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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孔小瑜》主要内容包括孔小瑜画集序、记孔小瑜先生、孔小瑜其人其画、绚烂
之极归于平淡传神以形尤长博古、百事如意、大地皆春、驯马图、抱琴访友图、博古、岁朝清供、寿
同金石、岁寒清供、杜鹃博古、双犬博古牡丹图、曲径通清幽、富贵寿考、五瑞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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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孔小瑜（1899－1984），原名宪英，生于慈溪庄桥孔家村。
初在沪上活动，后赴香港，1951年毅然北返，参加内地建设；1955年后，应邀赴安徽艺术学校执教，
兼任安徽画院副院长，并被选为安徽省人大代表。
晚年任职安徽艺术学校教授，安徽画院副院长、省人大代表。
擅长花卉博古，追求形象逼真，笔意松动逸格。
并刻苦练就了强记默写的本领，从三代青铜器外，广涉人物、翎毛、走兽、鱼虫手到形俱，呼之欲出
，无所不精。
其博古画与张善孖的虎、熊松泉的狮并称。
其出众的表现力人称任佰年后第一人，为“海上画派”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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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五 1950年初，父亲与画家李冷然一起去香港谋生，寄居在一个纱厂主的家里。
在香港，情况还是不好，多半是靠朋友帮忙，少量能卖掉一些。
卖画所得寄到上海，家里也是不够开支。
1951年夏，父亲回到了上海家中，生活虽然拮据，但他被解放后蒸蒸日上的社会新气象感染，精神生
活还是愉快的。
他一方面从事檀香扇扇面画的创作，内容基本上是五色牡丹，供出口部门需要，另一方面他还在努力
探索艺术创作的新路。
1952年至1953年期间，父亲经常和唐云、钱瘦铁、若瓢和尚等一起，在闸北吉祥寺进行创作活动，并
得到上海市领导的关怀。
1952年和钱瘦铁先生合作的《送公粮图》，就是由陈毅市长题的款。
在此期间，他还精心地创作了骑在马背上翘首远望的毛主席肖像。
 1954年春天，父亲与唐云、吴青霞、周怀民、杨石朗、张充仁等同游苏州灵岩山，受到当家和尚妙真
法师的热情接待。
回沪后又为佛教书局作《西方三圣图》，庄严地刻画了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二菩萨。
此画广泛流传于全国名山大寺和东南亚各地，30多年来辗转翻印，深受欢迎。
同年，和唐云合作为《印光法师传》画了数十帧插图，家父画人物，唐云配景，文字传记由沈尹默、
邓散木、王福庵、马公愚、白蕉等书写，备受佛教界重视。
在吴湖帆先生六十寿纪念集上，他又应嘱画吴氏俪影，由湖帆自配景。
这些都是解放初期父亲在人物画与肖像画方面的创作活动。
同时父亲还担任了邑庙区书画界社会活动的召集人，市里的白蕉先生常来我家联络工作，配合默契。
父亲同更多的书画界同仁交往切磋，如汪声远、俞寄凡、商笙伯、李昌硕等。
由于当时用心于新国画的创研探索，包括如何注入西画的因素，还有意和张聿光、张充仁等人交往。
记得雕塑家张充仁和画家张聿光先生常来我家，家父总是虚心请教，从而增添许多西画知识。
1955年冬，安徽省文化局派人到上海聘请画家去合肥参加安徽的文化建设，原准备同去的有国画家陆
俨少、宋文治、徐子鹤等，后陆、宋因故未能成行。
来安徽后，徐安排在博物馆，家父任教于省艺术学校。
 父亲只身离开繁华的上海，参加了安徽艺术学校在合肥郊外九里沟的初建和教学活动。
从此，他得到了较优裕的固定工资，使远在上海的一家大小的生活得以稳定下来，而自己的艺术才能
也得到了社会重用。
他深感党的恩情，遂以赤诚之心，把数十年艺术经验奉献给安徽的教育事业。
在教学中，父亲没有那种大城市的世俗偏见，尤其对于几名憨厚的“穷小子”特别怜爱，生活上给他
们照顾，教学上经常“开小灶”，每当学生上门求教，总是来者不拒。
个别学生深知家父熬夜的习惯，晚上常陪伴左右，竞至深夜，从而学到较多东西。
父亲教学每每伴随创作活动，亲授面教，当场示范。
他虽理论不多，但能谆谆诱导学生，注意观察，强记默写。
他30年心血造就的学子遍及全国各地。
有的学生在家父过世后仍经常来故居灵前致礼，有的还特制镜框，并在照片上书写“永远怀念孔老师
”供奉于灵台上。
还有位颇有成就的学生，每遇得意之作，总不忘盖上“小瑜门下”的押角章。
总之，满园桃李不负辛勤的园丁，家父泉下有知亦足矣。
 1959年，家母携身边尚未成年的4个子女迂来合肥。
从此，家庭生活安定，父亲心情舒畅，加之看到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创作激情大增。
他利用教学之余，创作了大量不同体裁的作品，参加了一个又一个展览。
如1962年和肖龙士、童雪鸿、光元鲲联合举办的画展，当时的省委领导李葆华、李凡夫等同志颇有兴
致地参观了展览，并大加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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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动乱后，他虽已垂垂耄年，然老而弥坚，精神焕发。
在文艺界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里，仍不甘落后，于80年代初期举办了他最后一次个人画展。
展后，家父还说：“画展缺少新作品，没有办好，以后要补充一些重办。
”谁料，82岁后病魔夺走了他最后冲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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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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