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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在世上，因爱好相近儿结缘，那是天下最快乐的事。
于连祥之于我，像一面镜子，照着江南小景，也照着北方的乡愁。
他复原了一个活的丰子恺，也复原了爱的生活。
而后者，才是他结有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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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丰子恺是一位具有独特美学思想的文化名人，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美学思想的研究很不充分。
在几本流行的现代美学史著作中，只有陈伟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史纲》列专节论述丰子恺的美学思
想，其他只是偶尔提到他的艺术主张，没有系统阐述他的美学思想。
也许是漫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艺术教育家的名声太大，遮蔽了作为美学家的丰子恺，故作为美学
家的丰子恺一直不为美学界所重视。
其实，作为翻译家，丰子恺最早出版的译著是1925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文艺
论著《苦闷的象征》。
“五四”新文学作品主要抒写的是觉醒的知识分子的众多苦闷：性的苦闷、生的苦闷、梦醒后无路可
走的苦闷以及在异国他乡作为弱国子民遭受歧视的苦闷等等。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似乎就是对中国“五四”“苦闷文学”的艺术理论总结。
因此，鲁迅、丰子恺等人翻译的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都一版再版，拥有众多的读者。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影响力，超越了其他任何一本美学译著。
然而，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在中国的“华盖运”主要属于“五四”文学时期，其余波也只延续
到“左联”时期。
随后似乎就“过时”了。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只能看到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而丰译本则被遮蔽了。
由此可见，初登文坛的丰子恺，与鲁迅一样，进入了主流美学界。
然而，当中国的文艺运动由“五四”的文学革命进入到“左联”的革命文学时，鲁迅继续翻译了普列
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属于“左联”时期主流美学界的译著，而丰子恺则由“主流”而“边缘化”
了。
    作为艺术教育家，丰子恺编译了大量外国的艺术理论普及读物，介绍艺术教育知识，进行了长达数
十年的美学知识启蒙工作。
早在1919年，丰子恺就与姜丹书、张拱璧、周湘、欧阳予倩、吴梦非、刘质平等上海专科师范学校和
爱国女校的教职员共同发起组织了“中华美育学”。
该会于次年出版了会刊《美育》杂志，主张“‘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美育’是新时代必
须做的一件事”。
丰子恺在《美育》上发表了《画家之生命》、《忠实之写生》和《艺术教育的原理》等介绍美术知识
、美育知识的文章和一幅习作木炭画。
    美育，即审美教育，也称“艺术教育”。
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等人都是我国现代审美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蔡元培既是把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来的先驱者之一，又是一位融合中西文化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
外驰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
他对我国现代美学的主要贡献，是在积极倡导美育方面。
”①蔡元培把审美教育当作其进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启蒙的“津梁”。
他不过是要运用康德对美和美感的“普遍性”与“超功利性”的理论，来净化这个鄙俗之利欲所熏陶
的社会。
“浑身都是个艺术家”的丰子恺，正是在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李叔同等中国现代美学先驱的影
响下从事审美教育的。
然而，丰子恺在进行审美教育时，并没有蔡元培的政治抱负，他始终信奉中华美育会的主张——“‘
美’是人生的一种究竟的目的”。
丰子恺的着眼点不是思想启蒙，而是审美知识的启蒙，要让美走出艺术的“深宫”，走进大众的日常
生活，使生活艺术化和艺术生活化。
    丰子恺不是革命家，其对人生的终极关怀是宗教性的。
他在解释乃师李叔同谜一样的人生时提出了著名的“三层楼”说。
即丰子恺把人生比喻为“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艺术生活，第三层是宗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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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作为艺术家，其通过审美的“津梁”既要达到宗教生活的彼岸又有影响物质生活的慈悲心。
丰子恺作为在俗的“居士”，主要居住在人生的第二层楼，偶尔也到第三层楼去探望。
他的《护生画集》是要把读者导引向宗教生活的彼岸，但其主要的艺术作品及其审美教育工作是要影
响居住在第一层楼的俗众，以提高他们的审美情趣。
    学术界称丰子恺是“居士”和“斗士”。
缘缘堂时期的丰子恺过的是典型的“居士”生活，而抗战期间的丰子恺则成了“斗士”。
其实，丰子恺仍是一位艺术化了的“斗士”。
1938年夏，丰子恺应邀到桂林为广西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假训练班讲授艺术。
在日后整理成文的《桂林艺术讲话之一》中指出：“艺术家必须以艺术为生活。
换言之，必须把艺术活用于生活中。
这就是用处理艺术的态度来处理人生，用写生画的看法来观看世间。
因此艺术的同情心特别丰富，艺术家的博爱心特别广大，即艺术家必为仁者，故艺术家必惜物护生。
”(4·15)由此可见，即使国难当头，丰子恺仍念念不忘以艺术为本位。
    在白马潮作家群中!丰子恺与朱光潜是两位注重对青年朋友进行美学知识启蒙的作家。
朱光潜的《谈美》写于1932年，同年11月，作为继作者第一本著作《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之后的“第
十三封信”，由开明书店出版。
朱自清在《(谈美)序》中指出：“孟实先生还写了一部大书，《文艺心理学》。
但这本小册子并非节略；它自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有些处是这部大书所不详的，有些是那里面没有
的。
”①朱光潜的《谈美》是美学知识启蒙读物，是写给青年朋友看的；他的《文艺心理学》则是专著，
是写给美学专家看的。
朱光潜的《诗论》、《变态心理学》、《克罗齐哲学述评》和《西方美学史》等都是写给美学专家看
的专著。
正是这些专著，奠定了朱光潜这位美学家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的地位。
反观丰子恺，他只写那些艺术知识和美学知识普及性读物，并没有写出体系性的美学专著。
长期以来，美学专家大都不屑阅读这类写给青年朋友看的深入浅出的读物。
其实，这类普及性读物对于全民审美情趣的提高极为有用。
也许是丰子恺没有写出给美学专家看的美学专著吧，丰子恺的美学思想一直不为美学界所重视，自然
也就没有像朱光潜那样获得“美学家”的称号。
  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一文中指出：  单就玩艺儿而论，“雅俗共赏”虽然是以雅化的标准为主，“
共赏”者却以俗人为主。
固然，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伤雅”才成；雅方看来太俗，以至于“
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赏”的。
但是在什么条件下才会让俗人所“赏”，雅人也能“共赏”呢?我们想起了“有目共赏”这句话。
②    丰子恺那些关于艺术知识和美学知识的普及性读物是“雅俗共赏”的典范。
“俗不伤雅”，才能“雅化”俗人，进而提高全民的审美情趣。
当下的中国大众，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普遍要求美化生活，但由于审美情趣低俗，结果花钱买
不到雅俗共赏的美。
社会呼唤丰子恺式的美学家，能写出雅俗共赏的美育读物。
    丰子恺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其审美视野十分开阔。
与此同时，丰子恺主张“多样统一”。
他能把东西方美学思想融为一体。
他热心介绍西方美学知识，主要是为了把西方美学知识本土化，从而建构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
他善于用西方美学理论来激活中国传统美学理论，从而发掘中国传统美学理论的当下意义。
丰子恺用西方立普斯等人的“审美的移情说”来诠释中国古代画论中的“气韵生动”便是很好的一例
。
其实，丰子恺美学思想中的闪光点便是东西方美学观点的互证，在互证和阐述中实现西方美学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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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和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丰子恺不是以思辨见长的理论家，而是一位艺术家。
他在进行互证和阐述时，常常以自己的审美体验为例。
这种艺术家的灵光一闪，生动具体。
歌德认为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让艺术家来阐述灰色的理论，往往能在灰色的底色上涂抹一些鲜活的生活之色。
    本章着重论述丰子恺的几个美学观点。
下一章对丰子恺艺术教育思想的探讨实际上是对其美学思想的进一步阐发。
（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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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中国现代文艺史上，丰子恺是一位难得的全才性艺术家。
他的情致与哲理相交融的散文，风格独异的"子恺漫画"，为他赢得了"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的称誉
。
本书将美好的一瞬都留在了这文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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