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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内容概要

一位67岁的中国画家，在塞纳河畔、翡冷翠街头，支起画架专心作画。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收入的两辑文章《沿着塞纳河》《翡冷翠情怀》，是作者根据短期旅居国外
写生作画的经历、见闻而创作的艺术游记散文集，记述了作者在巴黎及意大利各地亲历伟大艺术遗存
的感悟、惶惑以及坚守勤拙的自励。作者敏锐、细致、富于幽默感，将旅途中遇到的奇情趣事、与旅
居地人们的有趣交往，描述得活泼生动、引人入胜。
那个夏秋冬，黄永玉以绘画和文字完成了他丰盈的艺术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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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作者简介

黄永玉 土家族。画家、作家。
1924年生，湘西凤凰人，原名黄永裕。
自学美术、文学， 以木刻开始艺术创作，后拓展至油画、国画、雕塑、工艺设计等艺术门类，在中国
当代美术界具有重要地位。
黄永玉将文学视为自己最倾心的“行当”，从事文学创作长达七十余年。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诸
种体裁均有佳作。先后出版《永玉六记》《吴世茫论坛》《老婆呀，不要哭》《这些忧郁的碎屑》《
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等作品。
诗集《曾经有过那种时候》荣获1982年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的“第一届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

Page 3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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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精彩短评

1、极妙极妙，此老胸中丘壑墨水皆不一般。以及，黄原来还曾长居香港⋯⋯
2、从见字如面过来的。黄永玉对曹禺作品的文学批评实在是看得带感。当然也可能是王耀庆演绎得
好。这书写得也就那样。不过插画实在精美。为了插画就值得入实体书。想再去塞纳河，想去翡冷翠
。
3、“薄伽丘害怕的是来世的地域，到底还有一段日子好挨；就这点说来，中国现代的薄伽丘就有福
多了，一声“带走”，地狱就在眼前。”佛罗伦萨和作者家乡古城凤凰的对比，意大利和中国对文化
艺术态度的对比，文艺复兴和文化大革命的对比⋯⋯
4、很美的一本书，，欣赏了好多画，，在意大利的生活自在又闲适
5、随性，潇洒，通达，又不乏针砭时弊。太喜欢老头儿的文风和画风啦！谢谢若宝的馈赠～
6、文字其实一般，但插画一流，老头的豁达和幽默一流，翡冷翠的魅力一流～
7、依旧补档。插图很不错，留白太浪费，本不该这么大块头。
8、花了二十几张一千美金面值旅行支票的老家伙！
9、一次愉快的阅读！文字真挚质朴又不缺乏幽默。大量游历时写生的插图。读时忍不住数次大笑出
声。舍不得想慢慢读，又太喜欢忍不住想看看后面的内容，那种复杂的心情！读的盗版电子版，觉得
愧对黄老，想买一本纸质版收藏，各大电商都无货。淘宝竟要几大百。赶紧让方所的朋友帮忙寻一寻
。
10、很朴实的黄永玉，所以这很屌啊
11、太羡慕这样的乐天知命与成就后的为所欲为
12、有趣
13、意大利之行的功课，只读了意大利部分，大多是坐作者的游记和感悟
14、去巴黎前逼自己看点相关资料，结果爱上这个老头的文笔啦，性格真的狂拽酷炫吊炸天啊。
15、闲适。
16、笔调就像是坐在一个老人家身边，听着他的故事和昨日的追忆，快乐，还有隐约的伤逝
17、感谢再版！可以很便宜的买到想读的书。“你们哪里找得到这么认真、够分量的插画！”看书中
配的几张作画时的照片，真有趣。前几年国博展出黄永玉先生的大展，有几副90年在意大利所作的这
批画，后悔没多看几遍。
18、比我老的老头，心向往之。
19、黄永玉是个有意思的老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世说新语）
20、一位有趣的老先生~
21、     要经历多少的风雨和苦难才能有这般幽默风趣的胸怀
22、我太太太太太喜欢这本书了！太灵太好玩了！黄永玉老爷子要多写散文啊。小说我比较无感，《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看了几期连载，不灵不好看
23、一边画画，一边随想，旅居趣事，故人和感悟，还有好多好多画，有时逗的微微一笑，有时入戏
动情，心里“嗵”的一声
24、这本书让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大概，学识大于行文，故事大于学识，精神大于故事。黄永玉真
的是太可爱的老爷子～
25、有趣的老爷子
26、好画好文字 特意在去意大利前找出来看 人间多少事 过得去的与过不去的 最后都会过去 还是世说
新语里的那句 我与我周旋 宁作我
27、闲时读一读，了解一下黄先生六十多岁去法国意大利的感想。要说文学水平实在一般，文字中反
应的黄先生的心境也并不让我多么佩服崇敬，颇多小家子气，算不得大家之风。
28、我很喜欢
29、静读2016-53＃黄永玉先生的文与画，无可挑剔！
30、可爱的老头
31、可爱的老小孩⋯⋯
32、画儿，文章，活法，胸襟，一切都喜欢极了！衷心希望老人家健康平安。(n手书，少几页，来日
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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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33、好看到舍不得看完，最后还是看完了，意犹未尽。可爱可敬的老头儿，幽默又充满童真，明明是
国宝一般存在的大师，这样的人，多一些，活的久一些才好。
34、最近在看两个老头的书，一个是季羡林，另一个是黄永玉。黄老的文字有趣，幽默，诙谐，又会
启发另人思考，在书中，跟着黄老的文字领略了意大利的风土人情，讲述了文艺界的一些些名人轶事
。让我觉得颇为有趣。很羡慕黄老能做个自由的玩弄颜料之人，现在的的社会虽然科技空前发达,但是
文化艺术上却空前乏味，语言也空前无趣，多想做有趣的人，交有趣的朋友。
35、老头儿太可爱啦
36、黄永玉先生的画骨厉害哟
37、非常喜欢这本书。读之前还不认识黄永玉。读过后也喜欢上了翡冷翠，喜欢黄永玉的幽默。
38、以前看的，還記得書中有句，大概是：若初次見面，就感到離別的感傷時，那你必定是愛上他了
，特別好
39、好久以前读的了，可能会重读
40、感觉看书就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人很少，进去了，就很寂寞。有种知音少，弦断无人
听的赶脚。
41、读起来开怀，有趣的老头儿^o^
42、好棒的书，真的读起来很开心^ω^
43、看画家写游记，写沿途的绘画，写当地的人情轶事，间杂着回忆、八卦和自己的人生感悟，读来
挺有趣的。2017年完整看完的第一本书，也是我购买的第一本电子书。
44、很有意思的老爷子
45、【在 @雨枫书馆 翻书537】读黄永玉的散文，是不是就被这个聪明通透的老头震一下。比如这段
：“鸟，比如说鸬鹚和其他一些水鸟，吃也吃饱了，喝也喝足了，一齐聚在沙洲荒渚上干什么？也恐
怕是图一个聚在一起的快乐，一种恬静的信任吧！在一起而没有明确的目的，那是很舒服写意的事。
”
46、很有韵味与趣味的一本书，作者写出了自己的性情
47、黄老是那种“经过多少年来的磨难与世俗的试探，依旧保持纯朴与直率”的人。值得一读再读。
48、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恰好沿着法国文化的最灿烂 辉煌的地区走到了意大利的艺术殿堂
我们的人生可能也应该如此 
不能说一生有多么的辉煌
起码应该走的潇洒。

我与我周旋久，
宁做我。
49、画家的旅居生活。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50、太喜欢这本了，必须买来收藏。摘段最有感触的：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
别的隐痛时，你必定爱上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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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精彩书评

1、我对一个人最高的评价是有趣。有趣的人让我发现人生更多角度，更多可能。他们让我舒服、松
弛、向往。我曾经的历史老师是个老得掉光头发的老头，他研究路灯隔一个亮一个是不是能同样照亮
，然后给人大写议案；他研究隔壁班女生不明材质的外套，回来请教我们。他的有趣源于对生活无限
的兴趣，我觉得他压根不会老。黄永玉也是这样的老头。《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是在阅览室中无意
看到的，翻翻发现是在法国和意大利旅居写生作画的经历。借回去越看越喜欢，于是去书店买了本回
来。爱不释手的喜欢。游记若只是感叹抒怀也未免腻味（现在流行的游记是流浪的路数），要是有这
么一个学识渊博、目光如炬、幽默感极佳的老头陪着，叼着个烟斗，外文也不好，一路比划一路耍，
不徐不疾，多好。他说徐志摩极限的功绩就是为一些有名的地方取了令人赞叹的好名字：“康桥”、
“香榭丽舍”、“枫丹白露”、“翡冷翠”⋯⋯金庸把慕容复写得如此不堪，让我总觉得他对徐志摩
是嫉妒的，不过黄永玉这样说却让人觉得他说得，活得够老说谁都说得。谈到雷锋也刻薄的有趣，毒
舌的有分寸多好。他说写生时，法国人、意大利人从来不挡画家，更是见怪不怪。这个地方出过太多
星光熠熠的艺术家，艺术是在法国人、意大利人的血液里的。他大赞罗丹的巴尔扎克像；他到塞纳河
畔一画再画；他沮丧于自己的画艺不敢和达芬奇做邻居；他到了巴黎无限谦卑，就是高山仰止知不足
的谦卑。老了老了还能知天高地厚多好。谈到读书，他说：“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
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的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他想到一句说一句，
字字珠玑，年轻人要能听进去多好。他说中国的故居偏偏要被粉饰，不像西方的，达芬奇的、梵高的
，生前怎样就还怎样，奢华也好，落魄也罢，它老老实实在那儿。我一度特别喜欢看故居，青岛的老
舍故居，凤凰的沈从文故居⋯⋯看多了觉得都差不多，一定有写字台，有书柜，有墨宝。熙熙攘攘的
人群让你脑补不起来主人在这儿的样子。它们的确不该只是些做旧的新房子，老房子就让它老在那儿
，自有人凭吊，那样多好。他说家里的虹桥原本如翡冷翠的老桥一样美，后来改造泯然众人矣。去年
十一我恰巧独游凤凰，早晨的沱江弥漫着昨夜浓腻的酒精味，掺杂着荷尔蒙的倦气，让人呆不住。最
后一天躲人群，竟到了凤凰山上，一草一木透着灵秀，虽然山顶的博物馆有些可笑，但整体的山景却
秀美，后来听工作人员说是黄永玉设计的。我常想这个有趣什么都蛮不在乎的老头心底也有绕不开的
乡愁。如果故乡一直是故乡的样子，多好。这几年喜欢的作家可巧都是画家。木心、陈丹青、黄永玉
。文字有灵气，轻轻快快的，大抵因为不是作家圈子反而少了束缚，什么都敢说，嘎嘣脆。行文结构
如画曼妙，不求结构不求典故不求深意，却处处透出艺术通感的美妙和知之为知之的谦卑，再加上书
读多了写出来不造作不拘谨不羞赧。读着舒服，多好。这本书一半是文一半为图，一处一景，用笔洒
脱、色彩淡雅，均是写生之作。你想想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跑到他乡，支个画架，叼个烟斗，心之所
至笔之所至，多好多好。想着有一天带着这本书，随着这些图一个个踩过去，见那些人那些景。想着
有一天能随手画下风景，不仅仅是用相机定格。想着自己有一天老了，还能心有所系，见世间美景，
拜先贤俊杰，对美好未知不灭期待。多好多好多好啊。半年过去了，读了一些书，写了一些文字，还
觉不够。时间的节点总叹白驹过隙，马齿徒增。读了黄永玉的书，心中释然，做这样的人，不会老，
怕什么，复欣欣然。
2、《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这本书是黄永玉老人67岁游历法国和意大利时写的，散文游记类。读罢此
书由衷地感到舒服、开心。黄老身上有老一辈艺术家的情怀、有真正大师般的见识、也如老顽童一般
，写的文章风趣、幽默、洒脱，有时也有些骄傲的得意。在如今黄老已经90多岁的时候，才读到这本
书，想象着此时的黄老经历了更多，应该更加有趣吧！这本书的版本外观也比较漂亮，书脊是用布料
做的。书中配有许多黄老的画作、当地的摄影以及一些有趣的插图。书中关于塞纳河部分比较少，后
半部大多数是与意大利和翡冷翠相关的内容。黄老在整本书中，非常真挚的表达了对游览到的风景的
欣赏、对文化的思考、对艺术大师们的敬仰，以及对朋友们的思念。读书中，有时被黄老的文化底蕴
折服，有时会被他幽默的言语逗笑，更多时候被他通过随笔而表达的情感所感动。人生得意须尽欢，
想想黄老人生的心态，真是羡慕！讲两个故事：黄老有一次来到达芬奇故居后院作画。九个小时大概
的模样出来了，收工回家。在家里客厅重新把写生装在画架上，准备修改完善，没想到黄老竟兴致高
昂的做起白日梦，由于对达芬奇憧憬不已，私自替达芬奇的后院痛痛快快来了一场奇花异草五彩缤纷
的设计。临了，忽然从梦中醒来，&quot;心情像挨了几个棍子，达芬奇的故居到哪里去了？真是见了
鬼。&quot; 带着一天一夜的劳累和羞愧的悔恨，重新画了一幅达芬奇故居的后院。以至于朋友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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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来问近期画画进展如何？他还在悔恨的说：太艰难了！还有一次，黄老在翡冷翠街头作画。遇到一个
老太太被一群人围在中间，脸色发绿，一动不动。黄老使出浑身解数，赤脚医生般真的将老太太救过
来了。这令围观的意大利人们目瞪口呆，无数虔诚的眼神，夸奖黄老是神仙下凡。其实他的内心绝对
是喜悦并且得意的，他在文章中说：&quot;我不能和雷锋比，他风格高，做了好事一点都不说出来，
只清清楚楚写在日记里。&quot; 之后他回到住所对中国留学生吹的天花乱坠，还不忘写信给朋友也提
到这一段。以下为原书内容。！！！——————————————P14：《是画家的摇篮还是蜜罐
》思考巴黎是艺术家的天堂，同样也有千百名艺术家在巴黎沉寂。“我从历史的角度发现，巴黎和意
大利诸城的艺术环境很像一个装蜜糖的大缸。收藏之丰富，艺术之浓稠，原是千百万蜜蜂自己酿出来
的。但人们却常在大缸子里发现被自己的蜜糖淹死的上百只蜜蜂。” 这篇文章黄老说：”我有时还自
觉不太像一直蜜蜂。虽然，不怕晒太阳，不怕走远路，经得起一坐七八个小时，忍得饥饿、干渴，虽
然后腿窝囊里的花粉——自己食用的粗粮采的满满的；至于高质量的蜜糖，却未必一定够格。这就是
自己对自己和历代高手以及当代能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思想。“P20：“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
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
的书。”P32：“每天大清晨就满满的一房间太阳，使我们全家喝早茶的时候都很开心。各人说出各
人今天的计划，买画册、唱片或是上博物馆。只有我比较单调：出去画画。我想不出比画画更有意思
的事。不画画，岂不可惜了时光？“P48：巴黎圣母院左边不远有一个纪念馆，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被法西斯屠杀的几十万死者。“历史是严峻的，现实生活却太过轻浮。”P73：《罗丹的巴尔扎克
雕像》：人们对于陌生现象往往反映出自我见闻的十分局限。罗丹用十年时间做成了巴尔扎克像，当
时的人们不能理解、不接受，罗丹毫不惊慌愤怒，十分有风度。当时的文学家协会登报声明，不承认
罗丹的巴尔扎克像。黄老在文章中说：“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不承认罗丹的作品，罗丹的作品就不
存在了吗？”P89：《每天的日子》：“做文化艺术工作的人，骨子里头太多估计自己的神圣意义。
把历史的评价和自信混淆一起。你也做事，别人也做事，大家都在做事；才把世界弄得有声有色。文
化艺术本身就是个快乐的工作，已经得到快乐了，还可以换钱，又全是自己的时间，意志极少限度地
受到制约。尤其是画画的，临老越受到珍惜，赢得许多朋友的好意，比起别的任何行当，便宜都在自
己这一边，应该知足了。”P103:“在意大利，你可以用一分钟、一点钟，一天，一年或一辈子去交上
意大利朋友，只要你本身的诚挚，那友谊都是牢靠而长远的。”P171：忆起好友张五常：“他心地太
善良了，把一切都看好。其实，他比我”纯真“得多；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
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地称赞自己。他的周围、这个世界，欣赏和鼓励他这么做，相信他的诚实。
”P217：“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你必定爱上他了。”P231：“
人的劣根往往不明就里，人云亦云，明明受惠，还要跟人起哄。”P279：“聪明智慧与典雅的风度同
在，那便是个太平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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