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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记》

内容概要

可染先生曾经告诉我，他年幼时总喜欢爬到徐州城的城墙上玩耍。有一天，当他正奔跑、嬉戏时，无
音中看到城墙下的一户院落里，有位老人正在潜心作画。年少的他被老人的专注神情所吸引，就屏息
静气地蹲下来，默默地观瞧。不知过了多久，老人才发现他。老人姓钱，他后来成了可染先生绘画上
的启蒙老师。
我十七岁那年，年近古稀的李可染先生又成为了我艺术上的第一位老师。

Page 2



《学画记》

作者简介

邓伟，清华大学教授。英国皇家摄影学会荣誉高级会士衔。1959年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北京电影
学院摄影系。出版著作《中国文化人影录》、《邓伟世界名人肖像摄影作品集》、《邓伟看世界》、
《邓伟摄影作品选》、《八年》、《邓伟文集》、《中国美术馆藏邓伟捐赠作品集》等十几部。发表
文章两百余万字。在中国、美国、英国等国及联合国举办个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并被英国女
王、美国总统及中外数家国家美术馆、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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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  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师二  我是李可染三  学写毛笔字四  画树的学问五  查字典，读《留侯论》六  云
龙山色七  写字的哲学八  一个人的课堂九  礼物十  听老师讲画十一  师造化十二  用笔、用墨、用色十
三  孺子牛十四  改画十五  我高考，老师头疼十六  一张老师的肖像照片十七  实者慧十八  老师的痛处
十九  我的第一块手表二十  优良传统二十一  第一次发工资，我请老师吃蛋糕二十二  老师走了

Page 4



《学画记》

精彩短评

1、很难得。
2、一日为师，终生为父
3、2008年3月第1版，
2008年3月第1次印刷。
4、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遂不敢忘。
5、这本书啊，真的很像80年代水墨动画《山水情》。
6、三味书屋
7、“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李可染的牛和黄胄的驴”～～原来李可染如此可爱～不光学画学字
学做人，还培养了个淡淡有感的小作家～萌师出高徒吖～～～
8、我不喜欢这种师生间的相处方式，
我觉得压抑
9、喜欢你，大叔！

10、至平至静中存深情。怀念恩师邓先生。
11、作者的文字功底实在不太好，不过里面李可染先生的话说得太好了。
12、文字一般，细节动人
13、大师风范，令人景仰。师生情谊，令人感动。
14、不错的小书，讲作者在李可染老师处的学习过程
15、读这本书，算一种缘分。
16、娓娓道来，闲适雅致一本小书
17、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看的书了，不过还是要慢慢的看，里面既学到了东西又感受到老一辈情怀。
真是一举两得的好书。
18、邓伟
19、【在 @雨枫书馆 翻书145】这本书让我想起不久前看得另外一本书《燃灯者》，都是学生回忆受
教于恩师的事情，感情真挚，温暖感人。只是这本《学画记》略有瑕疵，匆匆看过就发现两处明显的
错字。很久前读邓伟的文字是江西美术出版的《我眼中的世界名人》，虽然拍摄许多名人，但他给我
的感觉是文如其人，人如其文，质朴老实，细腻坚韧。邓伟的许多文字作品都是取材于日记。由此可
见日记的价值。
20、我也是一个老实小孩儿吧。
21、最受用的还是“咫尺有千里之势”。
22、我也是从小就喜欢画画，坚持画画的，可惜了没有名师指点，没有这样的机会从小就在这样的气
氛下被好好培育。尊师重道，好好专研一门学问是很重要的，现在的小孩被电子产品夺走了太多的可
能了~
23、一老一少，有泪有笑
24、师生之间那份宝贵的情谊，在道德丧失殆尽的今天看来尤为珍贵
25、平平实实。
26、李可染先生于邓伟不仅是学画的老师，也是人生的老师，更是亲人。
27、师从李可染大师的学画笔记和故事，虽然语言很平实，但是处处透出大师对画、对字的坚持、认
真态度。
28、学画启迪
29、或许可染老师返璞归真，这本书的风格也是很质朴
30、如果不是文笔太差，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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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记》

精彩书评

1、因为自己也拜老师学过一阵国画，所以对那样的场景有点熟悉。我的老师虽然不是名师,但也是尽
心教我，自己也是勤奋地学的。但是没学多久,因为继续读书，就荒废了。这本书里，作者的描述好象
那些记忆就发生在昨天一样，用深情的笔触侧写了李可染的人格和精神，也流露了作者自己的恭敬勤
奋的态度。很多笔墨看来让我几乎要落泪。尤其是那段《留侯论》：“天下有大勇者，卒染临之而不
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当我自己也处在一些杂事纷扰之中时，这
个学生记忆中的李可染，这段苏轼的名句，让我像在迷茫四顾中等到了一种伟大的精神的回音。
2、李可染推崇的画画技法中有一句“咫尺有千里之势”，是通过方寸画纸之上的局部可得景物全貌
的画法。比如作品《鲁迅故乡绍兴城》，以独特的俯瞰视角不仅展现了绍兴城的大部分面貌，还展现
了穿城而过的河流绵延远出城郭之外，城外树木村落疏疏落落，河汊纵横交织，典型南方水乡景致。
这幅画是在邓伟著《学画记》一书中看到的，邓伟师从李可染，然而并未成为画家，而是成了著名摄
影家。书中讲述了作者跟随李可染学画的经历，有些地方简直就是学画笔记，学习中的技巧、经过真
是巨细靡遗，可作为学画者的教材。水墨画《茂林清暑》中，山间林木葳蕤，有具象的树，也有抽象
的林，浓淡之间有氤氲暑气，山间一亭，二人对坐，似在清谈，又似在对弈，亭子与山路是整幅画中
的留白，画有了灵秀之气。李可染的字也写的非常好，这让我想起央视正在播出的《我们》栏目，画
家、书法家范曾正在大讲中国画和书法之美，做人到范曾这个境界，真的是不简单。范曾写字、画画
、做人都豪放不羁，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让央视最厉害的主持人王利芬都听得入了迷，忘了唇枪舌
剑。想当年她主持《赢在中国》多牛啊！李可染讲“师造化”，意即向大自然学习，范曾也讲可创新
，但决不可违背传统。互联网再好，打开百度什么都知道，关上百度脑子一片空白，我觉得简直就是
在形容我。凑巧前几天在市图书馆借到郁风写的一本书，《巴黎都暗淡了》，大多为旅欧杂记，内有
作者的钢笔插图。郁风为人为文，都简单明了，2007年7月的《万象》上有一篇其子追念母亲的文字，
内有郁风所画下面这幅画（见博客），画中树木名为玫瑰木，亚热带植物，澳洲种植，开紫色花，花
期像樱花一样很短，常常一夜过后，满地瑰紫，惊心动魄。某期《收获》上黄永玉怀念郁风，大骂江
青，坦率而且泼辣。但在《巴黎》一书中，郁风陈述了和蓝萍交往的那段岁月，并无对此后因之而锒
铛入狱抱恨的言辞，更觉郁风其人的宽和和单纯。她的画也线条简单明了，像她的人。
3、我们常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给予学生的再造之恩是我们当涌泉相报的。这本由山东
画报出版社推出的清华大学教授邓伟的自传体随笔《学画记》就是一本怀念恩师的作品，在书中他回
忆的是自己年少时师从李可染学画的经历。文字平实，却时有闪光点。这本书不但适合我们这些愿意
了解大师的人生和故事的人阅读，也十分适合美术爱好者阅读学习。翻阅这本书后，我们可以得出以
下的结论：本书感人的是故事；动人的是细节。在《学画记》中，邓伟先生从自己的少年学画开始，
记述了自己和一个陌生的老人在医院上的交往的情景；而后知道这个可爱的老人就是大师李可染。从
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开始了漫长的师徒之谊。关于学画，可染先生从如何素描，如何着墨，如何构图
入手，一点一点地培养和修正邓伟的技巧；关于做人，可染先生则更为注意对品德的教育，文中多次
提到的可染先生教育砥砺他的细节着实让人感慨。大师的言传身教可谓是实而不华，可谓是步步用心
。比如为弟子送字《实者惠》，就是让他做事要踏实，戒骄戒躁；比如让他背诵苏东坡的《留侯论》
，就是要他心胸开阔，放眼四方，想大局，做大事。本书得序言部分有这样的文字是作者回忆写经历
的心得体会：“与先生交往之初，他给我讲述黄石公授书的历史故事，警醒我要学习张良的勤奋和守
时。可染先生还特别要我学习苏轼的《留侯论》，我现在还能背诵其中的名句‘天下有大勇者，卒然
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记得当时因为我弄不清‘卒’字
该怎么念，可染先生就拿来新华字典，认真查找它的读音。我知道，先生是希望我能志存高远，他的
教诲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文中记录的那些可染先生对弟子的时常关爱则在作者的回忆中带给我
们一种无法抑制的触动。比如在老师家吃饭这一段，非常有代表性。作为一个老师，可染先生严而有
度；作为一个父辈，他则是慈爱有加。而这样的内容都表现在作者和师傅的日常交往中。关于在老师
家吃饭，有一段很有趣但是很触动人的文字，足以表现上面这段话。作者到师傅家学画，赶到饭口就
打算回家，因为家家户户都不宽裕，但是可染先生一再挽留，弟子邓伟还是不愿意，于是有了这样一
次意味深长但充满真情的对话：这时，阿姨在门口小声说，“爷爷，饭好了！”我才知道到了中午吃
饭的时间，连忙要走。老人忙说，小孩，吃饭！我说，不了，我得回家！他说，都中午了，该吃饭了
，你还上哪去？他一把拉住了我，我还是要走。到了画室门口，他用非常严厉的眼神看着我说，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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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画记》

我把话说完了你再走，我李可染比你大的很多，我讲的事情是真实的，也是故事。我一生不会骗人，
也不会说好听的话。解放前我在北平，第一次见齐白石老师的时候，齐老师先看了我的画，并且鼓励
我说：“你的画是真正的大写意。”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齐老师要留我吃饭。我听人家说，齐老师
很会过日子，生活十分俭朴，家里的点心长毛了，拿出来给人看看，只是客气一下。我当时不好意思
在齐老师家里吃饭。齐老师见我执意要走，就说，“如果你不在我这里吃饭，以后就不要再进我的门
了！”他严肃地瞪着我，问道，“你听明白了吗？”阅读这本书时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段文字，一
个本色的生活化的老人，一个心藏珍爱的国画大师的形象豁然屹立在我们眼前，那种藏在言语中的挚
爱和呵护寥寥的几句就被如此鲜活的表现出来。我们回顾一下书中作者和师傅的交往过程。初始，在
医院相识，可染先生观察的是小弟子的灵性，让他去画医院后花园的风景；出院后弟子拿着师傅写的
地址条寻到家中，则是弟子的一片赤诚之心，因为老师夸弟子“你是一个认真的人，我没看错你”；
而书中交待的多个关于师徒二人交往的细节，则是大师考验弟子的艺德品质的过程，最终的评论是可
染先生说这个弟子“老实厚道”。在文中第六章《云龙山色》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时老师让我坐下
，指指桌子上的茶杯说，“你今天用我的杯子喝一口吧。”于是，我端起老师的茶杯，喝了一口，放
下了。他望了望我说，“你怎么不懂规矩，我只是这么一说，你还真喝啊？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杯子专
门喝水的吗？”我不好意思地坐在那里傻笑。他说，“叫你喝，你就真喝，你真实在，你真可爱啊，
邓伟，这正是我喜欢你的地方。”我笑笑说，“老师让我喝，我就喝了。”他轻声给我说，“你邓伟
是小孩，小还要喝白开水，我是大人，喝茶喝得多一点，你要喝茶，也只能放一点点，放多了，喝多
了，就容易兴奋，总是兴奋，就会影响身体。”说到这里， 可染先生有点激动，一会整理一下衣服，
一会搂一搂纸。下意识地做着一些他不常有的动作。类似的细节比比皆是，刚认识的时候后，可染先
生会经常给弟子吃巧克力，弟子考大学时候不辞辛劳的四处推荐，并且在考上学后出钱给弟子送的第
一块手表。或许是因为作者本人既学绘画又学摄影的缘故，他非常善于去捕捉这些细节，而细节在文
中确是最最感人的。这本书对于绘画爱好者也是一本非常难得的好作品。全书的每一篇文字中都有相
关的绘画作品入选，一来丰富的了作品的内涵和表现力，二来使得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作者的作品
风格和功力的变化。而可染先生的很多作品、字画也在适当的时候被选载其中，既让我们可以一饱眼
福，又从侧面了解了这些作品创作的背景和其所蕴涵的深意。除此之外，是关于绘画的几篇文章，比
如《画树的学问》、《用墨用笔用色》、《云龙山色》、《听老师讲画》，以及关于书法理念的《学
写毛笔字》，作者通过这几篇文章，把可染先生对于绘画的理念以及一些技巧性的东西告诉我们。如
“要想画好画，一是要有雄心壮志，一是要下苦功夫，二者不可缺”、 “一切物体都不是平面的，都
有三个面，生活中也没有一个东西是平面的，造型艺术很大的发现，就是描写形象规律，用体积、空
间观察一切。画的时候，一定要细画，先观察，看准了，再用认真的态度去画。认真画一张，比潦潦
草草画十张好。”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可染先生的教学理念，在这个段落的文字中可见端倪：可染老师
又接着说：“你每次来，画可以不画，少画，但写字不能少。”我问老师：“你为什么不让我临摹你
的画呢？”老师说：“白石老师说过，‘学我者死，似我者拙’。一味临摹下去，时间长了，就没有
创造性了。古代的画家开始学画画，要学一些程式，像‘石分三面，树分四枝’一类，能背下几个画
家的程式了，就能创作。我还是主张‘外师造化’的。”通过这些语言我们可以看出可染先生对于教
授学生的态度，正像《郭橐驼种树》一文中说的那样“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我们在文中可
以感受到，大师对弟子的教诲很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诱，而决非简单的教化和管制。这也是很令我
们钦佩的。作者在学画后又开始钟情于摄影，于是又得到大师的指点。在书中，除了大师的作品外，
还有一些是作者本人给老师拍摄的照片，凝重的画面，沉稳大气的构图，让我们眼中的李可染先生变
得更真切。我们没有机会师从可染先生，哪怕是短时间的接触。这样一位德艺双馨的国画大师，一位
睿智有度的老人，用他的言传身教教育弟子做好人，画好画。现在又有了这本书，让我们可以透过大
师浓墨重彩的作品，目睹大师的为人和生活，了解到大师的随性和修为，聆听大师谆谆的教导。对于
作者的作品，真可谓是“细节可染，师徒情深”。对于读书的我们，正是“品读书里故事，感悟书外
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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