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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包括：对于全国美展的希望、从梅花说到美、从梅花说到艺术、艺术鉴赏的态度、新艺术、
为什么学图画、美与同情、绘画之用、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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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丰子恺(1898～1975)，浙江桐乡人。
名仁，又名婴行。
自幼爱好美术。
1941年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19年毕业。
1921年赴日学习音乐和美术。
回国后，曾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
1924年，与友人创办立达学园。
抗战期间，辗转于西南各地，在一些大专院校执教。
1943年起结束教学生涯，专门从事绘画和写作。
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上海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等。
工绘画、书法，亦擅散文创作及文学翻译。
著有《音乐入门》、《缘缘堂随笔》、《丰子恺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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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全国美展的希望从梅花说到美从梅花说到艺术艺术鉴赏的态度新艺术为什么学图画美与同情绘画
之用谈像儿童画我的学画写生世界(上)写生世界(下)野外写生谈中国画读画史月的大小音乐之用儿童
与音乐女性与音乐商业艺术将来的绘画为中学生谈艺术科学习法音乐与文学的握手译名表原版《艺术
趣味》付印记原版《艺术丛话》付印记校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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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老人因为头发减薄，下颚筋肉松懈，故眼的位置不在正中而稍偏上部。
我便在札记簿上记录了一条颜面画法的完全的原则：　　“普通中年人的眼位在头的正中，幼儿的眼
，位在下部，老人的眼稍偏上部。
”　　但这种惭悚不能阻止我的非人情的行为。
有一次我在一个火车站上等火车，车子尽管不来，月台①上的长椅子已被人坐满，我倚在柱上闲看景
物。
对面来了一个卖花生米的江北人。
他的脸孔的形态强烈地牵惹了我的注意，那月台立刻变成了我的图画教室。
　　我只见眼前的雕像脸孔非常狭长，皱纹非常繁多。
哪一条线是他的眼睛，竟不大找寻得出。
我曾在某书上看到过“蕾字面孔”一段话，说有一个人的脸孔像一个“蕾”字。
这回我所看见的，正是蕾字面孔的实例了。
我目测这脸孔的长方形的两边的长短的比例，估定它是三与一之比。
其次我想目测他的眼睛的位置，但相隔太远，终于看不出眼睛的所在。
远观近察，原是图画教室里通行的事，我不知不觉地向他走近去仔细端详了。
并行在这长方形内的无数的皱纹线忽然动起来，变成了以眉头为中心而放射的模样，原来那江北人以
为我要买花生米，故笑着擎起篮子在迎接我了。
　　“买几个钱?”　　他的话把我的心从写生世界里拉回到月台上。
我并不想吃花生米，但在这情形之下不得不买了。
　　“买三个铜板!”　　我一面伸手探向袋里摸钱，一面在心中窃笑。
我已把两句古人的诗不叶平仄地改作了：　　“时人不识予心乐，将谓要吃花生米。
”　　廿二(1933)年春为开明函授学校《学员俱乐部》作　　野外写生　　野外写生有两种办法：有
一种人欢喜只带铅笔和速写簿(sketch book)，在野外探得了合意的景色，即用铅笔在速写簿上记录其
大体的状况。
回家之后，根据了速写簿上的大体的记录而背诵出详细的景色来，作成一幅绘画。
又有一种人，欢喜在野外完成一幅画，回家后不再添改一笔。
他们必须携带三脚凳，画架，阳伞，颜料，笔洗，画纸等种种用具，且在景色前面逗留半天的时间。
画成一幅，方始收拾圆具而归家；倘一次画不了，明天，后天，再来续描。
　　现在一般画家，都是取第二种办法，且认为第一种办法是不良的。
因为根据大体的记录而背诵全景，往往有许多不自然而失真之处，不合于“写生”的真理。
这原是古代大画家所惯行的办法。
初学绘画的人，经验缺乏，记忆力薄弱，当然不能根据大体而背诵全景；况且现代的画风，大非古代
可比，即使有根据大体而背诵全景的人，其画法也陈腐而不合于现代的“写生”的真理。
盖自“自然主义”得势，印象派画风流行以来，绘画都注重描写目前瞬间的姿态。
空气，阴影，明暗，浓淡，一一均须取法于目前瞬间的自然状态，不容一笔想象或杜撰。
故画家欲描野外的景色，必须在野外对着景色而当场完成其工作。
离开景色，便无从下笔。
这是印象派画法的特点之一。
印象派在现今虽渐呈过去的状态，但其影响还是很深，支配着现代的画界。
试看美术学校的学生，背了画箱在野外搜索景色，个个欢喜使用鲜丽的原色，描成五色灿烂的绘画，
全然是印象派的流风。
这种注重感觉的画风，于观察及描写的练习上，最为切实而易于入门，且最合于“写生"的真理。
故一般好画的人，及普通学校的学生，练习绘画，正宜由此着手。
　　照印象派的画法，欲在野外当场完成一幅作品而归家，则我们出门的时候，须带许多用具，否则
不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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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用具的繁简没有一定，依各人的好尚而定。
普通最完备的，须带画箱，画架，三脚凳，阳伞及画板。
画架，阳伞，及三脚凳，纳入一布袋中，用皮带束住，负在背上，画箱与画板则提在手中。
这时候写生家的神气就像行商一般，担负很重。
要深入山林，探索奇景，就不免疲劳。
选定了一处景色之后，把背上的布袋放下来，取出画架，对着景色撑立起来，加上画板。
又张起阳伞，遮住了画板上的太阳光。
然后坐在三脚凳上，打开画箱来作画。
倘观察之后，觉得这景色不甚合意，而欲另觅他景，则收拾家伙，一起一倒，殊甚麻烦。
所以除了老练的画家以外，普通写生的人，大都不用这样繁复的用具，而取简便的方法。
较简便的，不带画架及阳伞，而仅携画箱及三脚凳。
画纸用小形者，即纳人于画箱之中。
觅得了一处景色，只要坐在三脚凳上，而置画箱于膝上。
开了画箱的盖，画纸即张在盖的内面，这便可代替画架了。
比这更简单的办法，则连画箱也不带，手中仅携三脚凳一只及画纸一方(此种画纸似洋式信笺，四周用
胶汁粘住，像一块木板。
描完一张，即可撕去，再描下面，这种画纸名日etch book，有大小各种，最为便利)。
衣袋内藏着水彩画颜料一匣(笔亦在内)，及水筒一只。
遇到了要描的景色，即坐在三脚凳上，打开颜料匣，将匣盖衬在sketch book的后面，而拿在左手中。
水筒即挂在颜料匣的右端。
右手向匣取笔，蘸水配色，即可写生。
近有一种最简便的水彩画具，水筒与颜料匣连合在一处，尤为便利。
其构造，用铁匣一只，长三四寸，阔约二寸，厚约一寸。
匣内依横断面的对角线隔分为二部。
其下部盛水，于右端开一小口，加以密切的盖，使横置时水不致流出。
匣的上部有盖，启盖，即为盛颜料之处，余地为调色板，兼为放笔之处。
匣的右端，水筒开口之处，又加一套，大小与匣相同。
写生之时，此套即盛水而挂在匣的边上，作为笔洗。
这是野外写生最简便的用具。
全体不过眼镜壳子一般大小，而颜料，水筒，笔洗，笔，一切都包罗在内。
体力强健的人，能站立而描画，则不须带三脚凳，只要袋中藏了上述的那个法宝，手持一
册sketchbook，即可出门写生。
这野外写生担负最为轻便，真同散步一样了。
　　野外写生用具的繁简，固可因各人的好尚而自由取舍；但也略有分别，喜用最繁或最简的写生用
具的，大概属于老练的专门画家。
普通的学生及学画的人，宜取繁简适中的设备。
因为老画家经验丰富，眼力正确，其取景作画，总是成功的。
用具完备，则挥毫自由；用具极简，亦不感局促，而无失败之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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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原版《艺术趣味》付印记　　春间到上海，开明编辑部的友人问起我近年来为《中学生》所作的美术
讲话的短文，可否结集出版。
这些旧稿我是保留着的。
但可用的共有若干篇，没有检点过。
能否结集成册，一时难以决定。
当时便没有确实地答复。
后来我回家检点旧稿，看见美术讲话可用的篇数并不多，而在他处发表过的同类的短文倒不少，一共
选得廿二篇。
我就逐篇加以修改，改好了托人抄过一篇，自己又校阅一通，寄开明付印。
　　这里面的文章，只有曾载《新女姓》的一篇《女性与音乐》，是民国十五(1926)年所作。
其余的都是十八(1929)年以后作的(每篇之末，附记着写作年月及被登载之杂志)。
但有许多篇已略加删改。
　　文字意旨浅近，不值大方家一笑。
但这原是《中学生》美术讲话一类的东西，聊以作为中学艺术科的课外读物吧。
　　廿三(1934)年九月廿七日，子恺记于石门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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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内容包括：对于全国美展的希望、从梅花说到美、从梅花说到艺术、艺术鉴赏的态度、新艺
术、为什么学图画、美与同情、绘画之用、儿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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