你看到了克里姆特用金子做的画，你会知道什么叫奢华到了极致
，更惊人的是，100多年前的作品现在看来还是充满了前卫的时尚感。这就是顾爷第二本八卦艺术的书
，不断颠覆我的认知，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捧腹大笑。延续了壹的风格，作者行文有趣幽默，讲艺术跟
侃大山似的，我也听得津津有味。在看过了不少戏说历史的作品后，艺术终于也从神坛走下来，登上
了戏说的舞台，成为能够让我们津津乐道的谈资。我对艺术鉴赏知之甚少，平时也不常去美术馆，实
在是觉得自己看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但这本书从浅显处着手，八卦调侃中穿插着专业讲解，又有着让
门外汉颇有共鸣的吐槽，让人大呼过瘾。在顾爷笔下，艺术不是让普通人摸不着头脑的艰深学问，而
是带有某种“神经质”，杂糅着古怪的敬意。比如《草地上的午餐》这幅神作，是临摹大师的作品，
但不同的是，他给原本的裸男穿了衣服。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裸女还是裸着的，但画面左下角有一
堆衣服，很容易让人推断出，这是属于这个裸女的。于是，问题出现了，这个裸女是个凡人！这个细
节也震惊了当时整个画坛，居然画中出现了裸女！你要说油画上出现个裸女再稀松平常不过了，值得
这么反应过度么？顾爷为我们做出了解答，原来这里还有个矛盾得有点可笑的原则，在这之前，画里
的裸男裸女都是没有衣服的，这就说明他们都是神，神就是裸着的！这“裸着必是神”的作画方式让
我忍俊不禁，不要问顾爷这个逻辑是怎么得出来的，反正当时画家都这么来！于是马奈的画就显得惊
世骇俗了，凡人怎么能裸着！更让人啧啧称奇的是，为什么和她同行的人都穿得好好的，她要一丝不
挂？这一章让我印象尤其深刻，不过好玩的东西还不止于此。这本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顾爷传达的
信息，艺术不再高不可攀，它有时候就是古里古怪，一点逻辑都没有，你尽可以吐槽，但就是这样突
破陈式的美让人流连忘返。
18、在我心里，小顾就是一个任性的八五后甚至九零后，他把自己满脑子的东西嘻嘻哈哈地讲出来，
让你爱不光爱听，还能在听了之后学到点儿什么。反正我就是从小顾以后才知道原来画里的每一个小
道具或者颜色都是有其意图的。他教给我这个完全不懂艺术的人如何去欣赏一幅画作或者雕塑，可能
能交给更多专业的大学生如何把画作得更为动人。 　　 　　而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平视的姿态。他从
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知识而采取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当然，可能有很多专业的人士会认为他并没有高
高在上的资本），他就是跟你在聊，不过这次聊的是“绘画”，是艺术。更多的时候，他甚至采取一
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但是却从未调侃过他眼中最伟大的作品，他对它们一直怀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重
。他调侃的是自己，还有这些喜欢他的“观众”或者说“读者”。 　　 
19、但既然称之为文艺青年，就要有点文艺青年的样子。加上好不容易从那个土圪崂里面走出来，总
要感受一下大城市的生活，于是也看了些话剧，看了些展览，其中就包括艺术展。去年K11展出了部
分莫奈的作品，我也跟风的赶着热闹跑去看了看，之前还在百度里普及了一下莫奈的知识，免得去了
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到了之后还是感觉很茫然，赶场子的人很多，大部分作品前面人都乌央乌央，很
难近前，好不容易挤到前面去，那些抽象的画作，也看不出来个所以然，看着周围有人对着妹子侃侃
而谈，说着好多画作欣赏的角度，背后的故事之类的，很庆幸自己是一个人来的，不然肯定要露怯。
转了一圈，有印象的只有《睡莲》，最后带着遗憾，悻悻然的离开了。当时还挺想补课的，本打算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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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莫奈的画册，可是翻开来看看，大部分都是对画作的鉴赏，有些艰涩，关键是也价格不菲，最后
还是算了。于是，没文化成了文艺青年心中永远的痛。 
20、偶然在机场看到的书，翻阅后觉得还不错就买来打算打发时间。壹和贰好像没有什么直接联系，
所以先看贰也无妨。作者在出书前就是一位网红了，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在刷微博的时候就对书中
的几位大师本人以及作品风格有了初步的了解，书中并没有很呆板地一直介绍大师的生平以及创作了
哪些作品等等，然而有的部分则抓住大众普遍爱八卦这个点来对大师进行讲解，但能看得出作者不是
按照自己的理解瞎掰，而是真正有做过研究的，文字幽默，如果我们学习的课本都是这种风格，相信
西方美术在我们国家实现普及教育就没这么难了。个人认为适合对西方美术感兴趣但没有进行深究的
人士阅读。但相信阅读后一定会增加你对西方美术的喜爱并且想更进一步慢慢了解它。
21、带着一丝的好奇，更带着几许的期待，几许的探究，我们一同走入《小顾聊绘画2》的精彩世界吧
！定义为艺术普及，实则更是一次独特的艺术之旅，我们在这里可以收获到意想不到的阅读之感。虽
然不是艺术科班出生之人，但是对于有着美感的艺术都有着期盼的我们在这里可以解读到与众不同的
艺术讲解。绘画还是那些绘画，名家之作还是那些名家之作，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本书册领略到新新
人类的艺术绘画分析讲解评析。尽管以前我在上大学时候也曾上过艺术赏析课，但是同样的名家绘画
在这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在这本书中，那些著名的绘画大师不再只是苍白的，高不可攀的名字；
在这本书中，那些著名的绘画大师被冠予了更加生动的代名词。结合者他们经典绘画作品，借鉴了他
们绘画的独特风格，嬉笑言谈之下便是一个又一个的全新定义：传奇人物：丢勒；叛逆分子：库尔贝
；谜男子：维米尔；黄金之吻：克里姆特；怪才横溢：席勒；万人迷：马奈；被男神们包围的女子：
莫里索-------- 艺术是一门独特的学问，而如此独特切入点之下讲解的绘画艺术是那样轻松自在。另类
的解读，生动的描摹，零距离的接触，所有的这些特色让人有着相当震撼的阅读之感。针对这本书册
，我觉得它有着很多方面的亮点所在。首先，本书点评的手法相当地独特。这是一种绝对属于新新人
类的，属于这个时代的声音，却又很是自圆其说地将绘画艺术的背后故事诠释得异常生动，有趣。其
次，严肃的绘画在这样妙趣横生的点评中带给读者的是更多的欢快，更多的兴趣，更多的新奇，更多
的阅读乐趣。再次，书中除了文字的解说外同样配合着绘画作品的分享。让我们读者朋友们可以图文
并茂地分享着最为近距离的绘画艺术和最为产生联想效应的阅读反馈。直观，生动，独特，新颖，妙
趣横生是本册书籍带给我们的无限阅读动力！ 　　 　　不去探究这里的艺术点评是不是真的符合标
准的点评尺度。就一种欣赏的角度来看《小顾聊绘画2》很是别具一格地向众多的读者展开着另类角
度调侃的下艺术。这种有别于传统的调侃般的讲解，着实起到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
22、　　 作为火象星座的我，果然还是没有忍住想看的心——所以⋯⋯虽然第一部买了之后觉得不如
预期好看，但是还是想收藏第二部。 　　 我要指出的是，这本《小顾聊绘画·贰》比第一部好看多
了，保留了很多微博上的内容——最初想买这本书，就是因为新浪微博 @顾爷 发了一系列特别特别有
趣的聊绘画的长微博，然而，第一部的书，却是大部分和微博的内容不一样，感觉好像是因为出成书
，放不开了，尺度不敢那么大，说话也不敢那么无所顾忌，于是变得规规矩矩，泯然众人，顾爷的风
格畏畏缩缩不敢展示，所以和他微博里的文字比起来，逊色太多。 　　 而这个第二部，就保留了不
少微博的内容，虽然有些内容是微博上有发布过的，但是，我就是喜欢他微博上那种口无遮拦的风格
！我相信不少顾爷的粉丝买他的书，也是因为喜欢他的搞怪而且脑洞大开的风格。 　　 从装帧方面
而言，第二部也比第一部来得好。第一部的早期版本甚至书脊有问题，虽然，我买的那本没有问题。 
　　 如果说，第一部是因为从“私人聊天”变成上“公开课”，所以扭扭捏捏正襟危坐，从嬉皮笑脸
改成了严肃脸的一本正经教学口吻，那么，第二部则是终于敢于面对真正的自我，说出自己的心声，
嬉笑怒骂尽显顾爷本色。这个才是我所认识的顾爷啊！我就是喜欢你 ”不正经“ 的样子。
23、读了当当网的新书《世界拍价最贵的50幅名画赏析》
，http://product.dangdang.com/23829242.html#preface  感觉观点更犀利、深刻，语言也是高级黑色幽默
。书中介绍了16位大师的最贵50幅名画，非常精彩，内容是国内全新的，以前都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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