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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文学奖是我国文学界一项重要的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1986年首次评奖，
后每五年为一届，在文学界和广大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人民文学奖评奖对象为人文版创作文学图书
，以长篇小说为主，兼有长篇纪实文学、诗集和散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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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关于韩无极及无极画的历史资料——民间戏曲脚本中的断章残页，蛛丝马迹
附录二：韩无极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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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真正的生不逢时，怀才不遇莫过于韩此君了。有绘画的天才，却不能得到赏识；有凄婉美丽的爱
情，却不能相守。为什么，这样的人总有悲伤的结局呢？只因为他太过执着于艺术，太不懈于混迹凡
间俗事么？身在俗世，不得不俗，韩此君却是做不到的了。
2、画，画画
3、水墨界，丹青引
4、书画家，我宁愿自己没有天赋
5、1997之三

6、一年前看的了，最后一章，大火烧尽了韩此君的画展，本以为从此故事有一个好结局，却不想从
前没有人给机会展示才华，过得贫困和并和自己不爱的人结婚，好不容易机会来临以为可以名扬天下
却失去了生命，着实可惜。
7、就不能当画家
8、只记得很好看  川大图书馆看的
9、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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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部小说开始读的时候没觉得有多好，觉得叙事风格比较舒缓，也没有曲折的情节，故事结构也
一般，甚至有些人物的语言不太贴切，似乎不符合人物的身份。但看到最后几章却感到很震撼人心。
故事中没真正出场的人物是魏了峰，是政治上的得势者，无极画派的传人陈老鹤、韩此君都是被此人
所害，似乎这个人是反派了。陈老鹤的女儿陈良渚为了韩此君一生未嫁，似乎很正面。但到了最后，
却发现这些人似乎都不那么高大上。陈老鹤为了在画展上突出自己地位，害怕韩此君抢他风头，就让
陈良渚把此君的高水平画作撤下来，换成水平一般的作品。而陈良渚也照办了。故事最后还揭露出陈
老鹤当年为了成为无极画传人，入赘韩家，却又与同门师姐妹以及家中女佣乱搞，最后他老婆疯了。
韩此君一直是受压迫的角色，但最后为了办个人画展，与陈老鹤一争高下，不惜让自己的老婆花木莲
牺牲色相，找小蓬莱画室的老板借钱。花木莲贪慕虚荣，虽然为了丈夫作了很多牺牲，但在韩此君为
了保护自己的画而葬身火海之后，却把他的画全部卖掉。所有的人似乎都不是坏人，但好人在按照自
己的意图行好事的过程中，却又伤害了所有人。在艺术这片应该最超越于利益的领域里，处处埋藏杀
机，到处是勾心斗角，使绊子下套，这或许是源于人性的最深层的东西，这也就是这部小说深刻的地
方。
2、读丹青引 感觉是很类似的 就像读 穆斯林的葬礼 人生所有的悲欢离合 情情爱爱 生离死别 都寄托在
一尺素笔 一方淡玉上 人们分分合合的悲喜与苦乐 也只不过是历史的车轮下碾过的小水塘里的一滴泪 
见证感情的也只是画笔下掠过空气的一幅丹青 所有的勾心斗角 尔虞我诈 生离死别 也在尘埃落定之后 
只能在记忆里找一找归宿 
3、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大人物有大人物的卑鄙，小人物有小人物的无耻。“名流”、“才子
”之下，隐藏的尽是卑鄙、龌龊、嫉妒、虚伪。亲情、友情、爱情在这里被碾得粉碎。鲁迅说，悲剧
就是把所有美好的东西都毁灭掉。悲剧是一门艺术，毁灭也是一门艺术。美好的，丑恶的，统统都毁
灭，这该是怎样的一种极致？丹青如此多娇，引无数能人贤士竟汗颜！陈亭北——一心要在丹青造诣
上自成一派，却不得不倚靠无极画传人的身份；不满高徒韩此君，又暗地里嫉妒其画功。一生游离在
四个女人之间。晚年时来运转，意外却一桩连着一桩，三次中风后性命垂危。陈良渚——陈亭北与韩
无极九代嫡孙女韩素馨之女。虽得父母画功真传，却一辈子活在破裂的家庭中，又因父亲反对未能嫁
与韩此君；处处为韩着想，却只换得敬畏和怨恨，还要不时在父亲与韩此君之间二选一。韩此君——
怀才不遇的落魄画家，儿子是个“憨个儿”，女儿进劳改所，想要心高气傲却又无力摆脱俗世杂务和
功名利禄，在牺牲老婆色相换来个人画展之后，被一把火将自己连同画作全部烧毁。马青城——一生
斡旋于美协的各种纷争和勾心斗角之间，练就一身八面玲珑的本领。不敢要求也要求不到心爱的女人
，而助自己平步青云的结发妻子则因怠误医治时间最终撒手西归。安子巽——花言巧语骗得不少女人
的芳心，江郎才尽处，只千方百计偷骗他人创意，疑心未解时，一把火烧个干净。⋯⋯  ⋯⋯读罢一
本《丹青引》，听罢一曲《丹青泪》。俗世中的人儿啊，到底逃不过、躲不过名、利、情三字。为情
者，苦；为名为利者，悲。世世代代，你你我我他他，形形色色，周而复始。无极处，哪里有个尽头
？作者大概也想过，只是寻不出一个既符合现实又适应理想的，于是选择毁灭。疯的，病的，死的，
出家的，还有没完没了的。或许，感慨一番；或许，唏嘘一声。到头来，其实是，心里空荡荡的。被
毁灭的太多，冷笑也好，苦笑也罢，笑容到底都要注定僵化。而后，面前渐渐竖起一面镜子，悲剧中
的人物一个个地扑过来，像影子那样虚幻，又像另一个自己那样真实。人，大致上都是一个样，到底
不过俗物一个。艺术、头衔、名声、美丽、财富⋯⋯都是一个个既坚硬又脆弱的外壳，轻易地把人包
裹得严严实实，又轻易地将人摔个粉身碎骨。当年如日中天的陈亭北遇上一个错误的时代，下放到令
舞镇，从此深居“鹤窠”，潜心作画，这没错吧？在老对手魏了峰意外身亡之后，领导和媒体都把注
视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他想一吐多年怨气，这没错吧？他知道展会上韩此君的《城春草木深》必将盖
过自己的《红粉君子图》，于是将其换下，这又错了吗？这时候，作者开始交代一些“历史”。原来
这陈亭北，早年为得无极画真传才与韩素馨结为夫妻，却又放不下如花似玉才华横溢的师妹沈墨梅，
并生有一女。这是不是错了呢？后沈墨梅漂洋过海，陈亭北又与佣人杨嫂纠缠不清，韩素馨成了人不
人鬼不鬼的疯子。这又是陈亭北的错吗？再看看韩此君，也是错误的时代的错误。他爱不到心爱的辛
小苦，与有点泼辣的肯吃苦的花木莲结婚，只是对辛小苦有些思念，偶尔到琅轩山讨论画画的事，这
样没错吧？他希望一家人能住进大一点的房子，他拿了一些画作在瞿老板的“小蓬莱”出售，忍着老
板娘的一些讥讽，这不会是错吧？他拒绝不了也不可能拒绝“师姐”陈良渚的帮助，感激却慢慢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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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当然，甚至还有怨恨，这难道错吗？他希望摆脱老师和师姐、韩毓林、马青城、辛小苦，他要证
明自己的实力，所以他要办画展，可是他没钱，于是他央求花木莲“说动”瞿老板，这好像也没错吧
？毁灭从来就不会按部就班，它需要制造一种突如其来的跌宕起伏的爆破的艺术快感。当毁灭这种艺
术渗进到小说里的时候，一切看似理所当然，实际上却是危机四伏。这就好比一只青蛙一头扎进沸腾
的开水，它会猛地一跃而起，从而幸免一死。但倘若将其置于冷水中，然后慢慢加热，等到水开了，
青蛙也就死了。愚以为，青蛙最可悲的在于它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反观于人，不也如此吗
？为名为利也为情，义无反顾一头扎进去，不管是扶摇直上的，还是步步为营的，抑或是郁郁不得志
的，都已是免不了缠身的俗务了。“某某风云了这么多年了，现在也该轮到我了吧。”“我不过是想
出人头地，好让老婆孩子吃顿好的，住点好的。”⋯⋯这些话，说给谁听的呢？自己是不用的了，因
为只要说出口，早已注定了欲罢不能。艺术是经不起任何玷污的，这群所谓的丹青好手，既然逃不过
躲不过名利场，那么注定了只能为他们的艺术献身——毁灭。
4、无论韩此君是自杀或他杀都不重要，这个书生最后的开窍还是和现实格格不入，最终导向精神的
崩溃或者斗志的丧失都是以开始就埋下的结局。想来人有才固然重要，但也得和现实接轨。终日避世
，幻想能构建另一个世界，但结局是如何呢？终究人逃不了现实，所谓的理想国度那是另外一个俗世
，倒不如好好打典当下，多少妥协点。只是心里的准绳拉紧点，别到头来失去自我。据王小鹰讲，这
是她第一次写完全虚构的作品。多少有些和现实脱节的嫌疑。人会为权利斗争到那种程度吗？我虽怀
疑但因生活阅历有限终究无法定夺。只是隐隐感到不妥。大概几年后再回头看能够给自己一个结论吧
。又想到《长街行》，因为在上海生活多少接触了些上海人，觉得把上海人的精明和内心的善良都抓
到位了，倒感觉比此书更生动、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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