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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园大家丛书”定位在学术和生活传记之间，力求反映每位大家的学术人生与心路历程，并且要避
免过于学术化和理论化，能够适合一般大众阅读。
同时要求插入60至100幅图片。

奎潮、光霁编著的《其命惟新(傅抱石)》为“随园大家丛书”之一。

《其命惟新(傅抱石)》以时间为经，以空间为纬；以叙述为主，以点评为辅；记述了傅抱石先生的艺
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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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生活底层的磨砺    江西省景德镇是中外闻名的瓷都，与广东佛山、湖北汉口、河南朱仙镇并称为明
清时期的中国四大名镇，距离景德镇200公里外的省会南昌便成了瓷器贸易的集散地，即便是穷人的家
庭也大量使用着日用瓷器。
虽然在19世纪初，由于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瓷器产业已大不如前，但是即使在那个贫穷和黑暗的时
代，那些瓷碗、瓷壶和瓷瓶上的图案花纹，也以其或粗拙或精细的艺术描绘，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些
许的心灵慰藉，唤起人们心底对理想生活的憧憬。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八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04年10月5日，位于南昌建德观一带贫民聚居的棚户区
，一间名为“傅得泰”的修伞铺里，降生了一个男婴。
其父傅文苡抱着孩子，本是件令人喜不自胜的事情，但喜得贵子的父亲环顾自己这个残旧破败的修伞
铺，再想到前几个孩子相继夭折的命运，怎么也欢喜不起来，反而忧心忡忡。
为了图个吉利，父亲给这个男婴取了个“长生”的乳名。
    真是越担心越出状况，傅文苡夫妇很快在孩子身上发现了异常：小长生哭声响亮，奶也吃个不停。
可就是双眼紧闭，不肯睁开。
母亲徐氏以为自己生了一个瞎子，不禁慨叹自己命运凄苦。
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缺乏卫生知识，所以没有人能够给出科学的解释。
其实问题并不像傅文苡夫妇想的那样严重，那不过是因为接生婆在接生过程中处理不慎，引起了婴儿
眼部感染。
因为当时知识和医疗条件的匮乏，这给傅家人带来很重的精神负担。
傅文苡生了儿子之后反倒愁眉苦脸，妻子徐氏产后营养跟不上，加上心中抑郁，消瘦得厉害。
    傅文苡夫妇一向乐于助人，在街坊中口碑很好，傅家生子，街坊邻居纷纷前来探望，好言劝慰，有
的说长生天庭饱满，将来必有一番大作为，有的说吉人自有天相，将来遇见贵人，眼睛自然就睁开了
。
夫妻俩当然知道这都是街坊们的安慰之词，代表着大家的一番好意，但人情的善良与淳朴，使他们得
到了些许安慰，心里也好受了许多，无论如何，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虽然孩子身体有“疾”，他们
也视为命根子，决心将他好好抚养长大。
    在夫妻俩的悉心照料下，小长生眼睛的症状渐渐好转，其他身体状况也和一般孩子没什么差别。
奇迹发生在满月后的第二天清晨，小长生忽然睁开了一双炯炯有神的大服睛。
傅文苡夫妇惊喜不已，邻居们也闻讯而至，大伙儿都争相目睹这个小生命身上发生的奇迹。
在他们的心目中，小长生身上发生的奇迹，仿佛冥冥之中有神灵保佑，纷纷表达祝贺之意，他们也对
孩子的父母说，这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大出息。
善良的邻居们自然想不到，这些原本用来安慰夫妇二人的吉言在未来会得到应验。
这个叫长生的孩子，会为这个世界贡献出辉煌的文化瑰宝，并被载入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长卷。
    这个孩子就是后来享誉中外的艺术大师，并被另一位艺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称为“巨星”的美术教育
家、美术史论家、金石学家和国画大师傅抱石先生。
    小长生在幼年时期就显露出善于观察和勤于动手的天性。
因此，在当时人看来最狭小、最杂乱的棚户区反倒成为小长生汲取艺术养分的第一块沃土。
    首先引起小长生注意的便是随处可见的瓷器。
这些日常所用的瓶瓶罐罐上都会画点花鸟鱼虫或是山水树石。
虽然大多做工粗糙，但是在小长生眼中，那些鲜艳的色彩和栩栩如生的景物可比眼前的世界开阔多了
，好像那里才是属于他的世界。
    由于棚户区里的住户都是贫民，同命相连，加上民风淳朴，大家有事相互照应，处得像是一家人，
孩子们更是不分你我，毫不拘束。
得此便利，小长生时常无拘无束地走动于各门各户之间。
偶尔，他会在这家发现个画着牛郎织女的饭碗，又会在那家发现个画着水浒英雄的茶壶，看到这些，
他就像遇到了宝贝，爱不释手，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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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眼观，到心慕，由心慕，到产生自己动手模仿的念头，这也许就是这个日后的大画家最初的艺术启
蒙。
于是，他拿着小木棍儿，照着饭碗、茶壶上的画面，在地上一笔一画地画起来。
这样的画，画完了没法保存，小长生感到不满足。
后来，他就想办法去各家收集废旧的小纸片，再跟大人要几支几乎写不了字的旧毛笔和剩下一点的墨
头。
有了这些家伙，他就像模像样地自个儿磨墨，作起画来。
    同龄的孩子们整天打打闹闹，嬉戏玩耍，与小长生安静画画的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邻居们对这个孩子越来越好奇，长生的母亲乐得清静，任由他去画。
时间一长，小长生画得与瓷器上的图案越来越像，人物特征分明，鸟兽栩栩如生。
棚户区本就没几个识字的人，更别说画画了，邻居们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
一时间，小长生成了棚户区里的名人，父母亲在为孩子受到夸赞而高兴的同时，开始商量着要想办法
让长生接受正统教育，将来出人头地，走出这片棚户区。
    对于穷苦人家，孩子上学读书谈何容易。
父母亲想让长生受教育，是为了将来离开棚户区，可没曾想到，恰恰是这个聚集着三教九流的小天地
里充满了关切和爱心，帮助长生获得了人生最初的启蒙教育。
    傅家街坊之中有位姓陶的巡警，其负责管理的正是这一区的街道，每天巡街都要从修伞铺门前经过
。
徐氏是个热情好客的人，每次看到老陶经过，都会喊他进屋喝口茶，歇歇脚。
铺子里地方小，大人们聊家常，小长生就自顾自地在旁边画画。
老陶也听说了关于小长生的种种传闻，再亲眼看见这么丁点儿大的小子竟能把瓷器上的画原封不动地
临摹下来，真是惊叹不已。
    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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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对《其命惟新(傅抱石)》主人公傅抱石来说，生活的意义就在于从事艺术创造性劳动，无论是绘画，
是篆刻，还是研究中国美术史。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留下了数千幅画，数千枚章，还有二百多万字的研究著作。
他在匆匆忙忙中渡过了61个春秋。
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其命惟新”。
他为了艺术为了创造而来到这个世界。
因此，他在艺术劳动中留下的业绩也都充满了创造，充满了新。
这使他格外被人看重，也使他的作品格外被人珍视。
本书由奎潮、光霁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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