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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去年，这本书与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了。
念及书市时常断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意新出修订版，顺带编成与《退步集》之类同样的版式。
　　我回国后面世的头一册书原是《纽约琐记》，时在2000年秋初，其实，《多余的素材》先已印妥
样书，夏天就寄到了。
此前我从未见过自己写的“书”，拿在手里翻。
几天后，我的责编，江苏美术出版社顾华明电话里压低声音说：《多余的素材》不能发行了。
　　奇怪：我听了一点不奇怪。
理由呢，好像是写了个别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吧?没错。
我原就喜欢弄些不安分的小把戏，自己写着玩。
稍后得知并非什么局子下禁令，而是社里另有同志觉悟高，报上去，社领导遂决定不出版。
那领导．三十年前与我是知青江湖老相识，都画画，曾在招待所共用一盆洗脚水，如今居官，有为难
，我当然体谅的，不久见面搓饭，彼此心照，只字不提这回事。
然而三五册样书散出去了，怎么办?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乐意出，条件是抽去几篇，并请位资深老编辑
逐篇批注，很夸奖，还打印成字条夹在书页中，使我感动而受用，但我故意扭捏，不愿删，事情便自
黄了。
又有热心朋友送呈北京三联书店试试看，婉拒的理由倒是很恳切：无关内容，而是市面上散文类图书
太多了，不好卖——我心中一喜，从此得知自己的文字涂抹居然可以算“散文”。
　　有趣的细节是，江苏那边承印的厂家在苏北，长期业务印制中文版《圣经》；国中还在印《圣经
》?可见广有圣徒在，唯不知此说是否详确；至于《多余的素材》经已印妥的一万本书芯，据说按照惯
例，随即捣成纸浆了。
　　于是我忘了这件事，只存本样书在身边，好歹是个纪念。
　　两年后，山东画报出版社刘瑞琳同志问起清华美院的杭间教授，打听废书稿还在不在，于是安排
见了面。
谢谢杭老师与刘老师：不久我已坐在济南一个小房间支使编辑来回摆弄书中的图片⋯⋯转眼五年过去
了，上回作“引”我曾将以上事故闪烁其辞提一笔，给大家留面子，现在想想，书中所写全是无事之
事，此番没话找话讲，索性给《多余的素材》再添一小点多余的素材——说来好笑，我索性写写“肉
蒲团”之类淫书，或斗胆撩拨所谓政治话题，倒也风流一把，然而都不是，只是初涉书写的习作，既
印且毁，实在抬举了，何况不久又出版，不亏不盈，不起微澜，连个小小的冤案也谈不上，只是前后
三易出版社，由江苏而山东而广西，一路下来，分明变成旧货色，如今好比微波炉里转转，原样端上
，谁起兴致买? 封面总要重新弄过的，适可将前两册书样子缩小了，印在封底上，算是此书前身的如
实交代；图片则大可添换——书中写到邱岳峰，结果邱公子辗转寻到我，赠我邱先生早岁与晚年的照
片；有一篇说及早夭的钢琴才女顾圣婴，也给我获得她生前的丽影；又有学者徐宗懋送我从未面世的
蔡元培林语堂等民国前辈老照片，都是难得觅见的影像史料，补入书中，正合适：末尾有几篇涉及民
国的教授与教师，当时下笔，哪想到自己翌年会有受聘教书的机缘，近时重读，颇惊讶怎在七八年前
即已留心国内的教育和大学⋯⋯文字内容，则补进两篇遗漏稿，太过短促而油滑者，删除二三，其余
照旧：倘若读者不嫌弃，当然很感激，但我是作者，赠书到手，好意思送人么?我知道，若是诚心巴结
旧雨新知，莫如多写新篇幅，无奈我不再如那些年有闲空。
即便零零星星写起来，新书起个什么题目呢?眼下，只能预先谢谢再次破费的读者，并请对这本书的修
订与再版，多多包涵。
　　2007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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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画家、文化批评家陈丹青继《退步集续编》后再出力作。
     本书为《多余的素材》修订版，内容稍有改动，增加添换了多幅插图，体现了更为精妙的图文搭配
关系。
     这一册散文集，以日常细节牵动种种记忆，并获得历史感，本次修订增添或更换部分罕见的老照片
，佐证文字，为许多变形、遗失，但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提供了独特的图文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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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
1978年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
业画家。
2000年回国，现定居北京。
早年作《西藏组画》，近十年作并置系列及书籍景物系列。
业余写作，出版文集有：《纽约琐记》、《陈丹青音乐笔记》、《多余的素材》、《退步集》、《退
步集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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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修订版序 引 题记 我的第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我的第一次油画肖像写生 我的第一次素描人体写生 归国的
确认 闲散美人 炎黄子孙 饭米穗 大上海 参考与消息 《上海快车》 表皮脂肪 基本如此鬼见愁 青春的名
实 动物凶猛 乡村骑士 捉奸与鸡汤 恐怖与效果 阶级与钢琴 牺牲与死亡 怀旧与革命 红色娘子 《红色娘
子军》 看煞 瓦西里、沙夏、艾莲娜 弗哭 胡说 形式与形式感 形式、样式、模式 邱岳峰 于是之 亚明 赵
丹 颜文 老家伙与小家伙 人犹如此 树何以堪 单身囚禁 胡兰成 革命与相貌 北伐与战争 民国的下午 民国
的教授 民国的教师 凄凉的喜悦 鲁迅的墓园 众所周知 《丝瓜》 彼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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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去年，这本书与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合约到期了。
念及书市时常断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意新出修订版，顺带编成与《退步集》之类同样的版式。
　　　　我回国后面世的头一册书原是《纽约琐记》，时在2000年秋初，其实，《多余的素材》先已
印妥样书，夏天就寄到了。
此前我从未见过自己写的“书”，拿在手里翻。
几天后，我的责编，江苏美术出版社顾华明电话里压低声音说：《多余的素材》不能发行了。
　　　　奇怪：我听了一点不奇怪。
理由呢，好像是写了个别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吧？
没错。
我原就喜欢弄些不安分的小把戏，自己写着玩。
稍后得知并非什么局子下禁令，而是社里另有同志觉悟高，报上去，社领导遂决定不出版。
那领导，三十年前与我是知青江湖老相识，都画画，曾在招待所共用一盆洗脚水，如今居官，有为难
，我当然体谅的，不久见面搓饭，彼此心照，只字不提这回事。
然而三五册样书散出去了，怎么办？
上海文艺出版社表示乐意出，条件是抽去几篇，并请位资深老编辑逐篇批注，很夸奖，还打印成字条
夹在书页中，使我感动而受用，但我故意扭捏，不愿删，事情便自黄了。
又有热心朋友送呈北京三联书店试试看，婉拒的理由倒是很恳切：无关内容，而是市面上散文类图书
太多了，不好卖——我心中一喜，从此得知自己的文字涂抹居然可以算“散文”。
　　　　有趣的细节是，江苏那边承印的厂家在苏北，长期业务印制中文版《圣经》：国中还在印《
圣经》？
可见广有圣徒在，唯不知此说是否详确；至于《多余的素材》经已印妥的一万本书芯，据说按照惯例
，随即捣成纸浆了。
　　　　于是我忘了这件事，只存本样书在身边，好歹是个纪念。
　　　　两年后，山东画报出版社刘瑞琳同志问起清华美院的杭间教授，打听废书稿还在不在，于是
安排见了面。
谢谢杭老师与刘老师：不久我已坐在济南一个小房间支使编辑来回摆弄书中的图片⋯⋯转眼五年过去
了，上回作“引”，我曾将以上事故闪烁其辞提一笔，给大家留面子，现在想想，书中所写全是无事
之事，此番没话找话讲，索性给《多余的素材》再添一小点多余的素材——说来好笑，我索性写写“
肉蒲团”之类淫书，或斗胆撩拨所谓政治话题，倒也风流一把，然而都不是，只是初涉书写的习作，
既印且毁，实在抬举了，何况不久又出版，不亏不盈，不起微澜，连个小小的冤案也谈不上，只是前
后三易出版社，由江苏而山东而广西，一路下来⋯⋯　　　　　　　　书摘　　　　我的第一次油画
风景写生　　　　1968年，“文革”乱世，我满十五岁，趁乱学起油画来。
在大墙面大铁皮上才画了几幅毛主席“红宝像”，我就认定自己已经是个油画家。
冬季头一场雪，我约了两位大我几岁的工人画友，郑学明、李云晖，直奔淮海路西端襄阳公园，瞄准
园外那座有五个圆顶的东正教教堂画写生。
那年，教堂早已成了卢湾区抄家物资管理办公室，但圆顶不容易“抄”走，我们早就选定一下雪就画
它：它多像苏联画册中的景象——什么是苏联、旧俄、东正教，我们全不懂，但那又怎样!　　　　第
一次油画风景写生。
第一次使用刮刀。
三小时后，“苏联油画”大功告成，我站起来正要呼叫走开游荡的两位画友过来欣赏，身后站立良久
的一位戴眼镜的中年男子开口了：　　　　“初学油画吧?同志，我也是搞艺术的，我要严肃地告诉你
，你看，那是什么建筑?你为什么偏偏要画它?再看看你的调子，同志，又灰又暗，哪里看得出是我们
社会主义新中国?简直像16世纪的穷乡僻壤!”　　　　“16世纪”?“穷乡僻壤”?而且他说“调子”，
显然懂行。
　　　　我心跳，紧张，写生的狂喜顿时蒸发净尽。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多余的素材>>

两位画友早已过来，几次张嘴想要辩说，但这位年纪至少大我们二十岁的男子不容插嘴。
他沉着脸，表情诚恳，重复说道：“同志，你要好好想想!”　　　　这句话，是当年“政治”上极为
严厉而流行的“起始句”或“结束语”。
　　　　现在想来，这男子的心态真是好不难说：他站我身后看这许久，最低限度也还喜欢看见有人
在画风景画——那年，我曾亲见一位有名的右派老画家，居然一边在礼堂画着“红宝像”，一边扯开
喉咙唱：“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五十多岁的人了，分明唱给别人听，也分明侥幸自己
被起用，画着革命画——时势严峻，天气严寒：这位男子仍会走来公园逛一逛，看看雪景，看人画画
，而终于要对陌生少年来说那番革命的话⋯⋯　　　　他说的全是假话套话么?那是彼时彼刻的真心话
。
及长大成人画下去，一路曾有多少老同志好同志语重心长找我谈谈话：“小陈啊，你要好好想一想!”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天我们就这样在雪地上僵持着。
我不怕他。
以我那时的个头和年龄，最后一招是打架(三个对一个)；但我怕他说的话：我知道那是大道理，是“
文革”初始天天听到的革命腔，可我心里知道自己的确不想画“社会主义新中国”，存心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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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继《纽约琐记》之后，《多余的素材(修订版)》是陈丹青归国前夕写成的另一部纪实文集，其主
题首次越出“艺术”之外，触探人性的深浅，文化的歧变。
在书中，时代的质感体现为日常细节，历史的分量，举重若轻，那就是我们亲历的生活，而作者严肃
地戏称为“多余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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