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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永玉 湖南省凤凰县，土家族人。一九二四年出生，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初级中学教育。做过瓷场工
人，小学、中学教员，报社编辑和记者，自由撰稿人，电影编剧、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他自学美术、
文学、长期从事版画、国画、油画、雕塑、漫画创作；此外还写过不少散文、杂文和诗歌，也创作过
剧本，有很高的文学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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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没觉得多好，特别流水账。更喜欢他的小品，难得让人心情闲逸。书内黄老的速写确是好。
2、一个有趣的老头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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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
我周旋久，宁作我‘’平淡幽默而自在，黄永玉先生是个有意思的老头儿
4、好多画随便翻过并无太多在意或者喜欢，偶尔几幅还嫌弃色彩浓重破坏了气氛。可文字写得轻巧
随意真实和最重要的有趣。言之有物，看来还是得继续看他的几本书。
5、高中时读的~
6、质朴的文字，诡谲的色彩感，读后简直爱上了作者，请问招侧室吗？
7、老头cute！
8、风趣幽默的老头子
9、本为旅行看的，不想老头忒可爱，十行一句punchline
10、男神在翡冷翠还有豪宅的。
11、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12、【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有趣的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
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这书有什么意思？】永
远的窗口，盛放的春意，很美很美⋯⋯林风眠的荷我也喜欢。喜无多屋宇，别有小江潭。我觉得“中
”比“别”好。
13、在万圣书园偶然看见的小书，被名字吸引了，这个老头有点意思，赵老师还推荐过他的书~
14、印象最深的居然是老头一直在强调自己滴酒不沾~
15、妙趣横生，插图也很有意思
16、多年前在五角场偶遇的一册小书，书名很美，淡紫的水彩速写，辅以轻松自在的文字，妙极，自
此喜欢上了这个可爱的老顽童。彼时，还没有去过塞纳河和翡冷翠，自此向往之，幸运的是后来如愿
。最喜欢的书，之一。
17、1999年的书保存至今这么完好，每幅画都很清晰，铜版纸真不是吹的，虽然34块也算很贵了。黄
永玉的散文给人的感觉是读了很舒服，不迂腐、不做作、有思想、文笔也清新。真是人如其字，字如
其画。
18、真正美丽的文字不是众多形容词副词堆砌起来让人赞叹天衣无缝的，而是在褪去一切浮华的修饰
后用最白话的语言，如同一位耄耋老人在耳边轻轻回忆，语气平淡地让人愈加想哭。黄老先生是如此
可爱而又可敬的那个小老头。
19、随性，随心。
20、好几次笑不停
21、有点积郁很深的感觉，有点不吐不快的味道。骂人不带脏字，黄老是很犀利的。静下心来读这本
佳作，可以很好地“培养情趣，提升境界”。
22、艺术家的至诚交织在异域的风采中，都有一丝被压过风头。想买来收藏！
23、多情可爱又可敬的老头子。
24、当个画家老头真好
25、随想手札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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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书。”
27、我们心底“不信任”的基础太深了，辜负了太多的好意。
28、太率真可爱的老头，太率真可爱的作品。
29、很喜欢黄永玉洒脱直白的个性和文字，不时可以拿出来看看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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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先生长命二
百岁。时间足够你爱。#BucketList 
31、挺可爱的
32、150906读毕，电子版。几个月的生活也是生活，与匆匆游过还是不同。一个扛着画具的老人在法
国和意大利街头的随心所画，加上说不清是感悟还是感动还是唠叨的文字，也小有风味。那种对待苦
难虽然痛彻心扉但又能口吻轻松的带过的态度，挺微妙也挺真实。画蛮有意思，很随意的感觉但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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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费心血吧，色彩真是浓重。
33、生活的情味
34、黄老性情中人，文字幽默洒脱，又是非常厚味的。我心里总是提前揣着一份悲观，这些先在书里
读过而心生向往的地方，踏上之后怕要失望的。也许只是对自己没信心，害怕自己没有那样的视野吧
。
35、老爷子的书还是很有意思。经历了这么多的黑暗，仍能保持如此的率真、豁达
36、最触动的莫过于纪念林风眠先生的那篇，曾有幸见过林老的作品，印象颇深
37、这本小书是作者在法国和意大利绘画、旅行的文化感悟和生活随笔。法国的篇幅较之意大利略少
一些。时而追忆平生师友，时而将文化名人故事娓娓道来，法国和意大利是文艺复兴的圣地，随景叙
情而又悼古伤今，洞见知识分子文革的创伤记忆。作者的口吻是温和的、宽恕的，然而也难免一些讥
刺的调调。书中还附有许多精美的插图，闲暇时可随手翻阅调剂心情，好读而有韵味，适合旅途。另
外惊觉大师原来在很久之前就已经是个贬称了。
38、远游无处不销魂
39、老头
40、感觉淡淡的叙述平静中透出快乐与豁达
41、小学留级三次的黄永玉，艺术上一直有趣有心有种。更喜欢意大利部分，尤其是写人部分，比如
那个钟表匠和高龄的意大利兄弟。
42、T_______________T 喜欢
43、看了采访去找来看，给人的感觉和采访很不一样。采访里黄老语言风格属于老顽童式的嘻笑怒骂
酣畅淋漓，这个集子却十分柔软，而且有一种伤心的风格。还有配图，因为都是自己画的恐怕是少见
的配图水平很高的散文集子了。
44、读来令我满心羡慕，所谓诗意地栖居，大概不过如此
45、黄永玉真是个豁达可爱的小老头儿，真的好喜欢他啊！这本小书也是非常可爱，回国一定得记得
收纸质版。
46、真诚可爱的 老头儿
47、狂风大浪也终会成云淡风轻
48、令人著迷的文筆。
49、无论你如何被背信弃义所纠缠，被年龄与理想的差距所困扰你颇感灰心失望的时候，想想几十年
来知识分子的成就，尤其是道义意志和情感的成就时，一切都会舒坦起来的。
50、豁达通透的优越感轻描淡写生活乐与忧，耳顺之年沿途速写四两拨千斤以“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
”渡一切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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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要不是这本书，还真不知道解放初期某著名大诗人仗着自己与毛数十年交情向毛要颐和园这件事
。知道他人品差，却不知道差到这种地步。。。枉我一度还蛮喜欢他。其实黄永玉算是幸运的了，至
少outlive了那些个讨厌的人，活蹦乱跳的一直到现在。书中提起与侯宝林的一段对话，实在很妙。侯
问他还教书吗，他答不教了，教出来的学生像吃完了奶却咬断奶头，侯说：怪不得现在都改用奶瓶了
。
2、黄永玉的两支笔，令人艳羡。一是画笔，水墨画则墨气淋漓，大片晕染与精工细描彼此和谐共处
，既有色块浑然一体的气晕涌动，又不失细节之处的妩媚动人。油画的用色之大胆，则隐隐然有梵高
的大师气度。少了意志力狰狞骚动的粗狂，多了些中国老翁的冲淡宁寂。二是文笔，涉笔成趣、灵思
喷涌，文字在纸上跳跃，正如莫扎特的音符在月光上奔跑一样。讲故事则诙谐生动、惹人捧腹，抒幽
情又饱蘸清泪，令人泫然。他曾经建议一位研究艺术史的女孩，乘船载酒沿塞纳河而下，一颗一颗去
摩挲这串艺术史上最光辉夺目的珠链，“还可以钓鱼，高兴时就跳进水里，做一个船上的美术史家。
”这其实算是这位“失掉了家乡的河流”的老人的夫子自道吧（他魂牵梦绕想要溯游而上的是那条芳
草芝兰的屈子河）。他做不了一板一眼的《印象派何以起源于塞纳河沿岸之考证》苦功夫，这本笔触
无所不至、意兴随处遄飞的游记就聊充他的圆梦之作吧。巴黎、意大利的像是一罐酿了几百年的艺术
蜜糖，甜腻浓密，黏住了门外汉们指指点点的脚步，更黏住了多少年轻艺术家的手脚，堂皇杰作面前
自己低到了尘埃中去，灭了壮志雄心，掷了画笔，“掉进缸里淹死完事”。还好，已过“目顺”之年
的他早就认了命，在自嘲声中乐得做一只追慕先贤的蚂蚁。在大师的故乡“舞文弄墨”自然是需要一
些勇气的，他虽然不敢买下达芬奇故居旁的房子——“画画的时候，身后总有个伟大的影子在微笑”
，但在芬奇镇车来车往的街头摆上画架，心无旁骛地连续奋战上几天而毫无愧色，倒也算和“百世不
出”的天才同台较量了。他也不惮以摆开架势，在米兰大教堂面前接受写生考试，一笔一划皆冒着“
万人面前落裤”的危险。67岁的暮年，为了艺术“背水一战”。他对于附庸风雅的游客极尽尖刻嘲讽
，在他眼中，这些人的艺术眼光势利浅陋、人云亦云，浑身散发着一股子“外地人”的富贵气，被吉
普赛人盯上实属活该。他却早已把这里当作了故乡。谈起毕加索、梵高、薄伽丘、拉斐尔的轶事典故
如数家珍、信手拈来，不是高山仰止的远远瞻仰，而是述说隔壁王二的家长里短一般的信马由缰。也
难怪，当地的人其实都是这样。“在中国，想古人的时候，翻书而已；在翡冷翠，‘上他家去好了’
。”古人岂不是就在隔壁么？既然扎了根，天长日久和当地人厮混熟了，所见所感就和浮光掠影的观
光客不一样了。人情在悠悠岁月中氤氲开来，故事在你来我往中密密织就。翡冷翠人真挚、虔诚，艺
术涵养从骨子里丝丝渗出，令人温暖自在。他们是真懂艺术，连持枪的年轻宪兵都要来买他的写生，
艺术氛围如空气无处不在，真是艺术家梦寐以求的天堂。然而，身在艺术天堂，心里却“存在众所周
知的悲凉之感”——“虽信美而非吾土，曾何足以少留”？几十年来的惨痛记忆压在心上，在异国街
头的画板面前，在菲埃索里山下花木葱茏的寓所内，政治风雷摧残下纷纷凋落的传统、璧人总是影投
潭心，云暗琴上。这里的文物一派古色古香，都是当时风貌，“该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哪像中国的
那些不肖子孙不伦不类地为古迹涂脂抹粉；国内那些装模作样混迹于世的“大师”们来到“外星人”
达芬奇的故乡，难道不该一个个屁滚尿流地滚鞍下马？意大利的皇宫贵族御指钦点，让一座百年老桥
身价飞升，风情万种到如今。凤凰县的少年们只能从传说中遐想曾经有一座楼台连缀的“虹桥”⋯⋯
3、当年好友说“给我带几本好书吧”，上飞机前买到的，就扔在了太平洋彼岸。手里有再版的，不
喜欢哪。兄弟是不是咱们换换？
4、画家的名字里，我喜欢黄永玉和林凤眠，一听就好像天生会画画。我不懂画，只是因为翡冷翠而
选了这本书。这是黄永玉在意大利写生的一些记录，这个老头子已过古稀，却还是精力充沛，亲自背
着画架写生，在达芬奇故居前一画就画到午夜两三点。他说要感谢那个红色的年代。这句话好不幽默
，但着实想想，如今的老头到了60大都步履蹒跚，提不起精神了。黄老头的小文亲切诙谐又低调，很
是适合打发下午时光。每页都有写生画，颜色葱绿的，弥漫童话色彩，让人不由得向往那个光辉了多
个世纪的翡冷翠。而他眼中的意大利是礼貌的，有涵养的，当然也是浪漫的。只是画家眼中的浪漫，
不是亲吻，不是依偎，也不是呢喃，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些小事。某日他写生，画架正好架到一家店
门口。店主出来开张，看到门口一中国老头拿着画笔。看到黄老欲起身，连忙阻止，声怕被人置疑他
对艺术的尊重。这店主，不光不赶，还小心地不时问是否需要茶水。临走，还特意选上好茶赠之。一
来二去成了朋友，黄老邀请店主来家做客。这个意大利人起初以为是中餐馆，后来才知是去中国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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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惶恐地不得了。看到一桌子湖南菜，更是小心翼翼尝了两口，之后才敢放心地大快朵颐。饭毕，电
告老婆，人很安全饭很好吃，要回请。这则小故事写的颇有中国人常说的人情味，也让翡冷翠瞬间温
柔起来。那个大理石雕塑让人迷醉的国度，不仅充满质感，也的确名副其实的旖旎浪漫。至于在达芬
奇故居的小奇遇，处处可见老头的处世的幽默。他崇拜达芬奇，因爱生怖，画他的故居自然又小心又
兴奋。画到一半，不禁多添几笔，弄的色彩异常缤纷。可是一转念，便想到中国那些被整的光鲜异常
的名人故居，立马觉得又羞又愧，回头就把画恢复清净了。这老头，骂人不带脏字，为人一定是谨慎
又中庸，不负人的好脾性倒像沈从文。喝着水中花，看着翡冷翠，间或假寐一下。时光都慢下来，像
平躺在你手上的沙，不漏不流走。书中有一幅画叫《快乐的王子号》，画的是一个退休的车，主人仍
让它美美地停靠在山林间。画真的很是可爱，看的时候心中充满爱与慈悲。可惜，遍寻不着。你们若
想看，就去这本书里边找吧，它一定还美美地停在那。
5、今儿个看了这本书，画家黄永玉的《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虽然06年再了版，还附赠黄永玉的藏
书票一枚，还是收了99年的初版。标价是一样的，但是我想8年前的38块一定比现在的38块值钱= =印
刷可能更好些。结果还是有些令我失望。先不说那美术书般的封底，最让我忍无可忍是是那扁胖状的
字体！多睿智的文章被它压榨成毫无情趣可言的扁平状？我真想灭了那排版的。。当年董桥那套自选
集就是因为印成了扁胖状所以我虽然买来看但是没有保留它。 所以这本，我亦决定卖掉！ 对三联出
版社的愚钝行为发泄完毕。再来谈这本书的内容，是挺好的。。最早读他老人家的作品是在新民晚报
，也就是99年出这本书的时候，整版的介绍：插图，选文。当时读了就觉得很有才情，佩服得五体投
地。后来考进大学才买了他的第一本书〈艺术随笔〉，（这时间可隔得够久的）内有他出过的几本集
子的选文，其中《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便有那么十几来篇。 他的画我不懂鉴赏。文章确是写得不错
的。常有些哲理的短句隐于其中：“读这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那就太浪费了！”“
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趣两种
。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 书主要是写他在意大利
写生的见闻，一般没在国外呆过几年的人，是不敢出书枉谈的。不过情况到了黄永玉这里就不一样了
，半年有半年的写法，读来并无显摆之气，倒像听老朋友说故事，“房东路易奇先生捏着一张报纸踉
跄而兴奋地打开来给我看说：这里，这里，你看，这是你！你看！这是你！⋯⋯快打电话告诉他们你
是谁，告诉他们，你住在我这儿。⋯⋯我是这个报纸的退休工人⋯⋯哈哈！快告诉他们，打电话⋯⋯
”  报纸上是这样说的： “艺术家的勇气——持续几个钟头地坐于巴第亚桥和法安提那街交界的交通
繁忙的路口是需要勇气的。这位画家带着东方人特有的耐心，全然不顾擦身而过的车辆。日复一日地
，从巴第亚桥望上去的菲埃索里山的景致，便显现在画面上了。” 吓，过奖了！（黄永玉语云） 老
头子是文革过来的人，句子里见不到那些酸文人的苦兮兮，却时不时透出李柯克式的革命幽默感：“
这一批随手携带的行头。少说也有20公斤，重虽重，比起当年劳改农场自背行李的奴役架势，却是轻
巧多了。我神圣而虔诚地追忆有解放军监督的3年奴役给我打下的基本功，使我在67岁的芳龄期间，在
我们心中最红的红太阳伟大光芒照耀下，或是零度的寒风中还能从容自若地表现那人类和亲切的朋友
们一律称之为美好的那点东西。哎！人们常为自己的某种自以为快乐的东西而历经煎熬。背负着这些
东西的时候，我想起了唐三藏。” 意大利人对艺术的尊重给他描写地很细小，却很深动；“大汽车一
边洒水，一边扫地绕圈，每次经过我的范围，都把洒水的龙头停下来，给我留下一小块深情的干地。
彼此都没有打招呼。” 黄永玉的结尾算是文人中颇有特色的。三言两语，却饱含深意：“占美从香港
打电话来，问画画进度如何？我还在生自己的气，恨不得一口把电话嚼了。太艰难了！艰难？他说
：67岁还觉得艰难？那我恭喜你了！⋯⋯”写拉斐尔的那篇结尾也很有趣：“佩卢基若（狗名）跟我
们来到香港，今年快满7周岁了。它奇迹似地懂得欣赏我订在墙上刚完成的画，左看看，右看看，然
后总是摇摇头，失望地走出画室。眼光太高了，我不该给它取个拉斐尔老师的名字。 如此可爱的段子
还有很多。最后那篇有一副小画，当年文革时期，他们家的房子被没收了，只留下一小间，于是他画
了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窗口舒展心胸，或许生活就如文末所写：以我们几十年光阴换回满满
行囊的故事。只要活着，故事还不会完；窗口虽美，却永远总是一种过度⋯⋯眼前，我们有一长列窗
口，长到一口气走不完。它白天夜晚都很美，仍然像过去如梦般地真实可靠⋯⋯明天的窗口，谁知道
呢。 
6、在饭桌上看到这本小册子，翻开一看，图多字少，便翻看下去，乐的轻松。看下去才发现，其中
满满的都是幽默风趣，妙语横生，有趣之处，一个人也不禁捧书大笑。看一个有趣的老头，带着画架
，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穿行于街道与广场，讲故事，讲名人，讲朋友，讲风土。而那些有趣，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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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单纯的有趣，是一个人生经历崎岖丰富，却仍能满载风趣与幽默——或者说正是经历了这些起起
伏伏所培养出的风趣与幽默，讲述着过去与现在。其中的乐趣又载负了多少岁月的辛酸。不过人生至
此，又有何求？真是适合在这个狂风阴雨的天气读完的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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