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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鲁迅这位中国 !"世纪最有代表
性的大作家，以如椽之笔，写下了大量
脍炙人口的不朽文章。但是，他也是一
位艺术家、艺术收藏家和艺术评论家。
特别是，鲁迅对于版画，可说有一种痴
迷，一种情结，他晚年致力于倡导新兴
创作版画，被称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

醉心收藏
说到鲁迅的版画收藏，称之为收

藏大家，一点也不过分。#$%#年开始
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创作者大都是
当时的进步艺术青年，这些人投身新
兴版画运动，创作的作品，大都寄给鲁
迅。后来这些艺术青年大都投身革命，
生活漂泊无定，自己大部分都没有收
藏了，而鲁迅却都替他们收藏着。现在
可以从鲁迅自己
的收藏中看到，
新兴版画原作有
!&&&多件，而全
国任何其他收藏
机构，都只有一
些零散的收藏，
没有一家可以跟
鲁迅相颉颃。十
分珍贵的是，鲁
迅收藏的这些版
画作品，往往上
面还留有寄赠者
的题款，写着某
某人寄请鲁迅先
生指教等等字样，弥足珍贵。同样，鲁
迅收藏的外国版画也是一样丰富，
!&#'年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鲁迅
藏外国版画全集》就收藏了 #())件作
品，这还不包括大量版画出版物。例如
鲁迅收藏的德文藏书 '&&多种，其中
大部分是美术书，而这些美术书里，又
大部分与版画有关。包括一些在欧洲
都已经不容易找到的书。十几年前，德
国珂勒惠支博物馆的专家来上海，看
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的珂勒惠支版
画原作，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因为有些
作品他们也没有收藏。
鲁迅收藏版画的历史，最早可以

追溯到他的童年。比如《阿长与山海
经》里面记载的“三哼经”，就是木刻版
画。鲁迅自己说，从那以后，他就开始
收集版画，有《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
考》《点石斋画报》和《诗画舫》等等。这
也就种下了鲁迅的美术情结。在日本
留学时，他翻译的书的封面，就使用了
一幅版画。可能也就是这个最早的编
辑出版的经验，使他获得了图书与其
插图的知识：当时的插图大多是木刻
版画。现在知道，鲁迅从那时开始，已
经有意识地收藏外国版画了。比如从
日本托书店去德国买的书，里面就有
美术书。后来到了教育部工作，经济状
况改善了，他就开始搜求美术书了。
#$#!年 *月到北京，到年底共买各类
书刊 +%种，其中书画 ')种，超过了一
半。,$!"年代中期开始，鲁迅经常需
要编辑书刊了，例如编《莽原》，他就更
加有意识地收集版画作为插图了。到
上海后，经济能力提高，自己编辑书刊
越来越多，他买书就不像早年那样缩
手缩脚了。经常是大部头的画册往家
里扛。而且早年他都是收集画册，这时
则开始收藏原作了。,$!$年 ,"月，鲁

迅弟子柔石把他用中国笺纸向英国版
画家吉宾斯换来的木刻原作三枚送给
鲁迅。,$%"年 '月 %"日，另一位弟子
徐诗荃从德国给鲁迅搜集来德国原版
木刻画 ,,幅，同年 *月 !!日，鲁迅会
见苏联塔斯社记者乐芬，还曾托他在
苏联搜集版画。

鲁迅搜集版画似乎是不问价格
的。,$%"年 )月 ,*日，他收到从德国
购买的珂勒惠支版画集五种，包括《织
工暴动》《母与子》等，还有著名漫画家
乔治·格罗斯版画一种，两者共约 %'

元；,$%, 年 * 月 !' 日托美国记者史
沫特莱购买珂勒惠支的版画原作 ,!

枚，共 ,!"元。因为鲁迅特意要珂勒惠
支亲笔签名的，所以就比较贵了。这可
不是小数目：相当于当时一个技术工
人 ,"个月的工资呢！
当然，也有不少苏联版画，不是买

的，而是用物品交换来的。,$%,年春，
鲁迅因为编辑曹靖华翻译的苏联小说

《铁流》，他要求当
时在苏联工作的曹
靖华找到原书的插
图，印到中文本上。
曹靖华通过原著作
者绥拉菲摩维支找
到画家，最后寄来
插画原作 《铁流
图》。曹靖华告诉鲁
迅，原作价格很昂
贵，但是鲁迅不用
付款，他可以拿中

国的宣纸去换。
于是鲁迅寄去了
一些中国纸和日
本纸，换回了苏
联版画原作。此
后曹靖华成为鲁
迅搜集苏联版画
的得力助手。这
开辟了鲁迅收藏
苏联版画的一条
大道。当然，购买
大批中国、日本纸张，邮寄，都是要用
钱的。但鲁迅在所不计。

热心倡导
一般认为，新兴版画运动从 ,$%,

年开始，但其实鲁迅倡导新兴版画，是
从 ,$!$年开始的。

,$!+年秋，鲁迅在上海邀集了三
个文学青年（包括柔石）组织了一个社
团：朝花社。股本金 (""元，鲁迅和许
广平出 %""元，三个青年各 ,""元。朝
花社的使命，是介绍东欧和北欧“刚健
质朴的文艺”，从 ,$!$年开始，编辑出
版《艺苑朝华》，出版《朝花》周刊和旬
刊。《艺苑朝华》一共出了五种，分别是
《近代木刻选集》（,）（!），《新俄画选》
《比亚兹莱画选》和《蕗谷虹儿画选》，
虽然市场效应并不怎样，但是在木刻
青年们中产生了联动效应。但是，鲁迅
并不满足于此。从 ,$%"年开始，鲁迅
陆续举办了多次外国版画展览给青年
们借鉴。,$%"年 )月，左翼美术家联
盟举办木刻展览，由鲁迅提供部分作
品和资金；,"月，鲁迅与内山完造一
起举办了《世界作家版画展览会》，
,$%!年 (月，鲁迅和德国汉堡嘉夫人
合作举办了德国版画展览会；,$%%
年，鲁迅又和内山完造合作，举办现代

作家木刻展览会；同年 ,!月，鲁迅又
举办俄法书籍插画展览会。同年底，鲁
迅又和法国《-.》杂志记者绮达·谭丽
德合作，搜集中国版画家作品 *&多
幅，送到法国去展览。后来在巴黎皮埃
尔画廊展出，题为《革命的中国之新艺
术》，据说之后还去苏联展出，产生了
国际影响。
鲁迅倡导新兴版画，最有代表性

的事，还是举办木刻讲习会。,$%,年 +

月，鲁迅就举办了著名的木刻讲习会。
当时鲁迅的好友、内山书店主人内山
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来上海度假并结
婚。鲁迅跟他一聊，知道他是日本成城
学园的美术教师，会教版画创作，于是
鲁迅就举办了一个木刻讲习会，请内
山嘉吉为讲师，讲一个星期课。学员一
共 ,%个人，这次讲习会的参加者，后
来成为中国新兴版画第一批开拓者。

为了给新兴版画界提供参考，鲁
迅做得更多的是编画册。《艺苑朝华》
之外，足有十几本，还有一本《拈花
集》，已经编好了但没有来得及印出，
鲁迅就去世了。
鲁迅倡导版画运动，感到光是个

人不行，一定要组织社团，形成合力。
除了朝花社，鲁迅还指导过一八艺社、
野风画会、/0木刻研究会、广州现代
版画研究会、平津木刻研究会以及十
数个规模小一些的版画社团，使版画
社团活力大增，从而形成了中国新兴
版画运动的大潮。

悉心指导

在新兴版画运
动开展的过程中，鲁
迅对于版画家们来
说，真不啻一位导师。
从创作技法到人生道
路，从艺术修养到人
格熏陶，鲁迅都给予
了他们丰富的教益。
现存指导青年版画创
作的书信就有 ,!(

封。在信中，鲁迅不厌
其烦，详细讨论作品，
从构图、技法到创作

思想，指出不足和努力方向。除了通信，
还常跟他们谈话、演讲。他去世前 ,,

天，还到他鼎力支持的全国流动展览会
现场，跟青年艺术家们座谈了很久。
当版画家们创作出了作品，鲁迅

给他们编画册，《木刻纪程》就是鲁迅
为检阅新兴版画运动阶段性成果做的
一个纪念品。还给他们的版画集作序，
还给他们的作品推荐发表。包括在自
己编辑的刊物上，推荐到相关的刊物
上去刊登。比如在他主编的《译文》月
刊上，刊登了不少版画作品。《文学》
《太白》《现代》《海燕》《中流》《作家》等
等，都刊登过鲁迅推荐的新兴版画作
品，甚至还向国外推荐，一方面配合了
左翼文艺运动，一方面推广了版画。
在鲁迅倡导新兴版画的过程中，也

遭到了黑暗势力的严厉打压和一些人
的冷嘲热讽，说新兴版画就等于反革命
的也有，说连环图画产生不出托尔斯
泰、福楼拜的也有。这时候，又是鲁迅站
了出来，他多次写文章，为新兴版画，为
连环图画辩护。鲁迅的坚定支持，使整
个新兴版画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到
,$%(年 ,&月鲁迅逝世前夕，已经形成
了全国规模，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更
是形成了抗战版画的大潮。因此，鲁迅
被版画界公认为“新兴版画之父”。

在上海，红色文化无
疑是这座城市最具标识
度的文化品牌之一。继江
南文化系列，从本周起，
本刊将陆续推出红色文
化系列。本期特邀原鲁迅
纪念馆馆长王锡荣撰写
鲁迅与新兴木刻，后期还
将推出上海工人文化宫
美术创作溯源，上海美术
出版社年画及宣传画的
前世今生，改革开放以来
主题性创作等对上海红
色文化的梳理报导。期待
能得到读者朋友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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