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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是中国现代美术事业的奠基者；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
　　他的画作被无数人疯狂藏购，价值千万，甚至过亿；
　　他出生于一个贫寒之家，却能以非凡的努力而一鸣惊人；
　　他带着心爱的女子私奔日本，浪漫征服了每一个人的心；
　　他邂逅了一生中最挚爱的妻子廖静文，并引导了整个中国美术的改变；
　　80年的守护，是爱妻廖静文对他一生的尊重和爱，矢志不渝；
　　他的魅力征服了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
　　他最大的遗憾是，还没有来得及征服美国，就没有了生命⋯⋯
　　他就是——徐悲鸿。

　　本书共8章内容，从徐悲鸿的困顿少年讲起，到他四次上海行的凄惨经历，以及如何有幸得到了
大师的帮助，拜师学画，留学法国，以及最后成功，并以颇富感情的笔触，讲述了徐悲鸿与三位女性
的浪漫爱情。

资深艺术品鉴赏大师吕立新品味艺术大师的人生，汲取大师成长的营养，不仅激励亿万求知奋斗者走
向成功，更在妙语之间便教你鉴赏书画的高超绝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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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立新,文化学者，艺术品鉴赏与投资专家，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常务副秘
书长、办公室主任，北京皇城艺术品交易中心总经理，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理事、研究员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授课专家，河北理工大学兼职教授，河北省科技奖励评审专家，文化部《20世纪
美术作品档案》项目负责人，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社会公益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2007年被文化
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授予“突出贡献奖”。

2010年开始任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

　　在多家刊物开辟“艺术品投资与鉴赏”专栏，著有学术作品多篇，出版有《隽永的时尚》、《中
国艺术大师-齐白石》《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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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艰难求索第二章 命运转机第三章 越洋逐梦第四章 画坛伯乐第五章 复兴之声第六章 抗战岁月第
七章 坎坷情路第八章 往来千载后记 再登讲坛全记录徐悲鸿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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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艰难求索（1895-1916）（出生-22岁）异常艰难的生活，磨砺了青年徐悲鸿坚
韧的性格，同时也为他打下了扎实的艺术功底。
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讲美术大师徐悲鸿。
讲徐悲鸿我先跟大家说两件与他有关的事。
有一天，一个朋友到我办公室来玩儿，一进门，他就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立马图》
，立刻叫了起来：“真是好马！
这画画得好！
”我很诧异，开玩笑地说：“几日不见，你何时修炼成看画的高手了？
”他得意地说：“画，我看不懂，但养马，我可是专家。
”经他一说，我才猛然想起，这位朋友的确是养马高手——在郊外专门养着几匹从内蒙古买回来的好
马，对马很有研究。
接着，这位朋友对着徐悲鸿先生的画一通开讲，讲起了好马的标准。
趁他喘息的空儿，我问他：“你说这幅画好在哪儿？
”“准确呀！
骨骼，肌肉，结构画得太准了。
”一个不懂画的外行，却道出了徐悲鸿大师绘画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厚的写实功力。
同时，他说的这一点也是鉴定徐悲鸿作品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依据。
接着这个朋友说：“我最喜欢徐悲鸿的画。
”我问：“为什么？
”他说：“徐悲鸿的画特别精神，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这完全不像一个不懂画的外行说的话。
还有一件事。
一位企业家在2007年春天时，曾经在北京一家拍卖公司买了一幅徐悲鸿先生的女孩人物画，这幅画尺
幅并不大，大约6平方尺，拍卖时这幅画估价是60万至100万，最后被这位企业家以180多万拍得。
过了三年，到了2010年春天，这家拍卖公司又找到了这位企业家，希望他能把徐悲鸿的这幅画再拿出
来上拍。
企业家说：“我还没藏够呢，不拍。
”拍卖公司动员他说：“我把底价给你做高些，拿出来拍吧。
”企业家问：“那底价你给定多少？
”拍卖公司说：“你不是180万买的吗？
我给你反过来——810万。
”从180万到810万，由此可见这两年徐悲鸿大师作品的涨幅。
尽管拍卖公司给开出了如此高的底价，这位企业家最终还是没把这件作品拿出来上拍，他说他太喜欢
徐悲鸿大师的这幅画了，舍不得。
为什么许多人都喜爱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呢？
大家喜欢他作品中的什么呢？
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一起走近这位“中国近代绘画之父”，共同探寻徐悲鸿大师的艺术和人生。
徐悲鸿，1895年7月19日出生在江苏省宜兴县屺（qǐ）亭桥镇。
说到江苏宜兴，大家马上会想到这里以盛产紫砂壶闻名。
宜兴的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它位于江苏省南端，正好处在南京、上海、杭州这三个大城市构成的三角
形的中央。
宜兴的东部就是烟波浩渺的我国第二大淡水湖——太湖。
宜兴物产丰富，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到徐悲鸿出生的年代，宜兴的商贸已经非常繁荣。
同时，这里人文底蕴深厚，家家以读书为本，讲求耕读传家，历史上出了许多贤臣名将、文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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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美术界，除徐悲鸿外，还孕育出了吴大羽、钱松喦、尹瘦石、吴冠中等大画家。
我们说，成就一位艺术大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徐悲鸿从出生那一刻就占据了“地利”之
优，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清末民国初期，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在江南，而宜兴又紧邻当时的东亚第一大都市上海，在
上海兴起的一波又一波新文化思潮很快就波及宜兴。
这种流通的、开放的社会环境，直接影响了徐悲鸿的人生和艺术道路。
我们假设一下：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如果说徐悲鸿不是出生在江南，而是出生在按现在的话说是“老
”、“少”、“边”、“穷”地区，那可以肯定，纵使徐悲鸿再有天分也不大可能成为艺术大师。
同时，也正因为他生在了江南，所以，他与同时代在北京的那些艺术家相比，生活道路和艺术风格也
是迥然不同的。
徐悲鸿出生在一个普普通通的书香之家。
父亲徐达章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画家，为人忠厚正直，鄙薄功名，不求闻达，在小镇上过着砍柴、打
鱼、卖字卖画的淡泊生活。
徐悲鸿原名寿康，他6岁开始随父亲读书习字，9岁开始正式学画。
学画以后，徐悲鸿非常勤奋，很快便成了父亲的助手，能帮着父亲在画面上染色彩。
13岁这年家乡发大水，使得徐家原本就不富裕的生活更加贫困，父亲只好带徐悲鸿到邻近的乡镇卖字
卖画谋生，他小小年纪便尝尽了流浪生活的辛酸。
不幸父亲又染上了重病，作为家中长子，徐悲鸿开始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到了1911年，徐悲鸿17岁。
在父母的包办下，他被迫和一位农村姑娘结了婚，还未成年的他对这桩婚事很是不满。
到了第二年，妻子生了小孩，徐悲鸿给儿子取了个名字叫“劫生”，意思是说：自己被父母逼婚出逃
，被抓回来后生的孩子，是遭劫而生。
因为“劫生”这个名字太晦气，家里将之改为“吉生”。
徐悲鸿为了反抗，一怒之下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悲鸿”。
这就是徐悲鸿名字的来历。
非常不幸，徐悲鸿的妻子在他们婚后的第六年，染病去世。
不久，儿子吉生也因天花夭折。
徐悲鸿不像其他传统文人画家那样别字别号很多，他一生只用了“悲鸿”这一个名字。
“悲鸿”二字有什么含义呢?因为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徐悲鸿先生对自己名字解释的记载，所以，我们只
能从字面上理解，鸿：鸿鹄、鸿雁，我们常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泛指能飞的大鸟。
悲：悲愤、悲怆。
可见，徐悲鸿是把自己比喻成了一只“悲愤的、有抱负的能飞的大鸟”。
取大鸟的含义，也与他的姓有关，“徐”，徐徐升起之意。
合在一起就是徐徐升起的一只悲怆的大鸟。
他给自己起的名字饱含了理想和寄托，同时，还带有几分悲壮。
我认为，在中国近代画家中徐悲鸿是一个充满了悲情色彩的人物，不知是巧合，还是什么原因，这和
他的名字非常契合。
他59岁去世，生命不过一个甲子，与其他许多八九十岁高龄的大画家相比，可谓“短命”，壮志未酬
。
另外，他历经多难，一生在忧患、贫穷、多病中度过，幸福时光相当短暂。
我们看徐先生的照片，能很明显地感受到大师英俊眉宇间的那份淡淡的哀愁。
在近现代画家中有三位大师“短寿”，第一位就是徐悲鸿非常崇拜的任颐任伯年，1895年徐悲鸿出生
这一年任伯年去世，年仅56岁。
第二位就是徐悲鸿，59岁。
第三位是金陵派大师傅抱石先生，活了61岁。
天津还有一位大画家陈少梅，就更短了，仅仅活了45岁，正如他名字的发音一样，很年少就“没”了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悲鸿>>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徐悲鸿>>

后记

因为“百家讲坛”的《水墨齐白石》(图书出版时书名为《齐白石：从木匠到巨匠》)受到了大家的欢
迎，所以，我改变了原来的主意，决定再次登上“百家讲坛”。
在2010年盛夏7月，流火的季节，在朋友聚会的餐桌上，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节目编导——聪明的王珊
姑娘。
她笑呵呵地说：“好啊，您啥时准备好我们就啥时开录。
”我非常清楚这个决定将给我带来怎样的压力。
在“百家讲坛”讲课有多难，只有讲过才知道。
王立群老师说：“世上无难事，最难百家讲坛。
”毕淑敏老师说：“整夜失眠再也不会去讲了。
”那天，方志远老师从台上下来，到休息室的第一句话就是：“真有压力呀。
”    对我而言，这次讲徐悲鸿比上次讲齐白石还要难。
    讲齐白石之前，我先用了一年的时间写成了一本书，然后根据书稿再改写讲稿，相对要容易些。
而这次是边写边讲。
每月两讲，将近两万字。
这两万字不是在编故事，而是要在浩瀚的史料中找寻徐悲鸿先生的足迹，同时还要用自己的观点解读
他的艺术，这也仅仅是工作的一部分。
接着还要把写成的讲稿烂熟于心，然后，再在演播大厅的多部摄像机下讲好，录制下来。
    ⋯⋯    2月10日，北京终于迎来了冬天的第一场小雪，这是60年来北京下雪最晚的记录。
在天安门东侧美丽的菖蒲河边我给几位同事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为我做了很多工作，是我最有力的
支持者。
他们是李延、贾艳平、顾莹、于雪芳、殷军(从左至右)。
当然，支持我的还有更多没在照片上的人。
    2月23日下午，像以往一样我被安排在最后出场，我很好地掌控了现场，节目录制很顺利。
在演播室，高虹总导演给了这样的评语：台风端庄，神态自然，语言干净，潇洒儒雅。
    第二天顾莹将这句话发到了微博上。
我也是通过微博才看到这样的评价，我做了转发，谁不愿意听好听的话呢？
转发时，我加上了一句话：  “是在鼓励我，过奖了。
”    走下讲台，心里并没有出现预期的轻松。
平静，说明了我的成熟。
    王珊对我说：“给您半年时间休息，然后录下一位大师。
”    天哪，还是让我先喘口气吧。
    回到办公室，我发了一条微博：今天，CCTV《百家讲坛》节目《写实徐悲鸿》顺利完成了前期录
制，我终于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
当然还应该补上一句：图书出版时，书名是《徐悲鸿：从画师到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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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深刻地感到，大师的笔下流露着善感的灵魂，宣泄着热烈的创造欲，写出精心刻画的人体，点画
披离的鸟兽，山川则极明晦变化，人物则尽栩栩传神，造型既求精到，复尚简约，涤琐除烦，浓线勾
画之间自然地流露着中国绘画的传统精神韵味。
假设徐先生没有对生活的深切认识和对造型艺术的千锤百炼、对优秀民族遗产的悉心钻研，是难以做
到的。
　　——画家、教育家吴作人徐君以20年素描写生之努力，于西画写实之艺术已深入堂奥；今用纵横
其笔意以写国画，由巧而返于拙，乃能流露个性之真趣，表现自然之理趣。
徐君现已趋向此大成之道。
中国文艺不欲复兴则已；若欲复兴，则舍此道无他途矣。
　　——美学家、诗人宗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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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悲鸿:从画师到大师》编辑推荐：《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
流浪画师终成艺术大师。
《百家讲坛》新锐主讲人全新讲述一代宗师的艺术和人生。
真迹伪作独家解密徐悲鸿作品的去伪存真秘籍。
学者使电视深刻《百家讲坛》栏目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栏目宗旨，栏目在专家、
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目的。
《百家讲坛》栏目坚持“《百家讲坛》，坛坛都是好酒”的节目制作理念。
不断培养专家、学者的公众意识，不断强化媒体为受众着想的服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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