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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描绘艺术大师轮廓青年时代，读余光中译的《梵高传》，看柯克·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梵高传》，
一遍一遍地读，一遍又一遍地看，觉得书和电影不但表现得很细致，仿佛使西洋画圣梵高那样一个人
，那样一种性格与他所生长的时代背景，整个的复活了。
在电影中，更把梵高的作品一幅幅放大成宽银幕那么大，鲜艳的色彩，奔放的笔触，使人震撼得目眩
神摇。
于是，你可以和他的画、他的时代、他的性格一同呼吸，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这时，时空的界线仿佛完全拆除了，更进一步的阐释了艺术是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它超越时空地拨动
着全人类的心弦。
其后读到的有美译的《米开朗基罗传》，及却尔登希斯顿主演的电影《万世千秋》(米开朗基罗传)，
罗珞珈译的《高更传》及张道林译的《原始作风的创造者高更》，绮纹译的《诸神复活》(达文西传》
⋯⋯而遗憾的是，我始终无缘观赏描绘印象派大师罗特列克生平的电影《青楼情孽》。
因此我觉得，一本写作翔实、细致而生动的艺术家传记，对理解他的艺术、思想、时代和人格的特征
是多么重要。
进一步对促进人类文化的交流，发扬一个民族的传统，也一定会产生很大的作用。
这是促使我写艺术家传记的原始动机。
由于资料与经验的限制，我先从短篇的传记写起：《中国文人画家传》及《喜欢绘画的皇帝》就是这
个时期的产物。
这种短篇传记的写作，使我能很快地从我国历史与美术史中寻求出一个脉络，一个承传和演变的轨迹
，也寻求出这些大师们生命的主要轮廓；更重要的，在师友及读者的鼓励下，它使我产生了信心。
而《郑板桥传》，就是从这些基本骨架中所构筑成的第一部艺术大师的传记。
在传记文学的写作中，经常会遭遇到两种情况：其一是这位历史舞台上的主角，留下了丰富的文集或
庞大的有关其生平的资料，因而使传记作者面对着浩瀚的文献资料，会有不知如何取舍的困难；其二
则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如何搜求，资料依然有限，如本书的主人翁郑板桥。
不但有关郑板桥的记载，只有寥寥的几篇简短的传记和轶事，而且他自选的诗钞、词钞、家书、小唱
，选择的标准也是高而且严。
稍不如意，或缺乏代表性者，他宁可付之一炬，也不轻易刊入。
并且在《后刻诗序》中，下了这样的撒手锏：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版，将平日应酬之
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
因此，《郑板桥传》之写作，就必须在有限的资料中，反复的推敲，找出他思想和生命历程的端绪。
同时也要就更有限的资料，来寻求他与其他扬州画友间的交往情形。
有时，从他的文集或题识中，看出了某些思想、情绪或生活转变的蛛丝马迹，便要大胆的假设这些因
素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再反复地思索和求证，以使其思想、行为得到前后一贯的衔接。
所幸近年出版的《郑板桥全集》，许多版本增加了“补遗”部分，使对郑板桥的研究，得到了许多方
便，增加了新的了解。
对我个人而言，最感欠缺的，则是“吾生也晚”，未得畅游大好河山，华夏胜景。
而可资卧游的资料，及历史地理的书籍，又极有限。
以郑板桥生平活动的两个主要场景——扬州与山东潍县而言，虽有府志、县志、《扬州画舫录》等作
为参考资料，仍嫌无法充分引起思古的幽情。
单是想寻找一份扬州北郊的风景名胜图便不知跑遍了多少图书馆、旧书摊和书店。
不得已，只好依据《扬州画舫录》来推测绘制，然后再寄请旅台的扬州学者名流惠予订正。
在此除了向本书写作过程中，在有关历史掌故及地理知识方面，给我协助与指教的师、友、学者们敬
致最诚挚的谢意之外，更盼在出版后，继续给我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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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二百年前，在古老的扬州，涌现出一支新兴的艺术力量，它像一簇晨星，闪烁在当时的画坛上，这就
是历史上有名的“扬州八怪”。
而郑板桥就是八家之中最受人们称道的画家。
本书以文学笔法讲述郑板桥的艺术道路和颇富传奇性的人生之旅，文笔生动，资料翔实，是我们研究
和鉴赏郑板桥艺术作品的重要读本。
    郑板桥是我国清初画家，“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皆自成一家，影响后世直至今天。
本书以文学笔法讲述郑板桥的艺术道路和颇富传奇性的人生之旅，文笔生动，资料翔实，是我们研究
和鉴赏郑板桥艺术作品的重要读本。
    本书作者是一位画家、作家，和美术教育家，其撰写的一系列中国艺术家传记在《故宫文物》连载
已有二十年之久，深受读者欢迎。
本书是作者潜心完成的一部力作，可谓笔力深厚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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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家诚，画家，作家，美术教育家。
在台湾《故宫文物》连载一系列中国书、画及篆刻大师传记，已有二十年之久，深受读者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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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描绘艺术大师轮廓（代序）第一章  七歌（出生～三十岁）  童年　饮酒、谩骂，浮夸的少年时代　朱
三太子的悲剧　少年感情的寄托　扬州、小秦淮　天宁寺中的岁月　七歌第二章  康熙秀才、雍正举
人、乾隆进士（三十一岁～四十九岁）　墨弟与椁儿　纠缠在心中的结　北京城的风沙　鹏怒而飞　
八股文与六分半书　道情　观潮行　焦山读书　鹭影孤坟　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博学鸿
词　二十年前旧板桥　丁巳残人高凤翰　重返京城　慎郡王的礼遇第三章  十年县令（五十岁～六十
一岁）　范县　楚王幽梦　房师降职　杭世骏的对策　分俸　必传的信心　奇人音布与陈孟周　长为
农夫以没世平　潍县　人吃人的炼狱　捐廉代输　试院中的冷月　孤独的日子　东巡的悲剧　还家行
　天道与人道　难得糊涂　丧子与高凤翰之死　重整文集　禹王台勘灾　流到海边浑是卤　罢官　离
城第四章  梦醒扬州一酒瓢（六十一岁～七十三岁）　高西唐与李方膺　汪士慎与金冬心　罗聘、项
均——金冬心的传人　自然的流程　胸无成竹　书画一体　瘦西湖　虹桥修禊　翠鸟残荷　无古无今
之画　绿林豪客与板桥润格　君有奇才我不贫　梦醒扬州一酒瓢附录　《七歌》、《道情》与“难得
糊涂”　　一、前言　　二、七歌　　三、道情　　四、难得糊涂　　五、结论　《道情》十首　逸
闻轶事　　嫁女　　莫打鸳鸯与鹭鸶　　断袖余桃　　中计郑板桥年谱参考书目新版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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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大，丑陋，随着声带的变化，板桥讲话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跟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跟他的相貌，似乎都有点关系。
言语犀利，一针见血；像是自负，但又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饮酒，好谩骂，这与他性格内向的父亲，很不相称。
看在许多老一辈人的眼中，不但很不以为然，对子女们与板桥的交往，也就深具戒心。
他唯一的好处，是对贫苦的人，很有同情心。
对那些靠撑船，捞虾，靠吃粃糠和野菜度日子的族人，不但从不摆出那种傲慢的态度，而且凡是他能
帮助他们的地方，他也绝不推诿。
他所看不起的，是那些爱占小便宜，或是仗势欺人。
尤其是那些秀才们，看起来仿佛很不可一世。
实际上，只是借着那么一顶儒生的幌子，打打秋风，欺负欺负那些种田经商的老实人。
这种人，往往就列入了板桥酒后谩骂的对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板桥的求知欲望，一天比一天浓厚，读过的书，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
无论是坐在船上，骑在马上，躺在被子里面，他都像骆驼一般，默默地反刍着，咀嚼着。
音节，字义，通篇文字的组织，他无时不在翻掘，支解，品味，然后融化成自己的知识和见解。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为他有特殊的记忆力，把他看成“过目不忘”的才子。
但是板桥不认为自己的记忆力有什么特异之处。
过目成诵的读书方式，他倒觉得好像走马观花似的，无济于事，只有千百遍的翻阅，一再的咀嚼和思
考，而后文义才能层出不穷，才是一种以理解为基础的读法。
有时，他和两位好友，在古庙中，谈天，谈文，讨论天下大事。
落叶，冷风，衰颓残破的殿廊。
往往一谈就到二三更的时候。
⋯⋯高大，丑陋，随着声带的变化，板桥讲话的态度，也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跟他幼年时代的生活，跟他的相貌，似乎都有点关系。
言语犀利，一针见血；像是自负，但又给人一种不着边际的感觉。
饮酒，好谩骂，这与他性格内向的父亲，很不相称。
看在许多老一辈人的眼中，不但很不以为然，对子女们与板桥的交往，也就深具戒心。
他唯一的好处，是对贫苦的人，很有同情心。
对那些靠撑船，捞虾，靠吃粃糠和野菜度日子的族人，不但从不摆出那种傲慢的态度，而且凡是他能
帮助他们的地方，他也绝不推诿。
他所看不起的，是那些爱占小便宜，或是仗势欺人。
尤其是那些秀才们，看起来仿佛很不可一世。
实际上，只是借着那么一顶儒生的幌子，打打秋风，欺负欺负那些种田经商的老实人。
这种人，往往就列入了板桥酒后谩骂的对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板桥的求知欲望，一天比一天浓厚，读过的书，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默诵着。
无论是坐在船上，骑在马上，躺在被子里面，他都像骆驼一般，默默地反刍着，咀嚼着。
音节，字义，通篇文字的组织，他无时不在翻掘，支解，品味，然后融化成自己的知识和见解。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以为他有特殊的记忆力，把他看成“过目不忘”的才子。
但是板桥不认为自己的记忆力有什么特异之处。
过目成诵的读书方式，他倒觉得好像走马观花似的，无济于事，只有千百遍的翻阅，一再的咀嚼和思
考，而后文义才能层出不穷，才是一种以理解为基础的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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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感谢九歌出版社，使《郑板桥传》以崭新面目重现书市。
初写《板桥传》时，两岸尚未开放交流，在克服万难下，收集及整理资料，以文学传记方式，呈现郑
板桥传奇的一生。
1978年初版后，广受好评。
目前有关板桥资料，虽然大量增加，但细读之下，真假参半。
为保持原书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此次新版，在内容方面并未作大幅修订。
新版中，除增加板桥书画及扬州风景名胜图片多帧外，并附录八十六年十一月“两岸清代文学讨论会
”所发表的论文《郑板桥的(七歌)、(道情)与(难得糊涂)》(曾在《故宫文物》月刊180期刊载)，对板桥
一生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作深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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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郑板桥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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