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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年谱长编》

内容概要

徐悲鸿，现代绘画艺术大师。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继承我国绘画优秀传统
，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但对于他的生平和艺术主张却经常有争议。你如果要知道在“
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中一些人是如何撒谎和造谣，如何吹牛和欺骗；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历史，
如果你要知道徐悲鸿先生是如何奋斗的，又是如何遭人攻击污陷的，新老捏造者在七八十年来捏造多
少谣言强加于徐悲鸿之身的，你就非读王震先生这本《徐悲鸿年谱长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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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年谱长编》

章节摘录

书摘　　4月中旬　　△始匿居康有为家，为蒋碧微添置出国所用衣服和购置必需的日用品，随时和
蒋碧微保持秘密联系，并约她至康家相会。　　△廖静文女士在《徐悲鸿一生》中说：“悲鸿很快办
好了两人的护照。”这也是误会，抗日战争之前，中日两国之间，人民来去自由，是不需要办理护照
的。徐先生为蒋碧微办的只是行装。　　5月上旬　　△赴日前，康有为书赠题词日：“写生入神。
”款署“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写此送其行。”下钤“康有为”印。　　5月13日(三月二十三日)　
　△给蒋碧微一密信，约她当晚离家到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长发栈会面。　　5月14日(三月二十四
日)　　△晨，在朱了洲先生的陪送下，偕蒋碧微乘日本博爱丸轮船，由上海私奔日本。一出长江口，
便碰上恶劣的天气，一会儿即晕起船来。　　5月下旬　　△抵达日本长崎，再转乘火车抵达东京，
先居住在一家旅馆。　　△后经中国留学生龚某介绍，在“下宿”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小房住下。房
东是日本人，楼上住的全是中国学生，伙食包在房东处。　　△“下宿”附近的街市书店较多，有的
人行道上，也是书摊连绵不断，他大部分时间去浏览书店。见到合意的就买了下来。　　△还常到博
物馆及公私收藏家参观、临摹。特别喜爱日本书画家、碑帖收藏家嗣治广业的作品。　　△常与日本
书画家中村不折、竹内栖凤等讨论学术，又受中村不折之托将其所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改名为
《汉魏书道论》而致康有为信。　　△关于徐先生游日的概况，他曾自述：　　“岁丁巳，欧战未已
，姬君资吾千六百金游日本，既抵东京，乃镇日觅藏画处观览，顿觉日本作家，渐能脱去拘守积习，
而会心于造物，多为博丽繁郁之境，故花鸟尤擅胜场，盖欲追踪徐、黄、赵、易，而夺吾席矣，是沈
南蘋之功也。惟华而薄，实而少韵，太求夺目，无蕴藉朴茂之风。”(《悲鸿自述》　　8月　　△所
绘《仓圣象》在《广仓学会杂志》第一期刊出。　　10月25日(九月初十日)　　△仓圣救世筹赈汴晋
湘鲁大会广告刊行，该广告刊头采用徐先生所绘《仓颉像》。　　11月　　△因所带二千块银洋很快
就要用完，才返回上海。蒋碧微曾回忆道：“日本的印刷术优美精良，他们所出版的艺术书籍相当丰
富。还有许多仿印的原画，都是徐先生视为至宝，爱同拱璧的，于是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看
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的买它下来。有时候他也要我陪他同去，⋯⋯当时我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一窍
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坐在一旁等他，那种滋味实在不大好受。　　“然而我当时还没有
想到，更不好受的滋味还在后头。我们在东京住了半年，旅费和生活费用花得不多，倒是徐先生大量
的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因此我们带来的两千块钱很快的就要用完了。东京居，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
挨俄，于是我们只好在当年11月间，又从东京黯然的回到了上海。”(蒋碧微《我与徐悲鸿》)　　△
关于徐先生赴日游学的事实，徐蒋皆有记述，本是妇孺皆知。可是周湘的那位后人，不仅捏造说徐是
周湘油画院的学生，2002年6月又在《新民晚报》上捏造说：“当徐悲鸿赴日留学时，周又亲自写信给
哈同府上，由他们负责徐悲鸿、蒋碧微在东瀛的一切费用，周负责来回旅费，由此周、徐结下了深厚
的师生之情。”　　看了上述所言，不知底细的人，或许以为周湘是上海滩上与哈同平起平坐的大亨!
其实错了!周湘为青浦黄渡(今属嘉定区)人，于清末民初为混口饭吃，曾在上海办过多起一个月至三个
月或稍长一点期限的图画传习所，后因招不到学生，只好草草收场，也只好由市区退居到江湾，再由
江湾退居到黄渡，去作灌园叟。关于周湘在沪的窘况，贺天健曾在《申报》上撰文说周氏：“为状甚
困，曾作《百子图》一帧甚精。求售于某公司，索值百金。公司还价五十，不肯，以窘复求售，公司
故抑之，退为三十，不肯。窘甚，复求售，公司抑之至十五金，无奈，乃让焉。”这才是真实的周湘
。　　△关于周湘的窘况，其后人在《嘉定文史资料》第8辑的文章中曾说：周湘一家的生活极度困
难，几乎陷入绝境。幸一侨居新加坡的著名画家，周湘所创办之布景画传习所学生陈抱一，闻知老师
遭此厄运，身临绝境，汇来一笔巨款，才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徐悲鸿也经常在经济上接济乃师。
”说周湘经济困难那是事实，说侨居新加坡的陈抱一为周湘汇巨款，那则是画饼充饥。陈抱一虽跟周
学习三个月，事后几十年与周湘并无任何联系，当时陈也看不起他的周先生，陈早有文章说明，再说
陈也从未侨居过新加坡。徐悲鸿也根本不是周湘的学生，也根本不存在接济周湘之事，周湘的后人无
论是说周湘资助悲鸿还是说徐悲鸿接济周湘，均是为拔高周湘，均是一种阿Q精神。　　△徐蒋返沪
后，因蒋氏不敢回家，便住进旅馆。蒋母闻讯后先是赶来探望，进而在民厚里为徐蒋租了一间厢房。
　　△住定后，首先拜访康有为。康说现在欧战正酣，既不能启程赴欧，最好还是先去一趟北京，看
看能否弄到一个官费，将来出国，两个人的生活可以过得宽裕一些。又说，如去北京，可以给你介绍
几位朋友，请他们帮忙。　　12月　　△偕蒋碧微踏上了北上航程。从上海到北京，本应走津浦路，
但为了省钱，先乘轮船到天津，再乘火车到北京。　　△经友人介绍，首先认识了住在北京东城方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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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年谱长编》

巷的华林先生。当时华林住的是一座四合院，两进深，各有两列厢房，华林先生住后进，他让出一半
租给徐先生，租金一家一半。　　△徐先生持康有为的介绍信，去看罗瘿公先生，罗是康有为的大弟
子，和樊樊山先生、易实甫先生，同为当时北京的三大名士，在政教两界，说话都很有力量。　　△
罗先生对徐氏夫妇特别友善，一口答应帮忙，随即写信介绍徐先生去看教育总长傅增湘，请他给徐先
生一个公费名额。关于当年徐先生申请公费留学的情况，后来他曾自述道：　　“时蜀人傅增湘先生
沅叔长教育，余以瘿公介绍谒之部中。其人恂恂儒者，无官场交际之伪。余道所愿，傅先生言：‘闻
先生善画，盖令观一二大作。’余于翌日挟所作以付教部阍人。越数日复见之，颇蒙青视，言：‘此
时惜欧战未平。先生可少待，有机缘必不遗先生。’余谢之出，心略平，惟然祝天佑法国，此战勿败
而已。”(《悲鸿自述》)关于徐先生申请公费留学之事，就这样定下了。　　P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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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鸿年谱长编》

编辑推荐

　　徐悲鸿，现代绘画艺术大师。在绘画创作上，反对形式主义，坚持写实作风，继承我国绘画优秀
传统，吸取西画之长，创造自己独特风格。但对于他的生平和艺术主张却经常有争议。你如果要知道
在“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中一些人是如何撒谎和造谣，如何吹牛和欺骗；如果你要了解真正的历
史，如果你要知道徐悲鸿先生是如何奋斗的，又是如何遭人攻击污陷的，新老捏造者在七八十年来捏
造多少谣言强加于徐悲鸿之身的，你就非读王震先生这本《徐悲鸿年谱长编》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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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跟流水账一样
2、作为年谱虽然不靠谱，但是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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