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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他的艺术故乡

上海对吴作人有特殊的意义，他学画是
在上海起意、在上海开始、在上海形成贯穿一
生的艺术观念。有一次外公在上海看到了一
个画刊专页，用整个版面介绍徐悲鸿的作品。
“我当时一看这画刊就感到很惊讶，对徐先生
的艺术成就非常崇拜。”吴作人这样回忆。现
在我们最终考证出来他看到的是 !"#$ 年 %

月 #&日的《图画时报》第 '"(期上刊登了徐
悲鸿两幅油画作品《康南海（康有为）像》和
《黄天恩与傅季姑像》。

!"') 年 " 月，外公考入了上海艺术大
学，从此走上艺术道路。

他的艺术起步有两个重要的老师，对他
影响很大。在艺术上是徐悲鸿，他回忆第一次
听徐悲鸿讲座的情景是在上海艺术大学的大
讲堂：“我第一次见到徐悲鸿先生，是在一个
演讲会上。记得有一句话的意思是：‘诚’是从
事艺术的重要品质。”而在思想上影响他的则
是田汉，他回忆“田汉先生为我们讲到更多无
产阶级艺术，这种艺术就是要求艺术反映劳
苦大众，反映无产阶级。这一切，都为我后来
致力于写实主义的艺术奠定了思想基础。”

!"'&年初，田汉创立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
做艺术科主任，外公追随他们学习。他协助田汉
主编的《南国周刊》《和平神下的战舰》是其第一
次公开发表的艺术作品。!"%*年 %月 '&日至
%*日，在外公去欧洲留学之前，田汉组织了“南
国社美术部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
会四楼）举行，是外公的作品第一次参加画展。
!"%*年 (月 +日，外公由上海启程赴欧留学。

北上与中央美院的建立

外公西行归来，回到上海。西行的两年
间，他创造了有别于从欧洲学来的油画新方
法———中国气派，并开始萌生做职业画家的
想法。!"($年 $月 !$日,$月 #%日在上海九
江路江西路的新康大楼举行了《吴作人康青
甘陕写生画展》，展出西行成果。然而也就在
此时，他接到了徐悲鸿的两封来函，邀他北上
共建国立北平艺专。这两封信终止了他纯粹
追求艺术发展的道路，也从此告别了上海。为
了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也为了不负老师，他
决定北上赴任。-"($年 )月外公离开上海前
往北京，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教务主任兼西画
组主任。-"("年田汉化妆入城，亲自找到徐
悲鸿和外公，挽留他们留在北平。当年“南国”
的三个人再次重逢，共同决定把北平艺专保
留下来，迎接解放，后来就在这个学院的基础
上建立了中央美术学院。

在上海还有一段人生遭遇，被他从上海一
起带着北上了。在上海，外公遇到了相伴一生
的伴侣萧淑芳。他们两人年轻的时候曾经一起
在南京中央大学徐悲鸿工作室同学半年，并没
有太深的交往。后来吴作人出国留学，两人各
自有各自的生活，-"($年吴作人回到上海，在
“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画展”的开幕式上，两个老
同学重逢，之后逐渐交往频繁，最终走到一起。
因此上海是吴作人和萧淑芳爱情的见证之地。

自 -"($年离开上海后，外公的作品再一
次回到上海是相隔近 $* 年之后了，'**% 年
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梦归海上———吴作人艺
术回顾展》，对他一生艺术成就做了总结回
顾。又过了 -%年，这次在中华艺术宫举行《西
学·西行》展览，则是集中将他早期的经典画
作、稀缺文献资料和历史老照片做一个展示，
以便于观众更好理解 -**年前中国的艺术家
的人生选择和艺术追求。

大展上首次亮相的作品

我因为做吴作人先生的展览比较多。有
一些他的重要的作品如《齐白石像》《负水女》

《甲胄》《女人体》《纤夫》、金奖作品《男人体》
等等，代表了他的艺术的最高成就，所以露面
的频率还是蛮高的。

我们都知道他在欧洲时期的第一张创作
画是《纤夫》，这张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是他

的第二张创作画《小组会》，因为收藏地的不
同，这次是第一次把《小组会》的油画稿和完
成稿放在一起展出。还有第三张创作《打铁》，
我们最近在以前的报刊上找到了这张油画的
图（以前我们只是听说有这张画但没有见

过），并整理出为创作这张油画所准备的素材，
即各种打铁工人的现场速写，这次在中华艺术
宫也将它们完整地呈现了。还有他回国后的一
幅重要的创作《出窑》，曾经参加了 -"%)年的
第二届全国美展。这幅作品现在只剩下半张了，
而原来完整的样子我们也在报纸上找到了，同
时在上海展出的还有《出窑》的油画稿、速写稿。
这些作品的加入，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吴作
人的艺术观念的轮廓———即“艺为人生”。

我们注意到，他出国前受田汉影响，对劳
苦人民十分关切，出国后一掌握了油画技巧，
只要开始个人的自由创作，选择的主题全部
是穷苦劳动人民的生活。回国后他同样是立
即将油画创作指向了砖窑工人、擦灯罩的工
人等形象中。这就使得他的艺术成为那一时
期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的典型表达。

!齐白石像"的故事

外公想为齐白石先生做像的想法来源很
久，-"($ 年就画了一幅齐白石的油画肖像，
但是他自己不满意，觉得“只是一幅习作”，而
他的“目的是创作中国气质的肖像”。为了再
画，吴作人做好充分研究后，-"+(年，他把 "%

岁的齐白石请到自己寓所里勾素描稿，画着
画着，老人瞌睡了，睡中的白石老人，嘴唇努
着，右手三指一直聚拢而不松开。这个极为重
要的细节，立即为吴作人敏锐地把握住。写生
仅进行了两次，一次画脸部，一次画两只手。
在最后创作油画时，齐白石的衣服是由我外
婆萧淑芳穿了白石老人的大袍子、衣服里放
了两个大枕头摆出来的，红色沙发是参照一
片织锦设想着画出来的。
《齐白石像》是吴作人先生的代表作，堪

称现代中国油画中富有民族气派的典范性作
品，同时也标志着吴作人的油画创作达到了
炉火纯青的境界。画家韦启美先生在吴作人
百年纪念时曾表示：如果那个时代的环境能
够允许，使得吴作人先生可以画出十张像《齐
白石像》这样的作品的话，那么中国美术史可
能会被改写。

筹备中的#晚期吴作人$展

'*-&年是吴作人先生诞辰 --*周年，我
们将在北京举办大型展览，展览的名称是
“国风·国画———晚期吴作人（-"(",-"")）”，
与这次中华艺术宫的构成上下篇。而“吴作
人和老师徐悲鸿一起，将素描引入了中国美
术教育体系”这个问题就是 '*-&年展览的
主题之一。

由徐悲鸿提出，吴作人出面长期组织当
时北平艺专和中央美院的最有西画造型能力
的教师把西方写实方法转移到水墨里，转移
到宣纸上，并在他 -"+*年代到 -")"年任中
央美院院领导及院长期间，确定用西方造型
训练作为国画教育基础的国家教育体系，坚
持了新的国画道路，所以今天有人把这个道
路叫做“徐吴体系”。当然对于这个问题，今天
仍有两种看法，有人觉得这种方法把从王羲
之到八大山人再到齐白石那套中国传统的方
法给切断了，是对中国画的妨碍。这个学术问
题，将会在 '*-&年的展览上继续辩驳、探讨
和展示。

另外我们会讨论他个人在国画方面的探
索和成就。其中他的第一幅完整的“新中国
画”《藏茶传》，创作于 -"(+年，这是一个卷轴
画，题字与画并列，前后还有沈尹默和傅抱石
的题字，这幅画里包含着较多的艺术史信息，
也是所谓新中国画转折的证据。-"($年郭有
守将《藏茶传》带到法国展出，并于 -"+%年将
该作品捐赠给法国巴黎赛努奇博物馆（./0!1

2134/0567）。我们已经联系到巴黎赛努奇博物
馆的馆长易凯博士，他同意《藏茶传》参加
'*-&年吴作人的大展，这将是这幅作品离开
中国大陆 )'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

最早连接中西美术实践的吴作人

编者的话

“西学·西行———早期吴作人（1927-1949）”大展作为中华艺术宫20世纪中国美术
研究系列展之一，梳理了吴作人早期在连接中西美术实践中的成就。吴作人在接受了西
方现实主义艺术思潮的熏陶之后，很自然地形成尊重自然、以造化为师的艺术信念，力图
以加强写实来克服当时美术界艺术语言日益空泛、概念的状况。上世纪四十年代，他深入
大西北荒漠敦煌的艺术考察和藏区体验生活，“晚年当别人问到他哪段生活对他影响最
大的时候，他总是毫不犹豫地回答‘西行’。”吴作人先生的外孙女、本次大展策展人吴宁
女士接受本报采访时，细述了展览背后的故事。

! 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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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南国社成员在南京中央大学校园内合影 %&)&年 左起'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吕霞光(徐悲鸿

他的艺术之路
起点在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