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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版艺术活动春节观展指南

玩转杭州 过一个艺术春节

周 刊

艺林漫步 之 走进丰子恺纪念馆

丰子恺纪念馆，位于桐乡

市石门镇。这里是丰子恺昔日

“缘缘堂”旧址所在。馆中不仅

展出丰子恺本人作品及其生平

介绍，还设有其他漫画名家作

品陈列室。丰子恺的“缘缘堂”

始建于 1933 年春，得弘一法师

赐名，丰子恺先生亲自设计，并

用自己的稿费建造。房屋采用

中国式结构，全体正直，单纯明

快，高大轩敞，三开间两层建

筑，具有江南民居的深沉朴素

之美。但1938年1月毁于日军

炮火，后来在丰子恺方外莫逆

之交、新加坡佛教协会主席广

洽法师的创议和捐资下，“缘缘

堂”于 1985 年 9 月 15 日得于按

原貌重建，并正式对外开放。

【丰子恺小传】

丰子恺，现代画家、散文家、

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翻译

家。1898年11月9日出生于桐乡

市石门镇。原名丰润，又名仁，后

改为子恺。1914年，丰子恺来到

杭州，考入浙江第一师范学校。

师从李叔同（弘一法师）、夏丏尊，

诗书绘画皆有所成。20世纪30年

代、40年代也曾留驻在杭州。丰

子恺的艺术成就以中西融合画法

创作的漫画以及散文最为著名。

其文、其画在几十年沧桑风雨中

保持了一贯的雍容恬静的风格。

一生中出版过画集、文集、专著数

十种。俞平伯评价丰子恺：“一片

片的落英，都含蓄着人间的情味。”

【丰子恺纪念馆】

缘结杭州六十年 画绘西湖四时景

湖山守望：丰子恺的杭州往事

丰子恺的绘画，以漫画最知名。对杭州

而言，丰子恺不是外来的客子，杭州的山水

人情，是丰子恺无尽的创作源泉，催生了艺

术巨匠的诞生。丰子恺在西湖边上一次次

锤炼绘画的技法，在湖边的园林里一遍遍感

受美的意趣，在喧闹的街头体会人情的丰

饶。可以说，丰子恺是在杭州的湖光街景

中，一步步走向艺术高峰的。

已知最早的丰子恺漫画作品，画于1918年

5月。当年的丰子恺身为“桐阴画会”干将，在

一次活动中，沈本千见到他的速写簿中有一幅

铅笔速写，画的是一位老婆婆，左右挽着竹篮，

右手牵着一个孩子的手，极富生活气息。速写

的右上角题名：清泰门外。沈本千向丰子恺求

借此画参考临摹，丰子恺就撕下此页送给了

他。六十年后，此画才被重新发现，成了丰子

恺现存最早的画作。如此说来，丰子恺与杭州

的画缘，就在这古老的杭州清泰门外开始了。

西湖是杭州风景的灵魂，也注定要让丰

子恺徜徉流连。学生时代的丰子恺常常向

学校请假，寄住在西湖边上的友人家里，等

到黄昏月上，就背着写生箱来到湖上。起

初，因为天色已晚，月下的西湖景色亦真亦

幻，很难准确描绘，丰子恺连画几张速写草

稿都不成功，只好怏怏而返。

朋友见了画以后，随口吟诗道：“月光如水水

如天”，“同来玩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旧年”。丰

子恺听了以后，竟恍然大悟，认为之所以画不成功，

是因为自己将天、水、山画得太过分明，原本此时的

月光与水、天、山的颜色就应该是类似的。因此，第

二天丰子恺将所有景物用类似的景色加以“统调”，

整体效果浑然一体，果然获得成功！这次月夜写

生的经历，大概是丰子恺画艺进步的一例。西湖

的晴雨风雪，四时旖旎对丰子恺帮助可见一斑。

丰子恺还经常在杭州的茶楼上凭窗而望，

观察过往的行人。对于沉醉于绘画的他来说，

大街小巷的行人，就是最好的石膏像。渐渐

地，他发现了不少人物画的规律。比如人们通

常认为眼睛是长在头上部的，然而根据丰子恺

的观察，眼睛应该是在头的正中。有一次，他

搭船去岳坟写生，搭客众多，船行迟迟，丰子恺

仿佛看到了各种各样活的石膏像。忽然，他看

到一个老人相貌异常，眼睛长得很高，以目测

大概在脸的三分之二位置。丰子恺对目测结

果不大确信，居然从口袋里拿出铅笔，举起手

来对那老人的头部测量起来。

如今，我们从丰子恺的画作中可以轻易

找到杭州的风景人情所留下的印迹，这是杭

州给予丰子恺的天时地利，也成了丰子恺留

给杭州的珍贵记忆。

文/郑成航 陈友望

在现代艺术大师中，丰子恺是对杭州最钟情的一位，在他结缘杭州的六十年岁月里，杭州被他称道最多。丰子恺曾说：“杭州山水秀美

如昔。我走遍中国，觉得杭州住家最好”。杭州于丰子恺，不是令人彷徨的异地，而是温存的故乡。而杭州以及西湖的湖光山色，杭州的人

情世态，杭州的历史风华，也是丰子恺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以杭州为题材的漫画创作数十年源源不断，而且常画常新。山清水秀的杭州成

就了丰子恺漫画创作，让他一步步走向中国漫画的艺术顶峰。

1914年，17岁的丰子恺第一次来到杭州。刚刚从家乡石

门高等小学毕业的他，是带着母亲的期许和自己的憧憬来求

学的。当时的丰子恺，决计想不到杭州会成为日后最为钟情

的地方：家中没人能带他来，来了也不懂什么考学的门路。

所幸小学校长沈蕙荪也要送儿子沈元去杭州投考，才得以一

同前往。那个炎热夏天的早晨，母亲给丰子恺准备了糕和粽

子，暗示“高中”。

此时的杭州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大城市。起初，丰子恺

惊异、惊喜于杭州的学校林立，图书馆中书如山积；为了保证

自己能够投考成功，满足求知欲，他同时投考了师范学校、中

学校和商业学校，结果三校都录取了他。丰子恺选择了杭州

第一师范，原因是“师范学校规模最大，似乎最能满足我的知

识欲”。

寄宿制的生活，像“把数百只小猴子关闭在这个大笼子

中”，让丰子恺很不适应；预科班的课程太过简单，英语课教

的是 ABCD，数学课讲的是四则运算⋯⋯而预科以后，学校

教授的知识、学科也增多、加深了，丰子恺开始埋头读书，满

足起来。此后，他遇到了对他影响终生的李叔同和夏丏尊。

他跟随李叔同学习音乐和绘画，向夏丏尊学习作文，日后丰

子恺作为画家和作家的一生，就是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发

端的。

毕业以后，丰子恺辗转去了上海，又游学日本，后在老家

建立了著名的“缘缘堂”。然而轩敞的缘缘堂落成以后，丰子

恺却又从1934年开始租住在杭州。先于当年9月租皇亲巷6

号为“行宫”（今皇亲苑小区中立有丰子恺纪念碑），两年后的

8 月迁居马市街 156 号，10 月又搬至田家园 3 号，直到抗战爆

发。抗战结束以后，丰子恺回到浙江，此时家乡的缘缘堂已

经是一片荒草荆棘。丰子恺伤心之余，“痛饮数十钟⋯⋯次

日就离开这销魂的地方，到杭州去觅我的新巢了”。1947年3

月，丰子恺住进了招贤寺旁边的静江路（今北山路）85 号小

屋。此个小屋地处葛岭之下，临近里西湖，正与孤山放鹤亭

相对。因此，小屋大门上写着：“居邻葛岭招贤寺，门对孤山

放鹤亭”一联。

两次居杭期间，丰子恺勤于创作，其漫画、音乐、散文都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34年9月至1937年8月，丰子恺先后出

版了《近代艺术纲要》《护生画集》等 17 种画集、专著、文集；

1947年3月至1948年9月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又出版了《劫

余漫画》等9种画集和著作。

杭州山水人文滋养了这位艺术巨匠，尤

其是居住在杭州的巨子名流、隐士高僧，对

丰子恺的一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这

些人中，他最为敬佩、追随最久、影响最大的

莫过于李叔同先生，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

早在第一师范读预科时，李叔同就负责

教授音乐课，其温和又颇具威严的形象给丰

子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入三年级以后，

学校发生了一个“新奇的变化”：原来教音乐

课的李叔同转来教授图画课了。

李先生的图画课处处透着新奇：上课不用

带画帖，只须空手；教室里放着画架、石膏像；每

人分得一张带纹路的画纸和一根碳条；最后，先

生居然捧出一盆馒头来，原来是用来当作橡皮

的。原本，丰子恺平时常常觉得一切物体的线

条和明暗都有复杂的组织和条理，但无暇深

究。直到此时，才发现世间真有研究这些事的

学问！从此以后，他开始沉醉于木炭画，水平日

益精进。有一天，李先生突然郑重地对丰子恺

说：“你的画进步很快！我在所教的学生中，从

来没有见过这样快速的进步！”丰子恺在后来的

回忆中认为，这番话使他“犹如暮春的柳絮受了

一阵激烈的东风，要大变方向而突进了”。1918

年，李叔同剃度为僧，一转身成为高僧弘一法

师，二人的师生关系却延续终生，未曾断绝。

除了李叔同以外，夏丏尊是丰子恺另一

位重要的师长，是他文学之路的引路人。夏

丏尊在第一师范任日文翻译，兼授国文、日

文。夏丏尊的教学思想开明，他的国文课力

求务实，要求学生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标

准是“不准讲空话，要老实写”。丰子恺回

忆：“夏先生常指示我读什么书，或拿含有好

文章的书给我看，在我最感受用。”后来，文

坛上出现了“白马湖作家群”，其主将当推夏

丏尊、丰子恺和朱自清。正如他所说的：“我

倘不入师范，不致遇见李叔同先生，不致学

画；也不致遇见夏丏尊先生，不致学文。”

西湖侧畔高士众多，其中有一位，连李

叔同也推崇备至的，就是一代儒宗马一浮。

丰子恺曾三次拜访这位隐居陋巷的大师。

第一次还是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跟随李叔

同来到马一浮的居所。年轻的丰子恺对二

人谈论的深奥佛学全然不懂，对自己的无知

感到十分愧疚。第二次拜访已经是 1931 年

了，此时的丰子恺已经有妻有女，却正遭受

着丧母之痛，马一浮的劝慰和人格感召让丰

子恺感到慰藉。第三次拜访是在 1933 年，主

动来访的丰子恺打算作一册《无常画集》。

马一浮为他提供了许多题材，又告诫他说：

“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丰

子恺听后，觉得马一浮把他从“无常的火宅”

中解脱了出来。马一浮这位常居陋巷、孑然

一身的高士，总能给予辗转尘世的丰子恺以

崇高的力量。

游学杭州
常随高僧，三访隐士

绘杭州
山水人情，并入画图

居杭州
三番留驻，一生流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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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慈乌反哺

（选自

《护生画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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