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从1918至1988，历经时代变迁……刘海粟先 

生与黄山的十次相会，是长达七十年的艺术行动，而在其 

背后的，是跨越时代的艺术精神召唤。而此时此地，适逢 

刘海粟先生初登黄山100年，也是中国文化复兴的重要时 

刻。本次专题座谈会以“艺术精神与乡村振兴”为题，望 

承海老艺术精神之魂，从黄山出发，探讨当今中国乡村文 

化振兴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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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eriod from 1918 to 1988 witnessed a lot of changes of the 

times. Mr Liu Haisu’s ten encounters with Huangshan is the artistic action which 

lasted for 70 years, and the call of art spirit beyond the times is what behind it. 

Now is the important moment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topic of “Art Spirit and Village Revitalization”, this seminar takes Huangshan as 

the starting point and discusses the road of rural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in 

hope of keeping Liu Haisu’s art spirit a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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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行：从传播学的角度回看“刘海粟十上

黄山”的传播得失

刘海粟作为一位艺术家，个性非常突

出。我觉得艺术家的个性是很重要的，他的

个性造就了他的艺术。

我梳理了历史资料，发现关于解放前

刘海粟前五次上黄山的资料是很少的，留下

的作品也很少，媒体对此的传播更少。改革

开放后，刘海粟重获了艺术的新生，成为了

艺术大家，他的每个行动便成为了关注点。

刘海粟第七次上黄山，当地的报纸对此作了

报道，一本杂志上也发表了一篇关于刘海粟

黄山创作的长篇文章。关于第八次上黄山，

媒体的反应有两种：一是及时的反应，在刘

海粟上山的过程中就作了报道；还有一种是

刘海粟离开黄山，沉淀了一段时间，媒体开

始逐渐逐渐关注。海老到晚年主要生活在上

海，上海的主流媒体，比如《文汇报》《解

放日报》，对刘海粟上黄山作了一些报道，

并回忆了他第七次、第八次上黄山的情景。

报社不止对此发表文章，还在其他方面对刘

海粟海上黄山的活动进行参与，在他第十次

上黄山之际，《文汇报》在和平饭店设宴为

他饯行。这段历史也留在了报纸里。当然刘

海粟上了山以后，各个电视台，包括报纸都

做出了反应，《解放日报》都是整版的报

道。媒体对刘海粟上黄山真正的关注是在第

十次。

今天我们再回看这些报纸，我觉得传

播还是需要深度，从媒体传播的角度讲，

这种学术的成果宣传力度我是觉得是远远不

够的。假如说改革开放前刘海粟前六次上黄

山，材料有所缺失，那么从1980年开始他

后面四次上黄山，每一次的出发点、创作成

果、具体的一些过程、意义、表达的内容都

是不一样的，但是迄今为止我查阅到的资料

很少。

我认为不要局限于海老的绘画作品，要

整体研究，从他的诗、词，包括他的画论、

讲话整体梳理，把每次上黄山的缘由、过程

梳理出来，这会对今天的很多结论产生不同

的影响。从媒体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再重复

地说刘海粟“十上黄山”的因果、过程没太

大的意义了，如果把这背后的深层意义挖

掘出来再传播的话，那就很有意思。海老

与黄山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我们媒体人也

有新的使命，不断把学者们新的成果不断

地推广。

顾村言：刘海粟先生绘黄山松的经历与寄喻

黄山奇松怪石，奇松是“黄山四绝”之

首，“无处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

海老“十上黄山”，每一幅作品都有松树，

有的是主体有的是副体。刘海粟先生曾经

说过“松，可算黄山之花。霜欺雨打使它们

都成平顶。瘠薄的土地，锻炼了它们顽强的

生命力……它大风高唱，小风曼吟，雪扣时

银花满树，云雾涤荡，绿光可人，水旱病

虫，都不妨碍它给黄山披上绿袍。对人无所

索取，只供给美感、木材、烧柴。品格最

崇。”黄山之松最能反映海老的胸襟和气

魄，他从这里找到了一种寄托。

刘海粟的黄山之作每一幅都有松鼠，有

的是配角，有的是主角。他现存的最早的黄

壮阔雄奇——刘海粟十上黄山与艺术精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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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作是1935年冬日画的《虬松》，以笔

写其“奇古”。三上黄山时画始信峰顶的朱

松。1943年，五上黄山时期海老创作了《松

鹰图》，已初具海老的风格，但笔墨还没有

晚期的画劲，没有钢筋铁骨的强悍霸气，稍

微软弱了一些。《梦笔生花》里画了七株小

松，“有如怒蟒奔云者，有铁钩倒挂者，有

疏影横斜如古梅者。”把松树的各种姿态，

柔媚的、遒劲的都呈现了出来。晚年他曾

用六尺宣纸画了《黑虎松》，三次画孔雀

松。孔雀松虽然是病态的松木，但是依然

给人壮美的印象，这也寄喻了海老强烈的

民族精神。

我觉得海老画松的变化跟他书法的变

化有很大的关系。海老晚年的书法，雄强壮

劲，融合了碑体和西方美学。海老晚年的书

法把康有为的雄健、中国文化“天行健”的

精神发扬得淋漓酣畅。画松也见证了海老以

天下为己任的品格，当时那一辈的画人，不

能只以画家的身份来理解他们，他们是真正

的文人风骨，是有政治情怀的，在他们作品

里寄喻着很强的政治抱负和民族精神。

刘海粟对黄山情有独钟，给我们的启发

是多方面的。海老他画《黄山松》有一个过

程，他早期临“四王”、石涛、梅青，晚年

以书法入画，流露出西方印象派的画法，这

对当下的学界、画界有很多的启发。

谢天成：现代艺坛无法逾越的高峰——忆恩

师刘海粟

我说：“大耋之年精力已衰，日日夜夜孜孜

不倦，志在报国，弘扬中华文化，为世界人

类作出贡献，为炎黄子孙扬眉吐气，为社会

主义祖国争光。奈我老而不学，尚未完全做

到，希望奋斗再奋斗。”这是何等高尚的爱

国情操，96岁高龄还惦记着教育下一代年轻

人，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海粟先生复出后地位声誉无人所及，徐

悲鸿很多学生、弟子对海老都很尊敬。有一

次徐悲鸿的学生到上海拜见刘海粟，刘海粟

先生热情接待了他。事后我问老师说，他是

徐悲鸿的学生呀，您怎么还这么热情地接待

他呢？刘海粟严肃地批评我说，要搞学派，

不要搞纵派。此为祖国艺术事业大包容、大

胸怀的体现。

1988年，刘海粟十上黄山，我应邀随

同。广西成立广西桂林漓江书画院，我受任

院长。我将消息告诉刘海粟先生，并请先生

为画院提院名，他欣然答应，但郑重地对我

说，他1978年到过桂林漓江写生，漓江很

美，黄山很壮观。叮嘱我在桂林要多游漓

江，像十上黄山一样，泼墨漓江，千万不能

待在家里画漓江。

1985年，海粟在深圳90大寿，我为老

师写了一幅“沧海一粟”的书法，表示祝

寿。老师很高兴，对我语重心长地说：“书

法很重要，国画用笔的体现一定要中锋用

笔。”刘海粟的书法造诣不但在画家中是有

地位的，即使在现代书法史上也是不可逾越

的高峰。但他对我说，他现在90岁了，如果

活到120岁，还要学习书法，还要写字。

因为有了刘海粟先生在中国美术运动中

长达80年披荆展翅、融会中西古今、开创先

河、推陈出新的艺术实践，才成就了中国新

美术的灿烂历史篇章。国家提出文化强国的

奋斗目标，学习提升海粟先生的艺术精神，

无疑将会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推动力。

袁拿恩：随海老十上黄山点滴体会

我随海老三次上黄山，第七次、第九

次，特别是第十次，我陪随始终。从南京出

发，经历58天，最后刘海粟老师下云桥，我

们三个人乘着黄山管理局派来的小车回到上

海。这个过程还历历在目，我就讲刘海粟老

师上黄山的两个小故事。

1988年，我们坐汽车从南京出发，那

个时候没有高速公路，走了整整一天，傍晚

才到黄山。7月12号，住在云谷山庄，那个

时候恐怕是江南地区最热的季节，我都吃不

消，刘海粟老师精神抖擞。休息了5个小时

左右，第二天一早从云谷寺跑到桃花溪，想

看看是不是能画一画白龙潭，一看白龙潭也

枯竭了。刘海粟又是摇头又是皱眉，又顶着

大太阳到了黄山疗养院这一侧，看到路边一

景——龙虎斗，就是一块像虎的大石头和一

棵像龙的树。刘海粟在这画了一张，还画得

很开心。师母在旁边说，他这个老先生纠缠

不休，和黄山一方面龙虎斗，相搏相斗，但

是他们又相亲相爱。第二天海老接着要上

山，到了住处，他马上叫大家帮忙，把房间

布置成一间工作室，中间放了一件很大的画

作。布置好后，他跑到阳台上，一边看一边

皱眉，因为那天晴空万里，海老觉得黄山最

美的是有烟云的时候。进进出出好几次，午

后他再一看，天上已经有了云彩，云的投影

落到山间，形成了阴阳、亮暗的变化。海老

便马上开始作画，画好后他非常高兴，他

说：“我画散花坞、画梦笔生花，画了好多

遍，每一次都不同。今天山不变我变。”

第二个故事，在第八次上黄山的时候。

海老受了风寒，卧床十几天，刚刚好点能起

来能够活动一下，就说要出去画画。我们随

行、师母、黄山的工作人员都劝他，他都不

听，说来黄山是工作的，不是玩的。这次画

完我们继续上山，到西海去。那个时候的路

又陡又窄，石阶高低不平。海老走几步就得

停一下，气喘吁吁。到了阎王壁，他还要继

续往里边走。我们拗不过他，只能有的搀、

有的架、有的推，好不容易把他送上面，可

以看到西海群峰，他便在这里开始作画。那

个地方其实是个悬崖，万丈深渊。

他那天画了一张六尺的竖构图，比较

费力，时间长了，太阳已经西下，风也起来

了，我们把大衣给他披好，他马上就抖掉，

一连三次，他发火了。我们只能拉着两件大

衣的袖子作为风帘，组成一个挡风的人墙。

那天画完了，他很高兴地说，今天老天给我

考试，不容易啊，我画的时候你们不要在旁

边捣蛋。当时旁边有一个观众说，以前只知

道黄山有三奇，奇松、怪石、云海，今天看

到海老在黄山写生，这是黄山第四奇。

有一次我问刘海老，您这么喜欢黄山，

觉得它好在哪里？他说，黄山那些山石，有

的看着马上要倒了，但是千万年亿万年都不

倒；那些松树长在绝壁上，没有一捧泥土，

但是千百年生机勃勃、郁郁苍苍。在黄山，

我作为刘海粟先生的弟子，讲讲刘海粟

先生的几件事。

1982年8月下旬，当时的联合国的秘书

长佩雷斯·德奎利亚访问上海，授以刘海粟

教授联合国和平勋章，以表彰刘教授为发展

中国和全人类的文化艺术事业所做出的卓越

贡献。但是当时刘海粟已经离开上海，第九

次上黄山作画，适逢当时我也随海粟老师九

上黄山。刘海粟获取喜讯，平静地对我们

说，这是祖国的荣誉，荣誉属于人民。这就

是一代巨匠的民族观和爱国情怀。

我在桂林工作期间，起草了关于创建刘

海粟艺术桂林研究院的报告后不久，刘海粟

于香港批复同意，随之于1991年9月23日亲

笔回复了长达300字的信给我。信中他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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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不畏艰难、特殊的、伟大的生命才能生

存，恐怕这就是海老最喜欢黄山的地方。

海老对传统非常有研究，收藏了很多传

统的作品，一直临摹。但是他认为不能把

以前人的皴法之间用到黄山上面，画黄山

要有自己的影子，这个影子就是特殊的伟

大的生命。

黄山的地质、地貌非常符合海老画风的

追求。黄山都是石头结构，立壁千仞，这

和海老厚重的书法的用笔非常契合。黄山

千变万化又符合海老在绘画中追求的自然

和变化，他觉得只有黄山能够符合他对艺

术的追求。

梁晓波：打破古今中西界限——刘海粟的艺

术精神

刘海粟晚年获得了很多国际性的盛誉，

因为他确实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先驱和领

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级艺术大师。在国际

上，中国艺术家能够获得如此多的荣誉实属

罕见。

海老的艺术是超前于时代的，他在20世

纪30年代编的《世界名画集》，其中第三集

是梵高。与之对应的是欧文·斯通写的《梵

高传：对生活的渴求》，当时欧洲没有一个

出版社愿意为他出版。刘海粟编的《梵高

传》比欧文·斯通的还早一年出版。

刘海粟先生的研究海纳百川，他欧游

以后撰写的关于现代艺术的文章，从野兽

主义、新自然主义、未来主义、折衷主义、

理想主义、达达主义……在现代的中国艺术

史、世界艺术史的研究领域中，中国的艺术

家里唯一能够和海老并肩的是丰子恺先生。

路”展览的所有的艺术家里，海粟先生是

最奇特的一位。

刘海粟的第一次欧游是从1928年底开

始的。那次欧游实际上是被迫的，他在上海

美专被迫辞职，然后开始了第一次欧游。从

1929年到1931年，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他

以巴黎为中心，通过博物馆、美术馆、画廊

等的艺术机构，积极主动地和巴黎的欧洲主

流艺术团体、艺术人士交流。他的油画《前

门》入选了巴黎的秋季沙龙。1930年，他

同时应邀了比利时100周年纪念展览会的聘

请，担任国际美术展览会的评审委员。作为

一位游学的艺术家，刘海粟能有这些成就，

参加这些活动，都是他非常奇特的经历。

1931年3月，刘海粟应德国法兰克福中

国学院的邀请，举办一场关于中国六法论的

讲演，同时他的展览在德方引起了非常强

烈的反响。德国人主动邀请中国艺术家到德

国举办画展，而且一半费用由德方来承担，

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在这之前中国的画

家来到西方，更多的是学习的态度，西方人

对东方绘画的认识还停留在日本浮世绘的阶

段，对中国的绘画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而

且话语权掌握在西方手里。所以这在当时是

一件轰动的事件。

刘海粟第二次欧游从1933年的11月开

始，到1935年的6月，同样经历了大概一年

半的时间。在这期间他相继举办了十几个展

览。举办画展的同时，他也在各地做学术演

讲，成为了中国绘画的传播者，全面系统地

介绍中国绘画。

通过两次欧游，刘海粟在三方面取得了

重要成果：一，德国人从刘海粟的作品中选

出17幅，专门提供一间陈列室来陈列中国绘

画，这代表了西方主流对中国绘画的认可，

也是他们对中国绘画认识的一个转变；二，

刘海粟自己成功地举办了两场个展；三，在

欧洲各国举办了十几场展览。这两次欧游是

刘海粟前半生最重要的活动，既是对自己艺

术水准的提升，也是对中国绘画和刘海粟个

人艺术的一次成功推广，同时开拓了他的眼

界、提高了艺术品味和影响力，把自己提升

到了世界级艺术家的行列，并成功地与世界

各国的画家进行了有效的互动。这在当时的

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

刘海粟十上黄山，从1918年开始一直

延续到1988年，这是他后半生最重要的艺

术活动，从最初的登山临写，转变成了艺术

事件。十上黄山运动与两次欧游，我觉得有

异曲同工之妙，刘海粟想达到的目的是一样

的。从拍卖市场的反应，我们能看出，刘海

粟价格最高的的油画作品都是以黄山为题材

的，黄山是刘海粟艺术的源泉，他也给黄山

增添了艺术内涵。1988年十上黄山时，刘海

粟年龄已经很大了，但是他接着又马不停蹄

地赶到美国、香港，举办了一系列展览，他

的创作、展览形成了完整的路线。这是一次

艺术活动，更是一次艺术事件。

刘海粟十次登临黄山和游学欧洲所体现

出的对艺术不断钻研和超越的精神是令人敬

佩的。他艺术生涯当中所展现的开放性和国

际化的行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也给今天的

艺术家如何更好地走向世界，提供了良好的

借鉴。

海老通过折衷古今中西的艺术，总结出西方

的现代流派，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他给

予这些流派很准确的评价和定位。

很多人以为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是徐悲

鸿1928年从欧洲回来后建立的讲学体系，

就是用西方的素描融入到国画和油画的创

作中。而海老的素描，他的线条是活的、有

生命力的。对比刘海粟的素描和他早年的国

画，他用素描的笔法融入到国画里，也就是

说在徐悲鸿画奔马以前刘海粟已经用这种笔

法来进行国画的创作，尝试技融中西了，他

比徐悲鸿更早、更成功，而且刘海粟的美术

体系比徐悲鸿建立得更完整，更全面。刘海

粟早期创作的两张国画，在题跋里面讲到他

用沈石田和梵高的笔法融合在一起进行创

作。在《美术》杂志上他说过，还没有出过

国的时候他就已经在研究写实派和印象派，

而且把石涛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论融合起来。

中国的绘画是从写实到写意的发展，而印象

派是西方绘画从再现到表现的发展过程，二

者是相通的。刘海粟撰写的《西画苑》囊括

了整个欧洲美术史，《国画苑》则把中国美

术史研究了一遍，他也研究古典主义和19

世纪的写实主义、浪漫主义，下溯到马蒂

斯、毕加索。所以他到欧洲的时候，向欧洲

讲解中国绘画的理论发展，例如中西美术的

发展，都是从写实到写意，从客观再现到主

观表现的发展方向，是相通的。他也向欧洲

介绍中国绘画的六法论。刘海粟之所以能够

成为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就是因为他技融中

西、一统古今，打破了古今中西的界限，他

的艺术具有国际性，具有时代性。

董松：游欧与观山——从刘海粟欧洲游学看

十上黄山

我们在研究刘海粟的时候更要注意他的

国际性，他所有的艺术活动，实际上都是很

开放的，很有国际性视野的，在今后的研究

中，我们要突出这方面的认识。

在中央美术学院主办的展览“先驱之

路——留法艺术家与中国现代美术（1911—

1949）”上，我们梳理了100多位中国艺术

家的艺术，其中最奇特的一位就是刘海粟先

生。他没有进入欧洲任何画室或绘画学校里

学习，完全是靠着边游边观、边游边学的

经历，完成了他对欧洲现代主义的认识，

同时又把中国的一些理论传播给西方，改

变了西方对中国绘画的认识。在“先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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