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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渐为近代中国五口通商的重镇。
至民国，许多前朝遗老、文人、书画家，为了生计，集聚到这座商业十分繁华的城市。
在这“十里洋场”的上海，与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齐名的曾熙，是民初四大书法家之一，其与黄
宾虹、吴昌硕、李瑞清共获的“海上四妖”这个称谓，是对这四位大家在艺坛上出类拔萃的褒奖。
　　20世纪前期，衡阳曾熙在好友李瑞清力邀之下，赴上海鬻书画度日，招收学生教授书画。
在曾熙众多弟子中，名声最大的当数张大千，这位在画坛上叱咤风云的一代奇才。
“五百年来一大千”的画家，是被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校长刘海粟聘请的国画教授之一。
当然在曾熙的众多门生中。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孑子、马骀、李健、姜丹书等都是被聘上海美专的教授。
　　年仅17岁的刘海粟在1912年冬，与乌始光、张聿光、丁悚等人创办了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的一
所正规美术专门学校，即上海图画美术院（后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美术专
科学校）。
在办学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勇于实践，大胆进行学制改革，根据社会需求适时调整办学方针。
美专开创伊始，仅设绘画正科、选科，辅以预科班，办学成一定规模之后全面实行新学制，成立了西
洋画科、中国画科、音乐科、雕塑科、工艺图案科、高等师范科和初等师范科等科系。
学校还附设绘画研究所、函授学校、暑期学校、夜校、假日补习班，设立专业教研室，上海美专成了
当时科系非常齐全的美术专门学府。
学校在办校期间陆续聘请社会上许多名流画家担任教学工作。
不断充实学校的教学质量。
如西洋画科聘请的教授有陈抱一、王济远、傀贻德、张弦、关良、潘玉良、吴法鼎等；中国画科有黄
宾虹、潘天寿、张大干、张善孑子、吕凤子、钱瘦铁、王个移、郑午昌、马骀、贺天健、商笙伯等；
理论科有姜丹书、傅雷、俞剑华、温肇桐、膝固、粱宗岱等；书法科有李健、朱复戡、马公愚等。
根据曾熙的后人曾迎三先生所记的曾熙年表中得知，当年受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之邀。
自1927年3月8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举行春季始业式起，曾熙每星期赴校与王一亭等名家为学生示范授
课。
另外还有费尔伯、斯丹纳、伍连诺夫等多名外籍教师参与教学，雕塑科、音乐科等都有名师来执教，
当时在上海美专汇聚了国内外一大批名家名师，这个现象，颇值得我们今天去好好研究。
上海美专历经各种困难挫折，坚持40年办学，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事业写出浓重的一笔，这跟上海
美专广纳良才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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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熙（1861-1930），清末民初重要之书家人物，成就不容小觑，而罕为今人所知。
创办湖南南路优级师范学堂（今衡阳师范学院），兼任衡清师范学堂（今衡南一中）监督。
晚年赴沪鬻字画授门徒为生，曾给予近代书画大师张大千很大的熏陶与影响，上海美专诸教授（其学
生）亦常上门请益，其书法、绘画思想经此传播，引海派书画一时之风。
在书画界名声显赫，与李瑞清有“南曾北李”之誉；与吴昌硕、沈曾植、李瑞清并列为“民初四大书
法家”。
 适逢曾熙诞生150周年纪念，刘海粟美术馆与曾熙后人曾迎三特别广集曾熙书画作品，规划“曾熙书
画特展”，并编集出版《曾熙与上海美专——曾熙诞生150周年书画作品选》画册，希望藉由书画艺术
，记录社会文化的风貌，让二十一世纪的读者有机会回顾与探索这段或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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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图许昭红梅图马骀绝笔山水马骀达摩图张大干达摩图张大干行书扇面张大干赠马骀隶书七言联张大
干行书七言联张大干致姚云江书张善孖致朱大可书张善孖百步云梯张善荇柳下双骏图张善孖杨浣青题
耕香馆画媵李健仿石涛山水曾熙简谱曾熙为上海美专教授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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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史画论的梳理研究，一般都注意专门史论家或名画家的著述，而对跨学科的学
者、文化人有关绘画的笔记、题跋、书信、诗歌很少关注。
在古代，没有专业的美术史论家，对绘画有兴趣的士大夫文人才是画史画论的主要作者。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兼通文与艺的士大夫阶层迅速消亡，而代之以从事各种文化艺术职业的专门人才
，中国学术的研究对象、研究与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美术史论写作也迅速向现代转型，与收藏、鉴赏活动密
切关系的感悟式、随笔式史论著述逐渐减少并受到冷落。
但转型过程中的中国文人仍是一个有力的存在，他们变了身份，未必都变了思想与志趣，因而也留下
了一定数量的传统式史论著作——这是古今交替、激烈变革的20世纪文化遗产之一，值得我们珍视并
加以重新审视。
由于战乱和大规模的社会运动，这些大多保存在私人手中的著述文献毁失很多，侥幸保存下来的，又
十分的零散，难以搜集。
近年来，画家的个案研究多了起来，作者们开始搜求这些被遗忘的散失文献，在相关年谱、文集中，
这部分内容也逐渐受到重视。
《曾熙诗文题跋集》就是这样的成果之一。
　　这部诗文题跋集是曾熙后人曾迎三先生所辑。
内容有曾氏撰写的政论、小传、家传、序言、墓志铭、书画润例、书信、题画、题书，自题书画等，
是迄今性一全面了解曾熙生平、思想、交游、艺术创作与艺术主张的综合文献。
其中有关书画的内容很多，对艺术和艺术史也最有意义。
这篇文字，只就其中的绘画题跋，略谈感想。
　　曾熙的论画文字，多写于20世纪20年代，即曾氏晚年定居上海时期。
这些文字，可大抵分为论古代绘画与今人绘画两部分。
前者涉及中国画史诸多问题，每多独到见解；后者涉及他所熟悉的友人、及门弟子、后学晚辈，记载
了他们的交往，他对他们的评价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艺术史文献。
　　曾熙谈及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作品，喜欢由近及远。
从清代上溯到宋元。
如《题黄子久溪山雨意长卷》诗：“无一经意笔，无笔不神妙。
击节三叹息，孤赏谁同调。
”——1925年冬，曾熙得到黄子久《溪山雨意图卷》，兴奋之余，题了这首诗。
友人李瑞奇、符铁年、钱冲甫也相继把卷观赏，“无不叹为希世之奇遇”。
明明有人激赏黄子久画，为什么还说是“孤赏谁同调”呢？
我想，这可能是针对时论而发的。
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题为《美术革命》的通信，称“倪黄文沈”到清代“四王”属于“
一派中国恶画”；同年，康有为在上海美专的《美术》杂志发表《万木革堂藏画目》，说“中国画学
之衰，至今为极矣，则不能不追源作俑，以归罪于元四家”。
“五四”以后，一部分文化人和美术界人士，也持这样的看法，把元代以来的文人画视为中国绘画“
衰落”的源头。
对此，生活在上海、熟悉文化界的曾熙，应该是很清楚的。
他对黄子久“无一经意笔，无笔不神妙”的赞美，到“孤赏谁同调”的感叹.至少显示了不随波逐流的
态度。
他在另一则题跋中再次谈到黄子久，日：“大痴画有时气静如永，若无过人处。
⋯⋯有时老腕横披，虽毫发之细亦必挟千钧之力。
内府所藏《芝兰室图》，与此写天池石壁是也。
”（1927）。
黄子久为元四家之首，是明清文人画家最为推崇的画家，曾熙对黄氏的肯定，不妨说也是对整个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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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文人山水画的肯定。
　　明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文人画家，奠过于董其昌。
因此，现代的文人画的否定者，都不约而同地否定董其昌。
在半个多世纪中，对董其昌的批判与声讨几乎没有断过。
肯定黄子久的曾熙，必定也首肯董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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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农髯与清道人皆以书势名天下，顾皆晚岁始作画。
余尝两哂其为蛇足，徒弄狡狯耳。
久之，乃愈为世所推重。
以谓可攀宋元名辈，即余亦无异辞。
盖二子胸中所具丘壑。
忍俊不禁，郁积而一吐其奇，所习在意、在目、不在手，故自然成异境，非于技也。
农髯所就或过清道人。
　　——陈三立　　农髯以画示世人，数年前事耳。
然其画蕴餐于胸中者，盖数十年。
平日所游名山大川，所见吉金乐石，古今剧迹，一且喷簿而出，奔赴腕下，宜其邈然高绝，不可追攀
。
此不当于画求之者，而画之工莫是过矣。
松雪论书，以朝学执笔，蓉已自夸为末俗。
岂知画中有此超凡人圣之一境乎！
故拈出之，以告世之，徒求工于书画者。
　　——谭延闿　　杨越公教人图宫殿，不授笔法。
赢引至宫殿，令观之。
髯生南岳，所见已奇，更历南北，闳览川阜，故笔迹与寻常蹊径少异云。
　　——章炳麟　　鼎革后，余自蜀归京师，闻髯与清道人鬻字沪上，不更与时事。
两人者趣向如一，交好数十年不衰，为季世所难能也。
岁戊辰，余南行旅沪，则清道人死已久。
髯遂独步书名遍海内。
且以画闻名过其书，实亦胜之。
　　——夏寿田　　髯师写松身，先以淡墨涂之，然后以浓墨用篆隶笔勾勒，遂成朴茂。
卉人无此，盖创法也。
先师农髯先生画梅，不袭宋元以来笔法，而自然高逸。
　　——张大干　　农髯与道州为同乡，其八分亦可继美，而其最得力者在《华山》、《夏承》.皆圆
笔也。
由圆笔以下穷南碑，故其行楷各体皆逸，体峻者见骨气，体逸者见性惰。
所谓阴阳刚柔各尽其妙。
　　——康有为　　俟园于书沟通南北，融会方圆，皆能冥悟其所以分合之故，如乾嘉诸经师之说经
，本自艰苦中来，而左右逢源，绝不见援据贯穿之迹，故能自成一家。
昔人以“洞达”二字评中郎书，若俟园之神变化，斯可谓于洞达矣。
　　——沈曾植　　农髯书世虽南宗，然其胜人处存以碑法入帖，非从帖入也。
敌下笔高逸穆静，直逼晋贤。
　　——谭延闿　　曾农髯先生，今之蔡中郎也。
中郎为书学祖，髯既通蔡学，复下极钟王，以尽其变。
临《夏承碑》，左右倚伏，阴阔阳开，奇姿谲诞，穹隆恢廓，即使中郎操觚，未必胜之。
　　——李瑞清　　农髯临摹三代两汉六朝金石文字，名倾海内。
围变后与清道人同鬻书海上。
维时清道人宗北法，农髯法南宗，故世有南曾北李之称。
晚年书益横肆，合南北为一家，而别立门户，四方学书者多师之。
　　——向燊　　章草不振久矣。
虽唐宋大家，亦于此逊谢，明之宋仲温，略有六朝风度，可谓空谷逸响。
然犹从阁帖悟入，未能望皇索之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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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曾先生出，知章由隶变，与八分同源，因合分隶以为之。
遂尔默契汉矩，奄迈晋规。
有清一代，无可位鼠。
惜不轻为人作。
故草迹流传，不若他体之盛耳。
先生临《黄庭经》，其神安雅，其度冲融，遂觉山阴流风，去人非远。
先生小真书，愈小愈妙。
其分布与大书无殊，盖从鹤铭般若解脱独得圣汪者。
使刘文滴见之，当密然丧其所有。
　　——马宗霍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熙与上海美专书画作品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