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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明美术随笔》

内容概要

《熊秉明美术随笔》收录关于熊秉明的美术随笔数十篇，用他独特的文字来为你解说一个艺术的世界
。宗璞这样说熊秉明：许多书的归宿是废纸堆，略一浏览，便可弃去；部分书的归宿是书柜，其中知
识，可以取用；有些书的归宿则在读者的灵魂中。熊秉明的书便是如此。印在那里，化在那里，亮在
那里。在人生的行程中，若想活得明白些，活得美些，都应读一读熊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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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秉明（1922-2002），云南人，生天南京，父亲系著名数学家熊庆来。
1944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一年后转入巴黎艺术学院学习雕塑。旅法
期间的艺术创作，以雕刻为主，但对绘画、书法、文学也有涉猎。曾以一系列动物主题的铁焊作品及
石膏水牛题材作品闻名。
1962年起执教于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曾任中文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同时从事书法实践与教
学研究。
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
1989年退休。
著有《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关于罗丹——日记择抄》、《展览会的观念》、《回归的雕塑》、《
看蒙娜丽莎看》、《张旭与狂草》（法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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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里尔克的《罗丹》《艾玛神父》《加莱市民》宗教和艺术法兰西大教堂法兰西性格法兰西的乡野罗丹
的美学诗人和雕刻家《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和大卫塑泥和生命罗丹和布尔代勒维纳斯和夏娃肉体
兽体希腊雕刻罗丹和邓肯迦蜜儿·克劳岱尔克劳岱的《罗丹像》人体的诗篇《纳齐思和戈德蒙》希腊
雕刻家少女回去罗丹的性格梁代墓兽看蒙娜丽莎看佛像和我们黑人艺术和我们从米格朗基罗到罗丹一
个头像的分量陌生的罗丹达利的两张画认识毕迦索谈雕刻论三联句——关于余光中的《莲的联想》论
一首朦胧诗——顾城《远和近》为冠中画作序惨淡蟠穹苍——黄苗子书法的欣赏潘天寿的艺术书法和
中国文化书与人父亲之风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所认识的王道乾巡回展之后我们的1999年关于鲁迅纪念
像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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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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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在北岛的书里看到了对作者的介绍，很高深强大的一位老者。期待。。。
2、老师推荐的书，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有独特的分析能力，围绕着罗丹雕塑展开的论述，学雕塑
的人必看书。
3、熊秉明先生对美术、文学、书法等领域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很是能启发人。读先生的文字—
—优美而质朴、流丽典雅而实诚，获益良多。

4、除了早年的罗丹笔记，写非洲面具的也不错。以及王道乾。
5、书不错，谢谢！第一次接触毛边书，以为是装订坏了。长知识了！
6、一杯无色透明的烈酒
7、熊秉明先生是我尊崇的一位先生，他将东方的感性美学和西方的逻辑哲学交融。故，读他的书便
如重拳击订，叫人豁然开朗。
8、老师推荐,值得一读.
9、重读，好文章值得细细品味！无论介绍罗丹或其他画作、艺术感悟、朦胧诗、分析，还是回忆亲
友，都是好文！
10、啊~什么时候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就好了~恐怕一辈子都写不出吧~嗯

11、很喜欢，不是言之无物的书
12、公司老板让多买些这本书，说很好的一本书，逢人便送。但是我没看过
13、学艺术，不但就是会涂抹几笔，那是幼儿园的技能；会涂抹几笔又能够说句有意思的话来，那是
小学的水平；会涂抹几笔但又怀疑几笔有没有意思，那是中学的素质；会涂抹几笔但反叛几笔的意义
，那是大学的涵养。读熊教授行文，艺术不单单仅一项涂抹的匠活，而是一种穿透心灵的信仰。山高
人为峰，很自然，望登峰之路有感！！
14、我知道熊秉明先生是在中国现代文学馆。2001年春天，刚一进院儿，就看见那里赫然立着一尊铁
质的鲁迅先生雕塑头像，手法极简约，简到了不能再简，一只眉毛一只眼睛一个鼻子和一把胡子，但
是像极了鲁迅先生。我被震惊在那里，感动慢慢向我袭来，我不知如何是好，一直到我看了雕塑的作
者写的书：《熊秉明美术随笔》。一九三六年，熊秉明十四岁，在北京燕大附中读初中三年级，十月
的一天，国文老师走上讲台说了一句“鲁迅先生逝世了”，课堂的空气立即凝结为沉重的静默。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先生为他们讲授了《野草》和《题词》，《祥林嫂》、《孔乙己》和《药》。陡然间
，他好像成长了一大截。中国现代文学馆迁址芍药居盖新馆时，要做十几尊作家雕像，馆长舒乙先生
决定鲁迅像由熊秉明先生来做。鲁迅像是熊秉明先生艺术上的巅峰之作。熊秉明（1922-2002），云南
人，父亲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一九四七年熊秉明留学法国，第一年学哲学，第二年改学艺术，主攻
雕塑。一九六二年起执教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一九八三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在西
方滞留时间长达五十余年。《熊秉明美术随笔》，用极好的文笔讲述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你说得清书
法是什么吗？《随笔》说，书法是我们民族特有的艺术，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我们总是有书写的
欲求，它是我们最后的寄托，也是我们自我认识的镜子。杨振宁先生是熊秉明先生的发小儿，他看鲁
迅雕像，围着作品转了十五分钟，思索良久之后，他突然说：我感到惊心动魄。我在当当网上一共买
了四本《熊秉明美术随笔》，我自己的那本已经写满了我的感觉，其他的推荐给朋友，友人问是不是
非得看这书，我说：“非得看。”
15、在书店看的。有时间全看完
16、谈雕塑的多
17、窃以为熊秉明的美术随笔是写得要比陈丹青工整
18、是本内容和文笔都很不错的书。对喜欢艺术的人来说，是打开理解与欣赏的大门的钥匙，不容错
过。笔触也非常干净简单，这种感觉很好。
19、优雅而精致 深刻而从容 
20、哲学的文学，赴与返的循环。
21、这么好的书没人读,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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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后面越看越好看的书，不错。
23、好喜欢随笔这种形式，读着好舒服，最近终于读些让人轻松的书了～
24、这是吴冠中那一代的人，作人做事有那一代人的认真。许多心得来自于自身实践，值得搞艺术的
人看看。
25、了解大师的经历和思维方式，受益匪浅
26、对于我一个外行看，觉得精彩
27、在《有情》上看到的，熊秉明先生，第一篇写得真好。
28、作为艺术散文，熊先生自成一格，可谓大家。
29、写得可真好
30、印太差了，还人民文学出版社呢 ，悔死我了，多好的一本书啊！印成那样！
31、推荐这么几篇：看蒙娜丽莎看、认识毕迦索、论一首朦胧诗——顾城《远和近》、人与书、人品
与书品。后两篇我读了好几遍。
32、雕塑。。作为非专业者，只能浏览。但同时他研究哲学，这个我很欣赏
33、内容比较少，灵光闪现，可做休闲读。
34、书法的外在修养书。
35、一位有深度有广度的朋友推荐的读物，应该很不错。
36、写罗丹的部分很值得一读
37、大二吧
38、熊秉明集哲学、文学、绘画、雕塑、书法之修养于一身，旅居法国50年，无论对人生哲学的体悟
还是对艺术创作的实践，都贯穿东西，融合了中国的人文精神。
39、于平淡文字之间可见先生对东西方文化的解读，比如《黑人艺术》一文中对文化差异的阐述可谓
透彻，先生的文字充满激情而不乏理性，随手拈来而遍撒智慧，对余光中三联句的评论可见先生的传
统功底，名之为“美术随笔”关于雕塑的文字是最多的，这其中也最见先生的艺术观念，一路读来可
谓心情大好，拍案叫绝，美中不足是插图质量很差，也和纸张有关系，如果插图部分采用铜版纸，效
果会更好。已经在寻觅熊先生的其他作品，可惜很难找~~卓越能搜罗到吗？期待⋯⋯
40、熊秉明大师的书 百读不厌
41、会画画的人，琴棋书画都好
42、看了《陈从周园林随笔》得知有这样一本书，特意买来翻阅。文章大多是个人的艺术感受和观点
，有独到之处，文笔不及陈从周优美，整体感觉比较理性。作者的功力比较深厚，需要多读几遍来慢
慢消化。
43、美术文章无甚可观，散漫浮浅，唯有一篇谈书法的，隐约可见中古书法理论与宋明理学间的关联
，有点启发性；几篇回忆文章颇为沧桑，尚值一读。
44、艺术家特有的色彩感、造型感，使他的文章别具奇异的明澈与棱角
45、真的是随笔来着...如果不是对熊老感兴趣可以不读哇。
46、还好，挺好的一本书，很喜欢作者
47、作者文字功底深厚，对艺术酷爱，对事物有独到的见解，大家风范！
48、　 熊秉明！仅一篇文章就把我彻底征服！2009年夏天的阅读带来的震撼至今难忘。当年整个假期
都在读他的书，敬佩之余，全是羞愧！别把自己的肤浅当作单纯，别把自己的不学无术当作淡泊名利
，别把自己的虚度时光，当作潇洒超脱！两个月，沉浸在他所带来的博大纯净的艺术空间中，人生还
有比这更大的幸福吗？然而假期结束，生活依然毫无改变，照旧肤浅，照旧不学无术，照旧虚度光阴
⋯⋯大师无法改变一个天性懒惰散漫的人，但是他所留下的印痕是无法磨灭的⋯⋯   
　　庆幸在浮躁的随波逐流的快节奏生活中能拥有一个假期！不工作，也能不带孩子，不干家务，完
全投入到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去。要感谢的人很多，最重要的当然是最初坚定我做教师决心的人，
还有如今身边如此宽容的人。并不是非到假期才能读书，可是当一个人忙于工作，忙于应付教研，论
文，作业设计，忙于家务，忙于讨好别人的时候，他能读什么书呢？任何一个抱着“我要评职称”“
我要变得更聪明”“我要快速成功”“我要致富”诸如此类野心的读书者是痛苦的。阅读除了使他更
焦虑之外，还能带给他什么？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需要一个长长的假期，这段没有任何压力的
不需为生计考虑，甚至可以放下任何社会角色的美好时光，能使一个人在继续上路时候多一点点活力
和生气。自从离开大学校园，我看到的人，愁眉苦脸牢骚满腹的居多，所以偶尔碰上一个快快乐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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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想方设法与之结为朋友，给自己也沾一点喜气。这种想法实在天真，我依然愁眉苦脸，牢骚满
腹——除了长长的假期。阅读把我从生活的急流中捞起，晾在岸上晒晒阳光。当然不一定是阅读熊秉
明，这个集哲学、文学、绘画、雕塑、书法之修养于一身的大师仅仅是那时代的精彩之一而已。我在
枕边放了厚厚一叠书，“许多书的归宿是废纸堆，略一浏览，便可弃去”，一般说来很多人推荐的畅
销书便属此类，教案集论文集更是如此。“部分书的归宿是书柜,其中知识,可以取用”，这类书一般
不会出现在我的枕边，我实在不是个好学者！而“有些书的归宿则在读者的灵魂中”，没错，熊秉明
的书就是如此。而同样是国学大师，张中行的书和季羡林的书放在一起阅读，一天后，后者的书我只
能放入书柜，前者的书却总在身边。王小波，思想者的魅力无穷，散文和小说一样精彩，你开怀大笑
，而笑过之后却是悲天悯人的情怀。《读库》的发行量有多少了？我读它不过一年而已，有趣有料，
确实如此，但仅仅如此吗？其中滋味，只有幸福的读者知道。蒋勋的书其实很适合青少年读，或者说
，一个人在少年时代接触到这样的书，会成长得更好。可是我又没有那个勇气推荐给我的学生。我这
个只敢推荐曹文轩的中学教师！但到了我女儿可以阅读的年龄，我的书柜一定对她完全开放，能接触
到各种思想（有道理且奇特）的人是幸福的。而我，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在每一个假期！
49、虽然还没读，但通翻了一遍，感觉是我所喜欢的那类！大爱
50、因为熊对黑人鼓点的评论而买了这本书，可是整本书有种我不喜欢的气质。没看完。
51、期待他的 文集啊~~~还有杨义的文集  卓越都灭 ····书质量比我上次买的李泽厚的《美学三
书》好  后者纸质薄，透页 还有撕损···捏些经典好书 都不该的
52、不可尽信，但可参考。
53、已经读了一半 了，写的还可以，篇幅有些短。
54、如果在每篇文章后面，配上所谈到内容的作品照片就更完美了。
55、世间跨度较大，有些思想确实是不太符合现在的观点，但还是挺有参考价值的。
56、语言，文字，绘画，雕塑，摄影，音乐⋯⋯异曲同工，无非是表达内心的方式和窗口。但善于用
语言文字表达的人，和本善于用雕塑表达的人突然用语言文字来表达时，果然还是截然不同的。习惯
了用三维去倾诉的放在二维里也是相当出彩的。还有，无论善于用那种方式呈现回归到语言文字上也
真不会差。
57、名家作品，可信。
58、中间讲看‘黑人艺术’的一篇很精彩。
59、可以看看，他们那拨人中像熊先生的学问和见解已经算不错的了（其实也不算多好！）；文笔也
还行，最不能令人信服的是其在艺术上没有可叹的成就（让我凭什么说你好！）；但比之聒噪的吴冠
中可强了不知有多少（愚笨的很），显得人品好，说实话这点给您增色了。
60、吴冠中多次提到此人，今略读，感觉是个人物
61、没想到熊秉明老师是数学家熊庆来的儿子，非常棒的随笔~~
62、别的没啥，就是折损的地方有点多了，看着不是很舒服
63、对于一个不是美术专业，也无太多美术兴趣的人，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捧着书读到深夜十二
点，书的妙处就不言自明了吧。
64、慢慢读，慢慢品，不会失望。
65、本书很实用，给老师带的~老师说不错！
66、2012年暑假
67、2013/5
68、儿子看一遍，喜欢。我的还没来得及看
69、记得上海文汇出版社出过熊秉明的文集，可惜没有买到，现在已经脱销了．真希望重印．凡是熊
秉明的书，都喜欢．
70、科学家家庭、哲学系出身、上过战场的艺术家，不错。
71、尊敬熊老。受益匪浅！文化底蕴深厚！值得收藏。
72、2011-04-03;翻了一遍，兴趣不大。
73、每次坐火车出差，我总是会带上一两本书慢慢看。不知不觉间，一本书就陪我度过了漫长的旅途
。也许是因为火车有节奏的摆动强化了阅读的效果，每次这样的火车阅读总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最近一次的深刻感受来自于《熊秉明美术随笔》带给我的想象空间。作为雕塑家的熊秉明并不为我
所了解，我对他的最初印象来自于他的一本《关于罗丹--日记抄译》。那种非常放松平和的文字带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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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受经过了10余年依然难忘。后来这本书被一位画家朋友借走了,从此不见了踪迹。我想对他来说
可能更有意义,也就不去追要了。后来了解到熊秉明先生曾在国内组织过一次书法讲习班，并出过一本
《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一直想寻来一读，可是遍寻无果，心中耿耿。所以拿到这本《熊秉明美术随
美》时，心中竟然涌起难得的兴奋。此书的一部分其实是熊秉明先生的学习笔记。大多完成于上世纪
四五十年代，正是他20多岁赴法国巴黎艺术学院学习雕塑期间。他对罗丹雕塑的沉迷与喜爱在这些文
字中表现的淋漓尽致。青春吗，本就是适于狂热与崇拜的。但是我却看到在这些只言片语的文字中一
个热爱艺术者的理性思考与自我梳理。他的艺术学习可以说是从罗丹这个点进去，延及诗人里尔克、
罗丹情人克劳岱尔，再延及达芬奇、毕加索及西方美术。有属于自己独立的学习模式。这一点是最难
得的。今天我们的学习往往是浅尝辄止却又急于发表意见，缺少的恰恰是这种一点一滴的积累。此书
的另一部分是他写的评价文章。既有对于吴冠中、黄苗子、潘天寿等的评价，也有对于世间至情的感
怀文字，更让我惊奇的是竟然有对余光中和顾城诗歌的专业评论文章。评论文章《为冠中画作序》让
我眼前一亮。如今的评论文字大多偏僻枯涩，语焉不详，让人味同嚼蜡。而熊秉明先生此文，却如同
一篇美文，写人写画写情写意，读起来轻松闲逸，却又处处寓意。我不妨摘录几句：&quot;门前的东
西新鲜活泼起来，而远方的事物渐染了难说的甘冽和亲切。&quot;&quot;看了他的画，留在记忆里的
是一片抒情的家园的赞歌。这家园是江南，是江南以南、江南以北，江南以东，江南以西。他有鱼戏
水中的快乐，使人羡慕。&quot;&quot;后来，他的发展愈趋向色彩的明丽，笔与墨的律动。实物渐渐
隐退到第二位，江南的影子也淡了，而造型的原则突出为首位。&quot;&quot;总之是笔毫一旦接触纸
面，便恋住，依依不去，因为纸面即是故土的地面，惹起牵肠挂肚的乡思，苦苦的东寻西找，山长水
迢的迈行。&quot;&quot;有一生画幸福的画家，如马蒂斯。我以为冠中是画幸福的画家，并且，我相
信，他是幸福的。&quot;我想这样的文字之所以感人，是因为有情有意在里面，而不是刻板的解剖或
阐述。这难道不是艺术批评所需要的吗？而更让我浮想联翩的是熊秉明这一代老艺术家身上所具有的
迷人的综合素养。与他同时代的比如吴冠中、朱德群、张仃、黄苗子、范曾等艺术家，都是能文能舞
，不但画艺高超，其诗文音乐等诸方面素养都是现代很多所谓名家所不能望其向背的。艺术的最高境
界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个艺术家的综合素养上，仅仅靠技术只能炫耀于一时，这对今天的画坛不能不说
是个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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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明美术随笔》

精彩书评

1、迦蜜儿，这个美丽的女人，她的艺术根植于生活，而生活根植于爱，当爱被拒绝，她的整个存在
，也就从基石上被震荡了。 天赋的美质，无论是美貌／智慧／才华，如果不能受孕发育，就要结成坚
硬的病块，变成癌肿溃疡。 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境地，为一个不对等的人燃烧，最后换回来只有自
己的灰烬
2、首先，我的观点是对于大师的观点是要尽量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因为是大师，所以要担得起这么
精挑细磨；对于后起之秀的作品，要尽量品味，因为可能还不成熟，所以细品可以避免肤浅的随手掠
过。熊秉明美术随笔这本书前半部分我有细读，后半部分是待到有空再要细读，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他
对于罗丹的热爱，以及对于雕塑中浪漫主义因素以及写实主义（更可称为现代主义）的对比以及对后
者的推崇，而是一件耐人寻味的细节让我爱上了这本书----他对于达利的态度。他说到达利，是开始
的时候有所怀疑和不喜，但是看到达利的一部作品，在觉得惊世骇俗之余不乏欣赏和反思。我欣赏他
的这种开放态度，不因达利的大师声名牵强附会不敢评说，更难得的是，在艺术领域不因一己对于达
利的态度而一味否定。初看达利画展的时候，加之之前对于他作品的了解，也颇有对于他声名在外但
名不副实的一点怀疑，但是不能否定他的开拓精神以及极端个性背后的一丝天才般的创作光辉。喜与
不喜，只是态度，但说到艺术，则没有太多情绪化的态度为好。说到罗丹，熊先生很是激赏，我亦于
他的文字解读中读到罗丹与米开朗基罗之间对于雕塑的传承态度，读到开现代艺术先河的大师人生和
艺术创作中交融的点点滴滴，至于其中提到的佛像的欣赏艺术，则更让我感到一份可以兼容并包各种
艺术形式的平和旷达态度以及融贯中西的先锋姿态。也许他的文笔只是平平淡淡，无极端之语，无取
宠之势，但就是这样，我知道，这样的文字来自于---沉淀
3、翻开书，前11页都是黑白的照片，仔细一一端详过：第一张他在母亲怀里，眉眼竟那样像，有些狭
长；少年时与父亲的合照；身着学士袍的毕业照，目光炯炯的青年，初到巴黎和一个异国高挑女郎大
步流星地走在街上；然后一跃，满幅的人像，头发寥寥，眼镜后凝住的眼，眉毛更加温厚的舒展，两
颊上深深的刻纹；然后是和眉眼嘴角都同样舒展的胖太太一起，在古堡前，在作品前，在好友身边的
合影，还有一张探着身子，取了眼镜，笑滋滋地看别人的作品；一幅他雕的母亲像；最后，戛然而止
，是鲜花和墓碑。我不认识他，我只读过一篇他的文章，我挺喜欢，知道他是雕塑家，其他的，我们
毫无交集。可是，陌生人，我好难过。一生，原来可以这样简练地缩略成几个定格的画面，漫长的一
路悲欢原来可以这样一笔带过，一切最终只是安静的一方墓，然后是长久的一片荒。不管此刻的快乐
和烦恼是如何切肤的真实，终将归于尘土归于寂静。陌生人，我想因此而爱你了，因为你所经历的我
也将经历，而我们对此都这样的无能为力。
4、这本书的构造很奇怪。前面一半的小短文写的非常精彩看着就觉得熊老一定是一个很可爱的小老
头十分真实纯粹但是后面一开始讲理论文笔就突然被抽空了个人有点可惜啊理论是理论，文笔为什么
全不要了？但是仅仅对于前一半的精彩我认为也就足够我买这本书了后来我还找来了里面提到的里尔
克的《罗丹论》看但还是更喜欢熊老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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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秉明美术随笔》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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