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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毕克官    20世纪20年代中期，人们从未见过的一株奇葩，绽放在中国文坛百花园里——《子恺漫画》
问世了。
一幅幅画作不仅有崭新的艺术面貌，而且所画内容也新颖独特，撩人心弦。
    当时，文化界多位重量级人物——夏丐尊、朱光潜、丁衍庸、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发现了这株
奇葩后，欣喜不已，赞不绝口。
    夏丐尊说：“对于生活，有这样咀嚼玩味的能力，和我相较，不能不羡慕子恺是幸福者。
”    朱光潜说：“一个人须先是一个艺术家，才能创造出真正的艺术。
子恺从顶至踵是一个艺术家，他的胸襟，他的言动笑貌，全都是艺术的。
他的作品有一点是与时下一般画家不同的，就在它有至性深情的流露。
”    丁衍庸说：“诗歌是子恺君的生命，就是子恺君漫画的生命。
”    朱自清说：“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
”    叶圣陶说：“古今都没有，很新。
”    《子恺漫画》出版者、主编郑振铎手拿选好的画作说：“如占领了一块新地般的愉悦。
”    这都绝非熟人之间的捧场。
句句珍言，经得起岁月的检验。
80多年过去了，世界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千变万化，但人们对《子恺漫画》然常见常
新，人见人爱。
《子恺漫画》超越了政治、党派、信仰。
中国近现代的美术作品，很少有像《子恺漫画》般，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一直拥有如此广大的读者群
。
这是中国文化界的骄傲。
    究其原因，我想，前面几位文化前辈言简意赅的评价，都基本概括到了。
我自己则根据个人的研究体会，在《小中见大弦外余音》一文中进行了粗浅的评析，并谈了自己的观
点。
    丰先生像一座大矿山，蕴藏丰厚。
    他是“五四”后期著名的散文家、抒情漫画画派的开创人、早期木刻艺术家、美术和音乐教育家、
书法家、多国文字的翻译家。
学养之广博，文坛罕有。
    我1961年在《北京晚报》刊文《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开始介绍丰先生的漫画。
真正进入研究阶段，始于1979年。
在丰先生这座矿山里，我也有意识地关注一些不大被人注意的冷僻角落，去进行搜寻探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的陆续发现了一些“稀有矿藏”，有些是人们连想都不会想到的。
    弘一法师——李叔同画过大批广告艺术画？
丰子恺刻过黑白和彩色木刻？
大家没听说过，也未曾想过。
当查遍全国的大图书馆失望而回后，终于在一个单位的小图书馆发现了这些作品，我们对李、丰二位
的艺术贡献这才有了全面的认知。
重要的还在于这些史料的发现，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工艺设计史和现代木刻艺术史。
    丰先生在谈话和文章中，总是提到民初大画家陈师曾的画：“寥寥数笔，余趣无穷”。
人们多么想分享丰先生的赏画感受，遗憾的是陈师曾的画长期总不露面。
当这批画作在民国元年(1912年)的《太平洋报》上被发现后，我们终于感悟到陈师曾画作对《子恺漫
画》的影响之深。
这个发现，对《子恺漫画》的研究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关键条件。
著名文化人和藏书家姜德明先生写信给我：“记《太平洋报》李叔同广告画及陈师曾简笔画事，更为
前人未注意的，祝贺你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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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为探矿人，谁都期望有更多的发现。
但这只能靠自己多流汗水。
我采取笨办法，泡在图书馆里，大量翻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期刊。
还真的有了一些让人惊喜的发现。
例如，为纪念“五卅”惨案，丰先生应邀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重要期刊《中国青年》所绘的封面漫画
。
    发现有“惊喜”，但想不到发现也有“惊愕”。
怎么也没想到，20世纪30年代“左联”人士竟会对文化界公认为人“超脱”的丰先生，也大写文章，
进行粗暴无理地批评(见魏孟文文《子恺先生的画》和柔石文《子恺君的飘然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当年的《文学周报》为丰氏的画首次冠以“漫画”称谓。
但究竟版面上是怎么个冠法，人们何尝不想一睹为快？
当经过查寻有所发现并公布了这个“秘密”之后，才圆了大家的心愿。
    为了查寻1938年5月中国空军空投到日本本土上的传单，我拜托湖北博物馆一位不相识的李焱胜先生
，在馆藏中搜寻。
虽然一张传单也没有查到，李先生却意外地给我寄来了丰先生一幅漫画，说不知有没有用处。
我一看是赞美这次远征壮举的漫画，题为《百万传单就是百万炸弹的种子》，这真是喜从天降！
感谢丰先生当年给后代留下了记录这一壮举的唯一形象化的历史文献，使这幅历史名画成为这一壮举
的标志性历史物证。
丰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女士得到我寄的资料后，来信说：“见到我父亲的轶画，十分惊喜。
此画我从未见过！
”    上述种种新的发现，足以证实丰先生确如一座蕴藏丰厚的矿山，只要肯去下功夫探寻挖掘，必有
收获。
    当然，我们做得还很不够。
    上述一些研究成果，大多发表在《文艺研究》、《美术研究》、《美术史论》、《艺术》、《美术
》等期刊上。
这些刊物专业性强，一般读者很难看到。
近年，有知情朋友到网上去查阅，可我这老病号根本不碰电脑，考虑现实需要，感到实在有必要将分
散的有关文章集中起来出本小书。
这对广大读者，对我个人，对研究工作都将提供方便。
    我女儿宛婴的名字是丰先生起的，她在小的时候，又有幸见过丰先生。
她是我收集研究资料的助手，所以对丰先生的方方面面，都有相当的了解。
因而，多年来也不断有感而发地写点文章刊发。
现在成为本书的合作者，这是缘分。
    儿子枫民的名字也是丰先生起的(他又名为民)。
由于我的研究资料大多保存在北京家里，他和儿媳燕赓就必然担负起本书资料的查询、筛选，图片的
翻拍，打字，与出版社的联系等繁杂的编务工作，成为本书实际的编辑者，这也是缘分吧！
    我的太太、油画家王德娟教授，早就是出了名的“贤内助”。
作为一位有才华的画家，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在专业上作出了太多的牺牲。
我到洛杉矶治病，子女不在身边，是她一个人负起照顾我的劳务。
在病情较急时，她当机立断做出了治疗决策。
可她也是病痛缠身的近80岁的老人了。
在友人近年写我的一篇文章中曾记录了我的一句话：“要没有德娟，就没有我的今天！
”这是大实话。
这次出书，她又一次担负起“编审”责任。
虽然说是自家人不必客套，但让我这个老病号哕嗦两句，心里也觉痛快！
20世纪60年代，德娟曾有缘与丰老聚晤，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大师气质有所感悟，之后创作了油画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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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为了这本书，她贡献出创作的丰先生油画肖像。
丰老一生未及拍摄彩色照片，德娟作品弥补了遗憾。
    最后，感谢丰先生的同乡、著名作家钟桂松老友，为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热情关心和支持。
    感谢西泠印社出版社决定出版这本书，使我了却了一桩心愿。
    感谢洛杉矶的陈咪咪女士，在资料的配备上所给予的帮助。
    本书决定要出版，正值我回家乡山东省威海市出席“毕克官艺术馆”开幕式。
回到洛杉矶我再次进行前列腺癌症化疗，顾不上多休息，马上投入了编选工作。
待到本书出版时，我已是度过80春秋的耄耋老叟了。
本书的出版，既是对先贤的追思，也算我个人研究工作的小结吧！
    2010年10月于洛杉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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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走近丰子恺》归纳了作者对丰子恺生平和艺术的基本观点，同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大
量新发现的史料。
《走近丰子恺》分别记述了丰子恺在绘画、著译、教育等方面的卓越才能；他与李叔同、马一浮、叶
圣陶等师长、友人相知相交的深厚情意；他的丰硕创作成果；以及他身后亲友的追思和海内外读者、
研究者对他的各种纪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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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中见大弦外余音    ——《子恺漫画》艺术探析    毕克官    好画百读不厌。
    有的画使人激动，因为它描绘了惊心动魄的重大事件；有的画使人赞叹，因为它色彩绚丽，描绘生
动。
而丰子恺先生的某些小画，内容都很平常，看上去没有什么惊人的地方，但却长期地挑动着我的心弦
。
是什么原因呢？
    我总在琢磨。
    童心·情感    小孩子嫌花生不够，因而嚎啕大哭，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自己的孩子不也是这样哭过吗？
大人见了这种情况，轻则申斥一顿，重则打两下子。
自己不也干过这种事吗？
而丰子恺先生却与我们有相反的发现——我们认为讨厌的，他却从中发现了美。
我们认为平凡的，他却从中发现了趣味。
而且，还要画出来，赞美这种趣味和美。
    阿宝脱掉了自己的鞋子穿到凳子的脚上，被妈妈看见了，一声喝斥：“龌龊了袜子！
”于是，玩兴正浓的小阿宝被擒到了椅子上。
而在丰先生看来，凳子也像人一样有四只脚，还穿上鞋子，这恰恰是小阿宝的精心“创作”，应当肯
定才是，毁坏了它，那是“煞风景的”。
他偏要画出《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对这样的“创作”进行赞美。
    盛夏酷暑，大人们热得求凉于芭蕉扇，而瞻瞻似乎不知热为何物，却把扇子当成脚踏车，骑了跑路
，这在成人看来是多么的傻气。
又是丰先生，发现了小瞻瞻的创造性，觉得他是那样认真可爱，非要画出来不可。
(图一)    关于创作这些画时的心情，作者是这样说的：“由于‘热爱’和‘亲近’，我深深体会了孩
子们的心理，发现了一个和成人的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
”“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
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交更痛⋯⋯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可说是‘
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动机。
”    说丰先生是像天下父母一样只是舐犊情深，那还远远不够。
丰先生对孩子的情感，还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得从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上进行了解。
他一向认为，做人贵在真和善，这样才能美。
而在人世间，只有孩子是“肺腑相示的人”。
因此，丰先生不仅喜欢自家的孩子，对别人的孩子也同样热爱。
关于他爱孩子的动人故事，他的儿女、亲朋、邻居都可以讲出一大串。
所以丰先生笔下的儿童画，不仅仅是稚趣，也不仅仅是表达亲子之情，而是比一般的儿童画更深一些
，寓哲理于雅趣之中。
他的某些儿童画取材于儿童生活，实则是画给大人看的。
这也是丰先生的儿童画有别于一般儿童画的一个因素。
    但是，丰先生发现，在大人的世界里，很少碰到像孩子一样“肺腑相示”的人，“这里没有花生米
不满足的人，却有许多面包不满足的人。
这里没有快活的劳动者，只有锁着眉头的引车者，无衣无食的耕织者，挑着担子的颁白者”。
总之，人情冷酷，尔虞我诈。
在他看来育婴堂的接婴屉等于一口棺木，连小狗尚能依偎在母狗怀抱，而穷家的儿童，连狗也不如。
(图二《最后的吻》)当他走在上下班的路上，发现邻居之间墙上架起了互相防范的铁扇骨，觉得“在
一片形形色色的都市光景中，这把铁扇骨最为触目惊心”，“是人类社会的丑恶的最明显最庞大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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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他抱了无限悲楚和遗憾的心境画出《邻人》这幅画。
(图三)    儿童的赤子之心和世间的冷酷无情，这样鲜明的对照，使得丰先生非常留恋天真烂漫的儿童
时代，如他自己所说，“我变成了儿童崇拜者”，幻想孩子的黄金时代能永远存在。
但是，现实是多么无情！
眼看儿女一个个长大，“旧日的阿宝永远不得再见到了”。
满怀童心的丰先生多么痛惜！
直到老年，他还是抱着“我相信一个人的童心，切不可丢失。
大家不失去童心，则家庭、社会、国家、世界，一定温暖和平而幸福。
所以我情愿做‘老儿童’，让人家去奇怪吧”。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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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父亲作为漫画家最为著名，但作为学者，除圈内人之外却鲜有人知。
《走近丰子恺》一书出版，为认识学者毕克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父亲从小就对丰子恺先生的漫画着迷，并深受其影响走上漫画创作的道路，成就斐然。
在丰子恺研究领域，父亲曾发表过40余篇富有创建性的论文。
    2008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提名，经中国美术家协会批准，父亲荣获“卓有成就的美术
史论家”奖。
获此殊荣的主要原因，是其在中国漫画史研究、中国民窑瓷绘艺术研究和美术评论方面，做出了奠基
性的文化贡献。
根据主办机构的参评要求，父亲提供的论文就是研究丰子恺漫画艺术的代表作《小中见大弦外余音》
，此文发表于1980年的《文艺研究》。
    大概是2008年年初，父亲拿出该文复印件，要我们录入电脑，做成电子版。
拿到稿件后，我们也没有看文章内容，就似一个录入员，只是机械地照着原稿敲打文字。
在录入了一千多字时，我们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迫不及待地先浏览了全文，然后又细细地读了一遍
。
因为，我们也非常喜欢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但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喜欢而已。
这篇文章让我们茅塞顿开，为什么每一次看丰子恺先生的漫画都能触动人的内心深处而又难以言表？
我们以为，优秀的艺术评论文章一定会给读者某种启迪或美的体验升华，父亲的《小中见大弦外余音
》即如此，这篇写于近30年前的文章，今天读来依然如此，无怪乎父亲用其作为参评作品。
    这两年来，我们投身于家乡山东威海市“毕克官艺术馆”的筹展工作。
今年9月，我们陪同父亲和母亲出席了艺术馆的开馆典礼。
回到北京，就得悉西泠印社出版社决定将父亲多年研究丰子恺先生的文章结集出版。
因父亲年事已高，身体有恙，远在异国，一些编辑和编务工作便由我们子女承担。
翻检、阅读已然泛黄的文稿和图片，我们再次走近丰子恺先生，也重新走近父亲。
作为学者的父亲，对丰子恺先生的热爱真诚而富有感情，对丰子恺先生的研究独创而富有建树。
    毕为民  贾燕赓    2010年11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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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要想在现代找寻陶渊明，王维那样的人物，那么，就该是丰子恺了吧。
他被人认为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他多才多艺，会弹钢琴、作漫画、写随笔，而他艺术家的真率，对于万物丰富的爱，和他的气品、气
骨，都使得他在庞杂诈伪的海派文人之中，有鹤立鸡群之感。
毕克官、毕宛婴所著的《走近丰子恺》归纳了丰子恺的生平和艺术的基本观点，全书配有大量丰子恺
漫画，具有相当的可读性与史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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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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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