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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传》

前言

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文人，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知名
画家交往，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往当然
是非功利性的。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之间也
能说说真话。由此，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资格、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写
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代大家。传记贵在真实和有文采，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如同司
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统那般。郑先生循着这条路，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他熟识的前辈
画家——林风眠、谢稚柳、唐云、陈佩秋等一一道来。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于是他又深入
故纸堆里，在图书馆、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料。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
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这次，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
文人的加盟，我认为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现在的时代，人们比较的浮躁，空泛地谈论海派概
念，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而沉静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考证、研究的，
又是何其的少。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热爱它、依恋它，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
，闻着白玉兰花开的香气，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最使我们难
忘、引为骄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
，就像我每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梵·高
的艺术馆那样，名人是城市水远的名片。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从政治家到文人，从学者到艺术家
，真是写也写不完。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
本地出版。因为海派文化、海派，最早出处恰恰在于“海上画派”，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因
为海上画派确确实实出了一批大师、大家：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谢稚柳、
吴湖帆、程十发、陆俨少、唐云、沈尹默等等，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梁、关
良、朱屹瞻等等。海上画派仅中国画，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60多人，延续到二十世纪末，大师
、名家就远不止这些了。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海上画派是什么呢？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我认为
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是西洋文化的还魂。宋代南迁，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
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赵孟频起始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初
四王、浙派、皖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西泠八家、华亭画派等等，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最终
都回归江南，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又使西风随商东渐，西
洋文化在上海登陆、浸润、植根，开出了灿烂的新花。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
，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分外妖娆，殊为难得。所以，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都是绚烂多姿的，也
是价值连城的。为有价值的画派、事物、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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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传》

内容概要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国现代画家、书画鉴定家谢稚柳先生的传记，是郑重画家
传记作品中的一种。
作为中国书画传统派的代表人物，谢稚柳先生凭借深湛的国学功
底，跨越明清狭窄的艺术空间，直探晋唐宋元博大精深、宏伟高远之境。
作者与谢稚柳先生相交数十年，对他的生活、艺术和人生追求有着深切
的了解。本书真实地描述了谢稚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敦煌石室到
私家收藏，从国内各文博单位到世界各地的艺术博物馆，对中国历代法
书名画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鉴定，充分地肯定了他的书画艺术和书画
鉴定的成就，赞扬了他为弘扬中国传统艺术不计个人名利得失、无私奉
献的精神。此外，书中还通过谢稚柳与画界名流的交往、谢氏家族的历
史，揭示了中国文化的传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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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传》

章节摘录

谢氏家族中华姓氏探源，谢氏在历史上算不上大姓，也称不上是名门望族。到了西晋的“八王之乱”
，在历史持久的同室操戈中，开启了“五胡乱华”，琅琊临沂王氏与陈郡阳夏谢氏随晋室南渡，中朝
名士为南朝所用，在残山剩水中得到发展。王、谢两家互相扶持与提挈，在乌衣巷聚族而居，代代有
人，朝朝为官，贯穿晋、宋、齐、梁、陈，历时三百年，与南朝相始终，可谓“五朝风流”。麈尾扇
是王、谢家物，已经成豪门华宗的象征。直到三百年后，唐代诗人刘禹锡还不无感慨地吟唱：“朱雀
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谢氏与王氏显然南风不竞，
二者家风也有别，古诗有云：“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谢家所
仕宦的朝廷衰亡了，他们自身也败落了，那种倜傥风流、钟鸣鼎食的气象也烟消云散。谢氏子弟走出
乌衣巷，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他们像蒲公英一样，在空中飘荡了一阵之后，又落在泥土中，在适宜
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其中有一朵飘到当今称之为常州的地方，生育繁衍，成为常州“新出门
户”，有着蒸蒸日上的气象。常州谢氏家族，一门风雅，工诗善文，历代不坠其家学。这一支脉的始
祖谢春堂有三个儿子，梦葭最长，“才气俊迈，于诗尤长”。举秀才，因暴疾突发，死于京师，著有
《剪红轩诗稿》一卷。谢祖芳在《剪红轩诗稿跋》中说：“盖公幼而颖悟，有神童之誉，九岁为文章
，曾大父春堂公见而叹之日：吾家千里驹也。”梦葭的两个弟弟玉阶、香谷，皆受学于梦葭，因家计
困难，兼治商业，但未肯废读，性喜为诗，玉阶有《吉祥止止室诗》一卷，香谷有《运甓小馆吟稿》
一卷。兄弟之间，“每有所得，必相与商榷，一门之内，怡怡相唱酬，至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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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传》

后记

当我为《谢稚柳传》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似乎是走完了一个艰难的旅程，没有写《唐云传》那种潇
洒，没有写《林风眠传》那样凝练。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对传主太熟？是因为传主的材料太多？是
因为想通过传主的家事、朋友及艺事活动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艰难。的确，我
曾想透过谢稚柳现象来描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家庭的遗风在明显地
起着作用，这也是我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点心得。晋室南渡之后，谢氏家庭作为中原衣冠到了江南，乌
衣巷的钟鸣鼎食的气派，只是谢氏子弟生活的一个侧面，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印象，而向往自
然、寄情山水的东山情韵的名士风流，倒成为谢氏子弟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家风。这种遗风从玉岑
、稚柳昆仲上溯四代中，隐约可见。谢稚柳生活在动荡多事的时代，有着欢乐，也有着烦恼，有着畅
达，也有着磨难，但他的内心深处不忘“东山之乐”与“谢公屐”的风雅。对谢稚柳性格中的这种天
然的基因，在传中虽有所表现，但总有力不从心之窘，未显初衷，所以也就不能尽如人意了。在中国
画史上，我以为有三家可以相提并论：元人赵孟頫，明人董其昌，今人谢稚柳，他们在绘画上都是博
古通今，从传统中开创新路，治书画鉴定之学，都是慧眼金睛，沙里淘金，或金里淘沙，辨真伪，别
优劣，常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在中国绘画宝库里，留下各自的光彩。特别是对宋人王晋卿的《烟江
叠嶂图》，或鉴别，或兴咏，或寄以无限的钟情，彼此都是心有灵犀的通感与共鸣。对前人之迹，赵
、董所见还局限楮绢之间，对“丝绸之路”上的千壁丹青，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以此而论，赵、董的
眼力不如谢之开阔。为了对此三家加以比较，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写作伊始立意有“画史三家”专章
论述，在写作的进程中，不知进入一种什么样的怪圈，居然在全传中未有提及。虽想补写，但又终未
能成文。和稚柳先生交往三十余年，我虽不习丹青，但他常为我说诗或论文，彼此情谊在师友之间，
相处甚为笃诚。我曾为他写过画册序言，编过年谱，又断断续续为他写过一些介绍与评述文字，友人
笑我为“写谢稚柳文章专业户”，对于他的闲情逸事也颇有所闻，应该说有条件写出一本较好的传记
来。但在落笔行文时，虽作了极力挣扎，但始终未能逃脱文字的旧辙。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像一个盲目
的挖矿者，以往是东挖一个坑，西掘一个洞，如今要作整体开掘时，即进入难以收拾的窘境。深感前
期的所作不但不是成绩，简直是一种破坏。因之我得出一个结论，要为某人立传，平时应只作积累，
不动笔墨，蓄势待发，方能取得厚积薄发之效果。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意在弥补上述之三不
足，并以此取得知者的谅解。当然，我也有感到值得自慰的地方，我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鉴定家、画家
、书家、诗人谢稚柳，没有送他走上神坛，没有为他涂抹非他所属的光环，而是让他生活在凡界，度
完绚烂与平淡兼而有之的岁月。这也正是他生前希望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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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谢稚柳传》：海派大师传记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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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稚柳传》

精彩短评

1、2012.8.21-2012.8.22
2、图书馆借的，被偷了，只好买一本了。
3、如果拿高阳的《梅丘生死摩耶梦》作为比较，这书实在写得弱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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