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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老北京的情怀　　民国元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家境衰败的蒙古族家庭。
父亲名景文，当时在日本人办的三井洋行当中文打字员。
他接触到社会上一些新思潮，经常和朋友一起议论国事。
后来，父亲因为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捐款而遭解雇，家境便更加艰难。
　　我是在北京第五高等学校读的高小。
一九二五年我十三岁，到御医李秀生大夫家当学徒。
每天除背诵艰涩难懂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外，还要干[ 扫天刮地儿、铺炕叠
被儿、做饭做菜儿] 的杂活儿。
我不喜学医，十六岁便离开了李大夫家。
此后的五年中我一直没有工作，便靠给商店画广告、设计包装挣钱养家。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了地质部新生代研究室做绘图员。
除绘制大量古生物化石外，还为北京周口店猿人头骨复制着色，得到中外考古家的肯定。
　　为了谋生，我先后在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职，当过新华中学美术教员。
一九四一年我又转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任画师，负责编审汉代石刻画像全集两部，并摹绘数百
幅汉代石刻画。
到一九五四年我转到中国美术研究所时，已经是是年以后的事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计，我干过多种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艺术，坚持在剪纸和
绘画方面做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回想起来，这和我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影　　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母亲鲍氏善于刺绣，花样多是自己画的，配线鲜亮而雅致。
有时衣服破了，她会依洞绣上一朵小花或一只昆虫。
她还经常剪些窗花贴在窗户上，使贫困的生活添一番乐趣。
她不但心灵手巧，而且非常和善，街坊来求花样，她总是乐于帮忙。
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十三岁我从十二三岁也开始学着铰些花样。
而到街头画速写及临摹古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的两位舅舅和四姨都会书画，尤其四姨对我的影响极深。
她的国画笔法简洁，内容高雅纯净，就像她的人品。
她送我的《踏雪寻梅图》一直贴在我住室的隔扇墙上。
我从事剪纸艺术的工具一把小剪子就是敬爱的四姨送的。
　　小时候，胡同西口有一户人家盖房，磨砖对缝的旧式楼房，画匠师徒在门道两边墙上和影壁上绘
画古装仕女、楼台、山水的壁画。
我每天就泡在那里看他们画画，从粉本落稿，到落墨着彩，最后到上油等各道工序，以及工具的使用
等等，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幅壁画堪称民间美术的杰作。
当时北京有瓷器作坊，我也常去那里看画师在瓷瓶素胎上画画儿，有时师傅也让我在上面画上几笔山
水花鸟。
　　我还喜欢搜集烟盒里的[ 洋画]儿，如[ 顶球] 、[ 翠鸟]、[老刀]、[ 小粉包] 等各种牌子的香烟[ 洋
画儿] 。
我还搜集各种年历，这些年历多采用中国式的立幅中堂、四条屏等，有《八仙过海》、《麻姑献寿》
、《仙山琼阁》等工笔重彩画，下面是日历。
有一四条屏的山水画，是上海名画家胡伯翔所画，色彩精美，法兼中西，清新可喜。
我从这些年历画中也受到很大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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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陈志速写剪纸——《旧京百影》，其提供内容有：串街小贩、食摊茶棚、作坊苦力、集市庙会
、民情市俗、卖艺生涯、陈规陋习、乞丐贫民、寺院僧道 、市井闲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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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志农，蒙古族人，1912年生于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剪纸
研究会会员。
从十七岁即加入中国画学研究会，在六十余年的艺术生涯中，剪纸、速写、漫画、汉石刻画像、山水
画等方面均有相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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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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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一个老北京的情怀    民国元年我出生在北京一个家境衰败的蒙古族家庭。
父亲名景文，当时在日本人办的三井洋行当中文打字员。
他接触到社会上一些新思潮，经常和朋友一起议论国事。
后来，父亲因为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捐款而遭解雇，家境便更加艰难。
    我是在北京第五高等学校读的高小。
一九二五年我十三岁，到御医李秀生大夫家当学徒。
每天除背诵艰涩难懂的《伤寒论》、《金匮要略》、《黄帝内经》外，还要干[ 扫天刮地儿、铺炕叠
被儿、做饭做菜儿] 的杂活儿。
我不喜学医，十六岁便离开了李大夫家。
此后的五年中我一直没有工作，便靠给商店画广告、设计包装挣钱养家。
    一九三三年，我考入了地质部新生代研究室做绘图员。
除绘制大量古生物化石外，还为北京周口店猿人头骨复制着色，得到中外考古家的肯定。
  为了谋生，我先后在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兼职，当过新华中学美术教员。
一九四一年我又转到巴黎大学北平汉学研究所任画师，负责编审汉代石刻画像全集两部，并摹绘数百
幅汉代石刻画。
到一九五四年我转到中国美术研究所时，已经是是年以后的事了。
    在漫长的岁月里，为了生计，我干过多种工作，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热爱的艺术，坚持在剪纸和绘
画方面做不懈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回想起来，这和我所受到的各方面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我的母亲鲍氏善于刺绣，花样多是自己画的，配线鲜亮而雅致。
有时衣服破了，她会依洞绣上一朵小花或一只昆虫。
她还经常剪些窗花贴在窗户上，使贫困的生活添一番乐趣。
她不但心灵手巧，而且非常和善，街坊来求花样，她总是乐于帮忙。
受母亲的影响，我从十三岁我从十二三岁也开始学着铰些花样。
而到街头画速写及临摹古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的两位舅舅和四姨都会书画，尤其四姨对我的影响极深。
她的国画笔法简洁，内容高雅纯净，就像她的人品。
她送我的《踏雪寻梅图》一直贴在我住室的隔扇墙上。
我从事剪纸艺术的工具一把小剪子就是敬爱的四姨送的。
    小时候，胡同西口有一户人家盖房，磨砖对缝的旧式楼房，画匠师徒在门道两边墙上和影壁上绘画
古装仕女、楼台、山水的壁画。
我每天就泡在那里看他们画画，从粉本落稿，到落墨着彩，最后到上油等各道工序，以及工具的使用
等等，都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幅壁画堪称民间美术的杰作。
当时北京有瓷器作坊，我也常去那里看画师在瓷瓶素胎上画画儿，有时师傅也让我在上面画上几笔山
水花鸟。
    我还喜欢搜集烟盒里的[ 洋画]儿，如[ 顶球] 、[ 翠鸟]、[老刀]、[ 小粉包] 等各种牌子的香烟[ 洋画
儿] 。
我还搜集各种年历，这些年历多采用中国式的立幅中堂、四条屏等，有《八仙过海》、《麻姑献寿》
、《仙山琼阁》等工笔重彩画，下面是日历。
有一四条屏的山水画，是上海名画家胡伯翔所画，色彩精美，法兼中西，清新可喜。
我从这些年历画中也受到很大启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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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吹糖人的、扎风车的、拉洋片的⋯⋯无论是厂甸还是白云观的庙会，这些老北京人过年的糊口营生，
今天成了稀罕的庙会绝活，紧紧地"拴"住了孩子们的腿。
就在这个春节，记录７０年前老北京人过年的速写剪纸集《旧京百影》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这些老北京的庙会绝活又被以速写与剪纸的形式再现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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