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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内容概要

《蒋碧徽回忆录》1966年在台湾出版时，被《皇冠》杂志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成为众多读
者追捧的畅销书。本书是《蒋碧微回忆录》的第一部。
蒋碧微出生于江苏宜兴书香名门，天生丽质，才艺俱佳，18岁时和徐悲鸿一见钟情。1917年，蒋碧微
瞒着家人与徐悲鸿远赴日本、法国。1927年，蒋碧微随学有所成的徐悲鸿回国，生下儿子伯阳。三年
后，徐悲鸿因“师生恋”与蒋碧微的感情出现裂痕。1933年，蒋碧微随徐悲鸿第二次赴欧，她出色的
交际才能和特立独行的个性帮助徐悲鸿成功地举办了中国近代名家绘画展及个人画展，破除了西方人
轻视中国文化艺术的偏见，为中国艺术走向世界迈出第一步。期间，徐悲鸿经过与法、德、比、意等
国著名艺术家进行切磋和交流，逐渐形成融会古今中外技法的独特风格。此后，徐悲鸿声誉日隆。然
而，两人经过二十多年的痛苦煎熬，仍未能破镜重圆。1945年，蒋碧微与徐悲鸿劳燕分飞。
蒋碧微用平实的语言，详实地记录了28年来她与徐悲鸿从相识、相知、相恋到分手的情感沉浮的心路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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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作者简介

蒋碧微，原名蒋棠珍，1898 年出生于江苏宜兴，其父蒋梅笙为复旦大学教授。蒋碧微天生丽质，才艺
俱佳，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
13 岁时，父母为她定下亲事，从此开演悲剧的角色。18岁时，和徐悲鸿一见钟情。望族家庭发生的戏
剧性的故事和名教授女儿的叛逆，造成一时轰动。31岁时，感情受到重创，经久难愈。35岁时，与徐
悲鸿二度旅欧，此时，他们的感情难以愈合。39岁时，徐悲鸿在广西声明与她脱离“同居关系”。45
岁时，徐悲鸿在贵阳再度声明与她断绝“同居关系”。47岁时，与徐悲鸿在重庆正式离婚。51岁时，
留下与徐悲鸿的一子一女，只身去了台湾。66岁时，出版了这部回忆录。平静地记述了28年来她与徐
悲鸿的情感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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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书籍目录

代序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母亲最后的岁月/徐伯阳一点重要的
更正/徐伯阳一段可以补充的凄美故事/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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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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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媒体关注与评论

碧微女士可以说是三、四十代中国艺术界的传奇人物，敢爱敢恨，特立独行。她与徐悲鸿、张道藩两
先生的感情经历，尤可谓曲折动人，透过她的回忆录的记述，亦曾撼动千万读者的心灵。     ——著名
作家 琼瑶 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     ——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胡适（1941
年写给蒋碧微的小诗） 我亲爱的朋友们，无论一个人穿着什么外衣，在外衣下面跳动着的那颗心是唯
一重要的。正直的中国人和艺术家是我们法国正直的人和艺术家的兄弟。你们（徐悲鸿和蒋碧微）是
我们的好朋友，对你们，我们将怀着最亲切的记忆。     ——（法）著名画家丁·丹普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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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编辑推荐

《蒋碧微回忆录:我与悲鸿》编辑推荐：中国第一部女性自传，徐悲鸿与蒋碧微之子唯一合法授权，新
增胡适、梁实秋、老舍、张大千等题赠二十余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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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精彩短评

1、还没有看完，书真的很差，随便看看可以，收藏的话，纸质很不好，不像正版，包得很好，可是
里面很脏！用支付宝付过款后比货到付款慢一倍~
2、书来了后看起来好旧，对比蒋碧薇和廖静文的回忆录来看，确实很有意思，也只能说她们一个追
求的是爱情，一个追求的是成全吧，蒋碧薇是以平等甚至略微高的姿态与徐悲鸿在一起的，她不觉得
自己有义务承受这许多，而廖静文时徐悲鸿已经功成名就，所以她也愿意为了他的梦想放弃自己的。
3、先看了廖静文女士写的徐悲鸿的一生，是一种典型的人物传记加个人情感，很喜欢。又在书中，
看到蒋碧薇与徐悲鸿的情感波折，于是想听听另一个当事人如何说。就买了这本书。书的印刷和装帧
都很好。更主要的是内容，觉得还是比较公允的。没有口诛笔伐。当然，既然是分手，肯定是不愉快
的。其实想想我们自己，婚姻中也有碰撞和冲突，就理解了。名人也是人。
4、有点啰嗦⋯⋯但还算清新
5、细腻的手法，卓显蒋碧微的文字功底，客观达人的抒写，尽显南国小女人的风采。
6、读罢此书，对徐悲鸿的一生有 了更深的了解，通过蒋碧薇的笔下，知悉两个人的情感演艺历程。
看过后，心情极难平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7、经典好书，重温历史。
8、蒋碧薇的记忆力真好，文采也不错。可惜她与徐悲鸿的婚姻未能走到最后。看了很多关于他们的
书，我倾向于站在徐悲鸿这一边。
9、悲鸿追求艺术，而作者碧微追求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
10、大二
11、单看这本书，只会对徐悲鸿留下一个不好的映象。蒋女士在书中亦说：“君子断交，勿以恶言”
（大意如此），其实常人是很难做到的，蒋女士好像也不例外，只不过这“恶言”已婉转了许多。当
然她与徐悲鸿的变故对她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有此书也在情理之中。我觉得只能说：很多时候
嫁给艺术家是件痛苦的事情，因为（很多）艺术家与常人是有些不一样的，（很多）艺术家不断需要
灵感的刺激，而所有这些刺激又是对家庭、婚姻不利的。如需对徐悲鸿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当然还
是要听听蒋女士之外的人的看法、要看更多的书的。书很快就看完了，有手不释卷的感觉，很有可读
性。
12、文字很平淡，很平实，书中描述的观光游览部份甚至比蒋小姐与徐先生的故事有趣。蒋小姐与徐
先生的爱情，正如蒋小姐所说的：未曾深爱已无情！
13、大师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大师.很喜欢蒋碧微,敢爱敢恨.
14、买了本完整版的，现在买本青年版。
15、还原一个可能更“真实”的大师，但太多流水账和碎碎念
16、书好好玩啦，就是要吐槽下书封，真是烂死了，又久又破的，其他书倒还好，有塑封
17、书看完了,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样的一生,悲欢离合,什么滋味都尝过了,留给读者太多的感慨.如果
说人活着就是来受苦的话,那作者的一生真的是太丰富了,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水彩画.
18、风华绝代民国女子
19、总体一般，只有写她父亲去世的那段，让人动容。当然看完这本回忆录，对徐悲鸿印象不会好，
一个自私自利的男人，但对艺术家的滥情和始乱终弃，你只能网开一面。
20、不错的好书 推荐购买 好评
21、跟着画家都不幸福
22、文字平淡朴实，从作品后半部能感觉到文字中间自然流露出来的对“大师”的怨；看后对大师的
感情方面的处事作风不敢恭维。
23、一般，有些许片面
24、写得挺好的，有血肉
25、同时买的廖静文写的〈徐悲鸿的一生〉，先看的蒋写的这一本，所以有点先入为主了。廖和蒋的
文笔都不错，但她二人笔下的完全是两个徐悲鸿，所占立场和角度不同之故吧。综合来看，廖虽爱得
深沉，但对蒋显得有失大度。建议两本书都看看，了解一个更立体的徐悲鸿。
26、估计看的人少，好多年前的库存了
27、怨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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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28、还没有顾上看呢，太忙了，感觉十年前有一个版本比这本好！
29、作家文摘上看到选载蒋碧微这个系列的特点是贬徐扬张因为太一边倒有时候在想这就是真相吗？
30、真实公正客观评价
31、我是一个喜欢真实的人，传记相对真实。一个女人的爱情与生活给了我很多感慨。在生活中我们
不能对周围的人如此探究私生活，大师的私人生活看起来也蛮有意思，权当满足一下吧。值得一看的
好书，相当的真实。碧薇女士如此真挚的表达，大为感动！谢谢已故的碧薇女士！
32、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姻悲剧，徐悲鸿该负的责任多一些，作为艺术家，徐悲鸿太多情，师生恋很
伤蒋碧薇的心；同时，过分专注于艺术，对家庭和妻子都忽略了。作为蒋碧薇，也是有责任的，特别
是蒋碧薇和张道藩之间的恋爱，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婚姻存续期间的事情，对徐悲鸿与蒋碧薇的婚姻
不能不产生影响。
作为普通人，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婚姻的稳固是需要双方都作出努力的，男人要多关心自己的妻子
，对关注自己的家庭，女人也要多宽容理解男人，特别不能为了摆脱寂寞寻求婚外情。
33、给朋友买的，朋友很喜欢，真的是一本好书。
34、往事扑朔迷离，真伪已不重要。
35、虽然还是一口气把此书看完，但给我最深印象的是蒋碧微和徐悲鸿之间好像从无爱情可言，从认
识私奔以致最后离婚，丝毫也没有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爱。蒋通篇写到徐悲鸿时，都是平淡冷静的语言
，似是为后面《我和道藩》做铺垫。如此艺术大师，若生活中的伴侣不能志同道合，是多么不幸的事
情啊！相比之下，廖静文的文字感人肺腑情真意切，催人泪下。情已逝，又何必回忆？
36、打算再去看看廖静文写的徐悲鸿，只不过罪行都是妻子也未免脸皮厚了点，勾搭女学生的时候又
可曾想过蒋碧薇呢
37、蒋碧微性格太硬.书中徐悲鸿面目模糊,是因为其实并不了解么
38、成功果然与人品无关，突然觉得徐大师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一个男人⋯另外私奔啊，闪婚啊果然
都不靠谱
39、书有些压，但不影响美观，值得一看
40、“糟糠之妻不下堂”的道德传统对于艺术家无效，为了追求永恒新鲜的体验，来作为滋养自己创
作的源泉，艺术家要以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来献祭。世人多以徐悲鸿与孙多慈未能终成眷属为憾事，将
原配蒋碧微刻画成不通情理阻挠两人感情的巫婆形象，却看不到她为爱情劳苦奔波的辛酸与付出。归
根结底爱情的悲剧只有两种根源，在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和在错的时间遇上对的人。但倘若徐悲鸿
先遇上孙多慈后遇上蒋碧微呢？历史是不是会重写。
41、赚积分 不评价
42、悲鸿的情史是有多狗血....
43、蒋父被借钢笔、拿画那一幕，真是非常难过，离乱中又遇薄情自私之人
44、书中只字不提自己的问题，始终埋怨徐，看来蒋从未爱过徐，那你当初为什么私奔呢？
45、徐悲鸿是一名才子，真的是应了那句话：才子都很风流，要不然的话，才就出不来！
46、徐悲鸿是一名才子，他画笔下的女性其实从欣赏的角度来看比他画的马好得多。所以，一直以来
，我都认为他是一个好男人并且长相也不错。。。对于他与蒋碧薇的故事，第一次听说看到，还是在
《读者》上看到的一篇文章，看完后对蒋碧薇的印象很糟糕。直到，后来又看到一篇描述徐悲鸿与孙
韵君的故事后，于是，我决定一定要来看看，蒋碧薇写得这本《我与悲鸿》。
47、真实  感人
48、比较平白的叙述，比较琐碎。
49、平实，生活。
50、好书，但是印刷不好，尤其是图，简直难以忍受
51、蒋碧微女士的文笔相当棒，叙事功力很深，让人更真切的了解伟大画家徐悲鸿先生生活中的另一
面，并不回避，不过激，很客观。非常值得一读。非常遗憾的是，里面出现了几个不该出现的错别字
。
52、蒋先生这本细小的回忆录 分两三次终于读完 期间间隔两月 还去了一趟大茅屋画室观瞻 蒋先生心
至笔随 干练沉郁 行文进退 当真望尘莫及 处事果决 颇具侠者风范 徐先生料是渣男无疑 相形之下更觉
猥琐可笑 当然论人不论画 论画不论人 最令人动容之处 是蒋先生几乎从来不直呼徐悲鸿的名字 只写”
徐先生“ 骨子里透出生疏冷漠和傲气不屑 让我莫名想到唐传奇中的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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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53、这本自传只有[我和道藩]的一半厚度，也由此可知徐在蒋心中所占的分量。整本书贯穿了蒋对徐
的情绪，那是怨，是恨。从整体去了解蒋和徐、张的感情经历后，觉得徐和张的本质区别在于对女人
爱的表达上，张的表白永远是直达内心的，直接的，炙热的，因此在蒋接受了张之后，对徐豪无感念
，也拒不接受他的回归也在情理之中。我在本书中看到的是失落的徐悲鸿，倔强的蒋碧微。
54、这是一本颇有阅读性的书.
55、建议与另一本对照一起看更好的理解徐悲鸿这个人物是了解徐悲鸿的一本不错的书
56、老妈喜欢的（只要和林徽因有关），据她说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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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悲鸿》

精彩书评

1、很久以前读过廖靖文的《徐悲鸿一生》，不过，也只是读过而已，印象早已模糊，能想起的几乎
没有。后来虽见过《蒋碧微回忆录》，但大多制作粗糙，总也没有收的兴趣。日前在旧书店看到漓江
新版《我与悲鸿》、《我与道籓》，虽然不喜开本阔大，但翻了下，制作尚好，且由徐悲鸿之子徐伯
阳授权出版，问了价，20，也就默然买下。恰因病在医院挂吊瓶两天，随手读完这册刚拿到的《我与
悲鸿》。翻翻豆瓣评论，尚觉有话可说。在我眼中，蒋碧微写的尚可称真实，充分体现了一颗女人心
。1、作为蒋家二小姐，宜兴名门之女，在哪个新思潮涌动的年代，离家出国，自是心向往之；悲鸿
的出现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此时的徐悲鸿，虽有才华，也很努力，不过陷于贫穷，四处漂流，
遇到这个虽不算漂亮的二小姐，心有所动，情有所衷，或者还有一点点虚荣心作祟，邀约共赴国外，
正所谓：少男少女，两情相契。2、也不能说两人没有感情身处异国，悲鸿自是一心学艺，心无旁骛
，看见美好艺术品，不管不顾购买，自也是人之常情；不过，对久享小姐身份、不知困乏为何物的碧
微来说，又是一番感受：贫穷，困乏，从“饭来张口”到整天操持家务、做饭洗衣，为生计发愁，此
中甘苦，谁能感受？至于二人这一段的柔情蜜意，大概是碧微所不想提的，所谓“所有幸福的家庭都
是一样的”，更何况，在历经感情碎裂之后，诉说昔日的幸福，并不是美好的事情，只会更多伤心更
多泪漫漫六年，多少困顿在其中？3、学成归来，悲鸿多少得意等到回国，徐悲鸿自然是学有所成，
春风得意，成为名人名家了；蒋碧微一介女子，一无所长，养家管孩子，整个一个家庭主妇了。距离
就这样产生，然后，孙小姐出现了4、婚姻飘摇中的欧洲展览，好像没啥可说不过，似乎徐悲鸿在此
期间也没有忘记千方百计与孙小姐联系。5、此后的日子，徐悲鸿可以说尽情展现了自己的志得意满
，似乎对家庭的确甚少顾及，虽有人说天才与常人不一样，不过，在我这保守的人看来，如果你没成
家，尽可以随心所欲，但是，谁让你成家了呢？几经折腾，蒋碧微是心灰意冷，再也爱不起来了；而
徐悲鸿呢，徘徊在两人之间，优柔寡断的同时，又显得异常冷酷，稍有低头即感觉自己已经低下高傲
的头颅，你为什么还不接受呢？这一种居高临下，其实只会加剧家庭的破裂吧。在家庭中，其实并没
有道理可言，要么爱，要么散，没有第二条路的。6、有人说，蒋碧微爱财，多方勒索徐悲鸿，我以
为，纯属想当然不管怎么看，在蒋徐婚姻中，操持家事，照顾孩子，自然还是昔日二小姐为主，艺术
家的徐悲鸿正如现在整天忙于工作的男人，不用讳言，操心不多，此其一；其二，30年代，虽然如蒋
碧微这样的新女性，已经走向社会，开始自谋其力，不过毕竟受种种限制，经济能力有限，辛苦一年
，所得未必顶得上徐悲鸿一幅画。其三，在那个时代，如果分手之后，男方不能提供一定经济支持，
说实话，我以为一个没有多少收入的女人不知道能撑多久7、关于廖女士，蒋碧微在书中的确有讥讽
，所以，看来这本还是没有和谐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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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与悲鸿》的笔记-第191页

                晚餐桌上，执蟹对坐，我实在有点食不甘味，同时也使我感慨万千。回忆二十年前旅居日本时
，我们曾大啖东洋螃蟹，那时虽也有许多烦恼，但我们的感情是融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如今呢？
我望了他一眼，问自己，这个人我还能信任他吗？我还希望他给我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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