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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现代绘画之父”、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出生于江苏宜兴，幼年就在父亲徐达章
的教诲下学习诗、书、画、印，打下了传统文化的雄厚基础。
年轻时的他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投身艺术革新运动，成为倡导革新绘画的主要人物。
1919至1927年他被公派到欧洲留学，经过艰苦的锤炼后，他成为那个时代全面和深入掌握西方绘画精
髓的一位先驱。
他的油画艺术在古典写实主义的基础上，融浪漫主义、印象主义、中国气派以及国画的意境理论于一
炉，秉持“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原则，追求“真善美”，体现出博大而崇高的时代特征。
他的史诗巨作《田横五百士》、《徯我后》、《愚公移山》，在中国油画发展史上树立起了不朽的丰
碑。
　　除了油画，徐悲鸿一生所创作的数量惊人的作品中，还包括素描、速写、水粉、水彩、工笔、写
意水墨、彩墨各个画种，涵盖了古典主义、印象主义、现实主义等各种风格，题材涉及古今中外，从
西方寓言的《奴隶与狮》到中国文学的《山鬼》、《篌我后》，从古代题材的《田横五百士》到反映
当代现实生活的素描，可谓囊括中西、纵贯古今，将精湛的技术与其宽广的胸怀相融合，铸成了他艺
术的博大精深和磅礴气势。
　　徐悲鸿的艺术融西方绘画精华于中国画的笔墨、意境之中，不仅代表了中国绘画的时代特色，还
体现出了他“师法自然”、“笔笔求诸己”的鲜明个人风格。
他的作品既将“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入中国画中，还在以人物活动为主和师法造化的同时，不囿于
成法，把握住了“美”这一艺术宗旨，从技法、笔墨到美学实现全面创新。
这些作品既体现出了徐悲鸿在艺术技巧上的娴熟、学识修养的丰富、思想的博大和深邃，同时也记录
了他伟大而辉煌的一生中，极具传奇色彩的故事和非凡的人生经历，甚至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一个民
族、一个时代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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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徐悲鸿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杰出的画家、美术教育家。
他热爱艺术，擅长素描、油画、国画，培养并纵酒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被称为“中国现代绘画之父
”。
本书通过对徐悲鸿生平与绘画作品和谐统一的讲解，让读者第一次亲临体会，中国现代绘画之父的创
作精神及绘画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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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辉  中国美术馆典藏部
　　唐培勇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博士,徐悲鸿纪念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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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复兴之声　　1930年1月，徐悲鸿在南京出席中央美术会画展开幕式，他的《田横五百士》和
《我后》两幅巨制首次参展，当时的《中央日报》载文称：“这样的作品在国内是不见的⋯⋯这就是
我国美术复兴的第一声”。
　　《田横五百士》（图37）是徐悲鸿回国后创作的第一幅震惊中国画坛的历史题材巨作，是中国画
家到西方留学取经后独立创作大型油画的最早成果，也是西方油画真正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生根的标志
性作品。
尽管徐悲鸿回国的那个年代，油画已经由欧洲大规模传到了中国，但是当时的中国在油画人物画创作
的领域仍旧十分衰微。
徐悲鸿的《田横五百士》正是以人物画创作的形式再现出了生离死别的历史场景。
他在此画中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生活经历的三十几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弘扬
了“威武不屈”的精神，艺术地表达出他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思想，为我国油画历史画的产生和发展跨
出了可贵的一步。
其实1927年末，徐悲鸿就已经开始构思创作《田横五百士》、《我后》、《禹凿龙门》等作品。
此前刚从国外回来的徐悲鸿就与田汉一起搞艺术运动，田汉建议他把在欧洲所获得的美术技巧转化成
为发扬民族精神的武器，这些都为徐悲鸿开始着手创作《田横五百士》做了应有的铺垫。
　　《田横五百士》的故事出自《史记》中的《田儋列传》。
田横继田儋之后为齐王，是秦朝末年的旧王族。
汉高祖刘邦消灭群雄后，田横和他的五百壮士逃亡到一个小岛上（今称田横岛）。
刘邦听说田横得人心，恐日后有患，便派使者去说服田横，赦他的罪，召他回来，封其王或侯，否则
就要诛灭他们。
但田横在走到“尸乡”时，终因不肯屈服于刘邦的淫威而自杀。
岛上五百壮士得知后也随其后而自杀，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伟大人
格力量和民族气节。
在画中，田横魁伟的身躯以及威武不屈的精神被重点刻画，他目光炯炯，一身傲骨，正拱手与壮士们
告别，一种生离死别的悲壮气愤弥漫了整个画面。
众人在不愿让他去但又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内心百感交集，依依不舍，和田横之间的深厚感情被表现
得恰到好处。
画面中着黄衣者的面容表现出不理解的神情，最前面的一位持棍老人正焦急地走向前来似要劝阻，总
之每个人物都被深入地刻画出丰富的内心世界。
构图上的简约和庄严继承了西方古典艺术的传统，体现出广博和永恒的特质，人物与呈现三维空间的
广袤大地和深邃的海空一起，形成了崇高的宏大气势。
挥舞的手臂，前排持拐杖老人倾斜的身体本身，以及他手里握着的与其身体方向相反的拐杖，还有田
横腰间斜挂的宝剑，都从不同的角度打破了海岸线、海平面和人群形成的大致呈水平状态的头部连线
的水平态势。
而从人物的构图上看，画面左侧人群稠密，右侧则显得稀疏，前面松散，后部集中，富于变化。
特别是挥舞手臂高呼者和双臂前伸者既使人群稍疏而松散，手臂形成的斜线还使构图上原本平稳的特
质稍有突破。
画面左前的三个人物突离了人群，使左侧的人群大致形成了一个长三角形，与画面右侧田横与马夫形
成的矩形正好相异；左侧人群在脚部形成的一条斜线，也极大地冲破了占统治地位的水平线；更难得
的是蹲在地上的两名妇女和她们中间的一个孩童，不但打破了大多数人物的站立姿态，更在于两个妇
人的轮廓线几乎形成一个完整的圆形，并且与在持拐杖老人臀后坐在地上的一个人的轮廓形成的曲线
相呼应，极大地丰富了构图形式。
然而，将田横安排在稍靠前的位置是此图在人物构图上最灵活和最微妙处，使画面增加了一层最微妙
的透视空间，既突出了中心人物田横的高大形象和意义，又使他与士民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主次
分明且亲切自然，是构图上最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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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杖老人是唯一一位全侧的、处于运动中的人物，与之呼应的有远景中正在吃草的双马，可谓静中有
动，丰富多彩。
远景中的双马在构图上也是力求丰富，一匹侧对观众，另一匹面对观众，且与前景中的战马形成一个
纵深方向的三角形，在构图上充分体现“尽精微，致广大”的创作理念。
　　《田横五百士》在色彩的表现上具有浑穆广大的气象。
首先，天空、海水、云层、树林、草地、人物肤色、衣服及饰物的色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冷暖变化
十分丰富。
互补色的大胆运用极大增强了色彩的动感和表现力，画面中既有红与绿的对比，又有黄与紫、蓝与橙
的互动，错落有致，搭配合理自然。
如蓝色的天空、蓝色的衣服，包括田横腰际间蓝色的剑鞘，与前景中几个愤怒的武士腿上及地面上的
部分橙色形成补色，一唱一和，泰然相处；画面中央的青年人身上稍稍偏橙色的黄衣服，与海水略显
深蓝色的紫色互为补色，遥相呼应；背景茂密树林中和中景草地上的蓝绿色与田横身上的红袍，以及
远景中零星的几点橙红色树丛形成补色，使得画面格外响亮又备感和谐。
画中最夺目、最暖、最重要的颜色是田横身穿长袍的红色，这红色本身在画中就已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与田横的王者风范是相协调的，这样的用色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
但更可贵之处在于田横的红袍是偏紫色的冷红，红色的色相符合他驰骋疆场的大将风度，其中的冷色
又与他有勇有谋、沉着冷静的性格特征相吻合，该画在色彩上的极尽精微可见一斑。
　　《田横五百士》的诞生是徐悲鸿集他一生对西画、国画、书法乃至历史、古典文学，以及中国崇
高的道德境界等各方面艰深修养于大成的必然结果。
后来很多青年画家就是在看了这幅油画后才决心献身绘画艺术事业的。
该作品的影响甚至扩大到了国外，1939年徐悲鸿在新加坡举办赈战画展的时候，新加坡报纸报道：“
《田横五百士》图中田横拱手话别的慷慨激昂，五百壮士远送之悲愤凄楚，一人有一人的神情，一笔
有一笔的精彩，这种伟大的巨画，在中国真是稀有的珍品。
”①该画还曾经在日本展出过，当时被印制成了海报，日本教科书也收录了此画。
可见《田横五百士》在中国油画史上的非凡意义。
　　徐悲鸿历时三年的力作，被称为《田横五百士》姐妹篇的《徯我后》（图38）取材于中国经典文
学作品《书经》，其中原句说：“我后，后来其苏。
”意思是说老百姓对英明君主到来的期待，渴望追随明君摆脱苦难求得解放。
历史上，夏桀暴虐，其统治已不得人心，人民痛苦不堪，商汤带兵去讨伐，老百姓殷切地期待得到解
救，向往成汤之德，渴望得到苏息。
　　这幅七平方米的大油画曾经放在走廊里被雨淋过，受损剥落得很厉害，今天已经修复如初的画面
仍旧从完整的构图、浑厚的色彩上表达出了肃穆宏伟的崇高境界。
在人物表现上，特别是对老者的面部刻画，既从骨感和皮肤的苍劲粗糙上体现出了生活的沧桑，又从
其凝思的表情和深邃的目光中传达出深厚的阅历。
右侧几位呈裸体状态的中年人则在凝重的表情中隐含着斗志，所有的孩童一律都是一脸的天真和无奈
，席地而坐的妇人的表情里仍然流露出对生活最真诚的渴望。
站立着的人们，以及画面左右边缘的两株孤枯灰暗毫无生机的树木，都增强了画面的悲凉气氛，给观
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痛苦和压力。
然而人们在这痛苦和焦虑表情的深处，却还酝酿着深沉和质朴的企盼，这些精神内涵又与宏伟的构图
和浑厚的色彩，共同体现出了纪念碑式的崇高精神。
画面是以人物塑造为中心的，并完全从人们的内心精神需要来安排和组织情节。
尤其对裸体造型的穿插运用，是中国大型油画创作的首次运用。
这不仅仅是出于对古代奴隶制社会衣不遮体的事实反映，更是对人自身价值和本质意义的重新认识和
宣扬。
　　在画中徐悲鸿还巧妙地运用了隐喻和象征的手法来表现这一历史情景，将其描绘成了大旱之天灾
。
画面上瘦弱的耕牛在啃食着树根，一群衣不遮体的老百姓在干裂的田野里翘首远望，眼睛里饱含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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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的目光——大旱望云霓，渴望来一场及时雨。
画面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画家是用塑造历史人物的手法，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祈求解放的
心情和渴望社会变革的思想。
徐悲鸿对人物内心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既表达出悲天悯人的艺术理念，又表达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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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徐悲鸿艺术融西方绘画精华于中国画的笔墨、意境之中，不仅代表了中国绘画的时代特色，还体
现出了他“师法自然”、“笔笔求诸已”的鲜明个人风格。
　　大量经典原图，供读者欣赏。
　　大量真实故事，让读者了悟。
　　隽永的文字，引人入胜。
　　第一次体会，徐悲鸿先生丰富的内心世界，独特的视角，并期待能感受之，传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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