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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的私淑老师    叶浅予先生是我敬重的美术前辈，也是我一未拜过门，二未学过画，三未上过课的私
淑老师。
私淑什么？
私淑他刚正不阿的高贵品质，私淑他自强不息的治艺精神，私淑他对现当代美术家及其作品的精当评
述。
也许有人要反问：叶老是现当代的大画家——既是漫画大师，又是国画名家，还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国
画系主任，教的是中国画创作，从来没有听说他开过现当代美术史论课，你这个自称私淑叶老的弟子
从何而来？
不是冒牌货又是什么，还不从实招来！
    诚然，当今冒牌货——冒名牌大学，冒名牌教授，冒名人名家名流的学生，不胜枚举。
但是我不是冒牌，也没有必要冒牌。
因为我从未在叶老生前，在人前、或名片简历上亮过叶老私淑弟子的牌子。
可以说这是第一次白纸黑字公开的亮相。
为什么我要亮相，且听我如实道来。
    我与叶老相识于1983年，机缘是访谈。
访谈什么？
访谈张大千。
    1983年4月2日，张大千病逝于台北，消息传来，中国文化部、中国文联闻风而动，委托中国美协、
中国画研究院、中国美术馆联合筹办“张大千遗作展暨张大干艺术研讨会”，并将研讨会主持人的任
务落实到张大千的老友、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叶浅予的身上。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张大千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公开亮相，也是官方第一次主办名为研讨、实为
纪念性质的张大千(艺术)研讨会。
作为文联(现为作协)机关报——《文艺报》的一名记者，近水楼台，我自然捷足先登。
电话中向叶老提出了采访的要求，得到了他的允诺。
    记得是6月初的一个下午，我应约来到东城甘雨胡同的叶老家中，年逾古稀的叶老刚从济南举办画展
和讲学归来，风尘仆仆，自发苍苍，但双目炯炯有神，十分健谈。
在他的画室中，我们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长谈。
    交谈中，他发现我对张大千的艺事活动知之甚详，惊讶地问我多大年纪。
我说刚过不惑之年。
他低头想了一想，睁大眼睛盯着我问：“四十来岁，怎么知道张大千这么多事？
”我告诉他，因为喜欢张大千的艺术，对他传奇般的人生又颇感兴趣，所以从张氏在京的友人和门人
处多方采集他的艺事诗文。
他听了大为高兴：“真没有想到《文艺报》还有这样一个人才。
”然后又用手拍了一下画案道：“我正在筹备一个座谈会，既然你人头熟悉，就来做我的联络员，联
络会务活动。
”不容分说，初次见面就给我分派了任务。
    访谈回来，我将录音整理成一篇四千多字的《叶浅予谈张大干》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报》上。
6月13日，研讨会在美术馆东厅举行。
这一天也是“张大千遗作展”的开幕之日。
当天观摩画展的人十分踊跃，正所谓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与会者坐在东厅，厅中央用长桌拼成一张大会议桌，桌上清茶一杯。
与会者有来自各地的张氏亲友、门人二十来人，还有在京文艺界知名人士，总共四十多人。
从上午到下午，开了一整天，发言紧凑、有血有肉又有感情，叶老十分满意。
会后，他又要求我把每位与会者的发言整理成文，编辑成书，联系出版社出版发行，我遵照吩咐，在
他的指导下，在黄苗子先生的协助下，编辑成《张大千的艺术》交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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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踏上研究张大千道路的第一步，可是叶老却对我寄予厚望，私下鼓励我继续努力多写，还把我
的文章推荐到香港《大成》杂志发表。
《大成》主编沈苇窗是张大千生前老友，与叶浅予也多有交往。
我要感谢已故的沈先生，是他提供版面，让香港和海外读者在《大成》杂志上不时读到我撰写的有关
张大千艺术圈的文章。
    我生也晚，与张大千先生缘悭一面，无法当面向他访谈求教，故写作他的艺术交往文章有些困难。
当事人缺席，怎么办？
只得求助于报刊资料。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还好办，可以去北京、上海两地的图书馆查阅，50年代至70年代的就难办了，大
陆报刊一片空白，只得求助于海外的剪报或图书出版物。
其中，对我帮助最大的一是叶老，二是黄老(苗子先生)。
叶老不仅是张大千的老友，是大千艺术圈中的人，而且对张氏交往中的艺友(诸如徐悲鸿、齐白石等
人)也多有往来，可以指点。
叶黄二老的海外友人多，故港台出版的画册、传记、评论、纪念文章及有关信息资料，每有寄赠，便
供我参阅。
正是在叶、黄二老的帮助下，才使我顺利完成《张大千艺术圈》的写作和出版。
    叶老不仅在张大千研究及中国画领域方面引我登堂入室，而且引导我走近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漫画
圈，让我先后结识了鲁少飞、华君武、张乐平、黄苗子、丁聪、陆志庠、廖冰兄、胡考、王乐天等一
批老漫画家。
在叶老的协助下，我以《文艺报》编辑部的名义召集过一次座谈会，请他们白首话当年，回顾半个多
世纪的漫画生涯，叶老还兴致勃勃地为在座的每位老漫友分别画了漫像，我则写了一篇《老漫友欢聚
文艺报》，先后刊发在《文艺报》和上海张乐平主编的《漫画世界》上。
叶老是抗日战争时期“漫画宣传队”的龙头，由此，我萌发了一个想法：以叶老为中心，写作他与这
批老漫友的艺术交往，类似《张大千艺术圈》似的，一章一章写下去，最后结集成一部《叶浅予艺术
圈》的专著。
    要写叶老的艺术交往，除了分头访谈外，还要读30年代的漫画刊物、读漫画作品，可是上哪里去找
当年的漫画刊物呢？
我向叶老咨询，叶老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可以到范老板家里去找。
”我知道范老板是范用先生的爱称，他出任过三联书店的经理，故有此称号。
当年他住在东总布胡同，离叶老新家不远，故有“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之说。
正是在叶老的引荐下，我来到了范先生家中，向他说明借阅漫画刊物的用意。
他听说是叶老介绍的，满口答应，马上找出他珍藏的30年代成套的漫画刊物，诸如《漫画生活》、《
漫画界》、《独立漫画》及鲁少飞主编的《时代漫画》(叶浅予参与主编的《上海漫画》似乎未见到)
，我喜出望外，惊奇地问道：“这批宝贝‘文革’中怎能安然无恙？
”他回道：“哪里无恙，照抄不漏，这是劫后余生，后来发还的，已经不齐了。
”他让我写了借条，把要借的成套刊物，用旧报纸分别包扎好让我带走。
    说句实话，采写叶老与老漫友的艺术交往难度倒不算大，主要是听他口述回忆与某某的交往，如某
某健在，尚可分头访谈，访谈前后翻阅有关刊物作品。
当年叶老正是暂封画笔，集中精力撰写回忆录的时期，每天写千把字。
我要访谈的内容，又正是他写作需要回忆思考的问题。
他记忆力很好，遇有记不清楚的地方，就利用清晨与丁聪、陆志庠一起散步的机会，请他们帮助回忆
。
因此他的《细叙沧桑记流年》回忆录写作进程很快。
我的访谈也很顺利，边谈边写边发表，先后在北京的《美术之友》、香港的《大成》杂志上刊发了。
也许是比较顺利，没有压力，总认为叶老就在身边，他不会老，只要有选题，不用电话预约，可以随
时登门访谈。
加上我又另辟蹊径，征集画家自画漫像，着手编著《百美图》(《百美图》的创意也来自叶老为老漫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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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漫像和30年代他们的互画漫像)，一心两用，放慢了访谈的节奏，断断续续，只写了十来章。
谁知叶老也会老，也会病，也会走，一走就再也唤不回来了。
构想中的《叶浅予艺术圈》只写了十来万字，严格来说，只写了半部，还有不少该入围的访谈对象，
就此中断。
    怎么办呢？
十来万字结集，不但分量轻，而且内容也单薄，不足以反映30年代漫画界一代老漫友的深厚情谊，不
足以显示叶老在读者(包括亲友)心目中的真实而美好的形象，也不能表达我这个私淑学生的写作初衷
。
    叶老逝世两年后，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孟庆江，根据叶老女儿叶明明提供的剪报，将有关亲友
、学生撰写的回忆、怀念、悼念文章，以《叶浅予》为书名，作为纪念文集印行出版。
这部书稿出版后，我的半部书稿也放了下来，心想找机会补写一些文章再说，这一放就放了十来年。
    回想当初，采写叶老艺术交往的访谈文稿，是有的放矢，有问有答，一鼓作气，紧扣主题，顺藤摸
瓜，写作很顺利，几乎一气呵成。
而今时过境迁，连访谈对象都没有了，怎么补写？
难怪岁月蹉跎，一晃就是十来年。
十来年中，倒也曾想过，既然出不成自己的专著，何不从叶老老友中选几篇他们交往的文章，有著有
编，编著一部《叶浅予艺术圈》呢？
于是有意物色了几篇，诸如台北张佛千在台北《传记文学》上刊发的《忆浅予》、黄苗子在《画坛师
友录》中的《我与浅予》一章；另有上海魏绍昌、台北林海音、北京黄苗子三人谈梁白波文章。
他们都是叶老的老友，又是写作高手，写得都很精采，很适合我要编著“艺术圈”的要求，何况这几
篇文稿，“人美”版中又未曾收入。
当我读完这些文章后，也分头与他们打过我要编书的招呼，并征得了他们的授权承诺。
可是杂事烦忙，始终未能抓紧进行。
    2007年3月31日，是叶老百年诞辰的纪念日。
我本想赶在百年诞辰的日子，将自己编著的《叶浅予艺术圈》出版，作为奠礼献给我的私淑老师，可
是偏又撞上了中国文联出版社新出的《论叶浅予》。
封面注明是纪念叶浅予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孟庆江是叶老的老学生，既然他要表示纪念老师的心意，
我只得又放下，一放又是四年。
    要感谢学苑出版社，在书业市场竞争激烈的当下，接纳了我这部半著半编的不太像样的书稿，了却
我心头多年的心愿。
本书顺利出版，可以遥寄叶老夫子的在天之灵！
    包立民    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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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漫话叶浅予》讲述了叶浅予与张光宇、黄文农、鲁少飞、廖冰兄、陆志庠、华君武、黄苗子、
丁聪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关山月、张佛千、魏绍昌、林海音、梁白波、戴爱莲、王人美等人的
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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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包立民，别名云海、云海楼主。
1941年生于上海，祖籍常州武进横山桥镇。
1965年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先后任职于中央电视台社教部（编导）、《文艺报》副刊（编审）。
198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主要编著：《张大千的艺术》、《张大千诗文编年》；专著：《张大干艺术圈》、《张大干家书》、
《张大千》、《叶浅予》、《云海楼随笔》、《百美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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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漫画人生叶浅予与张光宇叶浅予与黄文农叶浅予与鲁少飞叶浅予与廖冰兄叶浅予与陆志庠叶浅予与华
君武叶浅予与齐白石叶浅予与徐悲鸿叶浅予与张大干叶浅予与关山月老漫友欢聚文艺报叶浅予难忘总
理情“细叙沧桑记流年”叶浅予浙闽纪行最后的午餐张佛千  忆叶浅予黄苗子  我与浅予丁聪  热爱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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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白波洪燧卿  叶浅予与戴爱莲包立民  此曲只应天上有  ——舞蹈家戴爱莲的异国恋情王人关  口述解  
波执笔  我的丈夫——倔老头叶浅予朱嘉树  王人美的家事叶明明  父亲的故乡情叶浅予  婚姻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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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漫画人生    造型细胞从何而来    古今中外所有的造型艺术家都有一个问题需要回答：你的造型细胞从
何而来？
由何发芽？
我想每个答案是不会完全相同的。
    那么叶浅予的造型细胞是从何而来，由何发芽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他的家庭出身谈起。
    叶浅予，1907年3月31日出生于浙江省桐庐县太平桥叶家厅，生肖属羊，所以小名阿羊，学名纶绮。
祖父是教书先生，父辈兄弟四人，只有二伯继承了祖父的教书职业，大伯、三伯和父亲均经商。
父亲爱好书画，母亲擅长刺绣，姑父是桐庐有名的书法家，表姐胡家芝擅长民间剪纸，是20世纪全国
著名的剪纸艺术家。
从他的直系亲属来看，祖父是教书先生，父亲是一位爱好书画的商人，用今天的话来称呼，叫做儒商
，母亲擅长刺绣女红，由此可见叶浅予是出生在一个带有艺术气息的家庭。
这样的家庭未必都能造就出艺术家来，但是从遗传学的观点来看，叶浅予的造型细胞与父母身上的艺
术细胞是有一定关系的，也就是说他的造型细胞中有一部分是先天的，从娘胎里带来的，但只是一部
分，而绝不是全部。
    叶浅予的造型细胞，除了与生俱来的一小部分外，更多的来自后天的艺术熏陶。
那么，究竟是什么制造或激发了叶浅予的造型细胞，使他对绘画造型艺术如痴如醉，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走上了漫画创作的道路呢？
话要从他在童年时代是一个小戏迷说起。
    叶浅予自幼就是个戏迷，迷的是什么戏？
是芦茨戏。
请看他在《老笔忆童年》中的一段自白：“叶氏聚族而居的地段叫太平桥，太平桥头有个庙叫太平庙
，供的是太平老爷。
⋯⋯庙前有个戏台，台前是广场，可容纳几百人站着看戏。
记得每年的二月初二和八月十八是太平老爷的什么节日，规定要演几场戏，演期短，不闹猛(上海方言
：不热闹)。
过了端午节，请三十里外的芦茨老相公到县里来做客显灵，各路戏班子轮流登台，连演一个月，那才
热闹哩。
这位老相公红脸黑胡子，据说是烧炭佬出身，因为火烧不旺，就一脚伸进窑洞里，他的炭窑就变成收
成最大的炭窑，于是他就成为远近闻名而有求必应的菩萨，有邪压邪，求福得福。
    “芦茨戏演了一个月，家家户户要准备鸡鱼肉三牲福礼拜一次老相公，加上四乡进城的信徒，这笔
开支相当大，受惠者是各家店铺。
从我这个小戏迷受益来看，是放手提倡戏剧文化的大运动。
因为看了戏，在大表姐的影响下，我学会剪纸做生旦净丑等人型手工，学会拉胡琴，敲锣鼓，参加小
演出队，学会画戏演戏。
”    叶氏的这段自白，道出了他的造型细胞最初是从戏剧舞台上来，从舞台上的生旦净丑的演员表演
中来。
但是如何将舞台上的戏剧人物变成他手下的人物造型(最初是人型手工，而后是画脸谱，画戏剧人物)
？
如果把舞台上的戏剧人物比作制造或激发小戏迷叶浅予造型细胞的艺术土壤的话，那么在这块土壤上
帮助他播种、耕作，将戏剧人物最后变成他手下的造型人物的又是谁呢？
是他的大表姐胡家芝。
关于这一点，叶浅予直言不讳，而且他坦陈胡家芝是他的艺术引路人，是他的启蒙老师。
1985年10月，年近八旬的叶浅予写信为年近九旬的大表姐的《胡家芝剪纸艺术集》作序，序中写道：   
“你也许记得，在你跟随你母亲到外婆家看芦茨戏的日子里，你用五彩手工纸剪糊成戏文里的小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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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描花小笔给他开脸，我站在你身旁看得人了迷，心里想着，盼望有一天我也能像表姐那样心灵手巧
，做个纸菩萨玩玩。
不久，我也真照样做了一个，而且扩大了你的手艺，做成生、旦、净、丑几个角色，蹲在八仙桌下，
给姐妹们表演自编的戏文。
由于你的启发，喜爱造型的细胞在我身上发了芽。
因而，当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学画时，我乐于提起这件事，认为你是我的启蒙老师。
你比我大十岁，你那时已是个待嫁的大姑娘，我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小娃娃。
理所当然，你是我走向艺术的引路人。
”    关于这一点，笔者有幸保存着叶老晚年的一件画证。
那是1991年，叶老84岁生日前夕，他说要补写《老笔忆童年》，以续创作回忆录——《细叙沧桑记流
年》之缺。
我请叶老在我的一部大册页上画一开“童年印象”，画一画他童年印象中最深的事物。
他欣然允诺。
在这开册页上他画了两个芦茨戏中的舞台人物，一个红脸绿袍，头戴红球盔，背插雉翎，手持月牙青
龙大刀，俨然是关云长；另一个穿粉红衣裤，头戴绿球巾，想必是刘备的二夫人了，若是，这出戏必
出自《三国演义》中的《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一回。
奇怪的是这幅戏剧人物，一反他过去的国画技法，而是以剪纸人物法绘之，每个人物下还画有一根木
棍，也许正是他童年时代蹲在八仙桌下，举着他用红绿手工字纸剪糊成的生旦人物，给姐妹们表现他
自编自演的《三国演义》呐。
在画的右侧和盘托出了画旨：“我的造型细胞从这儿开始发芽！
”这句题词，题出了叶浅予的造型细胞是从观看剪糊戏剧人物(亦即剪纸人物)上发的芽，也就是将舞
台上的戏剧人物形象变成手下的“人型手工”。
    《老笔忆童年》中，叶浅予还画了24幅插图，其中有一幅《孔孟之道》(图见本书第34页)，画的是
一位小学校长，为了维护师道尊严，举起戒尺，正在处罚两个淘气学生，有一个刚被打过手心，正在
掉泪哭泣；另一个戏装尚未卸去，被校长一把捉住，他挣扎着伸出手心，忍痛挨打。
这个扮包公的大概就是淘气鬼阿羊(叶浅予的小名)，而那张包公脸谱，也许也是他造型细胞的发芽物
吧。
    学画学艺生涯    叶浅予学画，严格来说是从杭州盐务中学开始的。
他在这所四年制的类似中专的职业中学只读了三年，就辍学投考厦门大学。
好高骛远，当然前途不佳，所以他自嘲地称自己是“品学皆劣”的中学生。
不过在绘画方面倒有他的长处。
他曾在一篇《漫画和速写》答读者问中这样写道：    “中学里有图画课，一星期只一次，不过瘾，一
有空就站在图画老师窗外看老师画，老师发现了我这个小画迷，吸收我参加他的课外图画小组，他教
我用铅笔和水彩对实物写生，我开始懂得用眼睛测量对象的比例透视关系。
教我写生的老师姓楼，每逢星期天，带我们几个爱画的学生到西湖去画水彩风景。
我们在教室里画几只花瓶和几只苹果，似乎有点把握，现在站在大自然面前，吓得不知所措，所以只
好站在老师画架后面看他画，要说学画，我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开始的，当时我十六岁。
”    大学未考上，父亲经商又破产，他不得不自谋生活。
偶然从《申报》上看到一则广告，三友实业社招考练习生。
投考资格是中学程度、学过现代会计和历史地理常识。
投考者可自投作业，等候评审。
据亲戚告知，这家三友实业社最近创制了“自由布”，上海极为流行。
他拿来布样一看，灵机一动，想起了在“盐中”课余美术班学会的铅笔写生和静物水彩画法，如果画
张自由布的广告寄去，也许录取机会会多一些。
他用心仿照报上的广告模式，画了一幅穿一身自由布的女装广告画，初次展示了他的造型能力。
果然，广告画一炮打巾，他当上了三友社的练习生。
    三友实业社地处南京路，是上海的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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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了一年练习生，从站柜台到画广告，走上了他从事美术工作的第一步。
但是三友社毕竟是一家商社，从事商业广告经销活动，局限性太大。
在一位赏识他绘画才能的大朋友的开导和引荐下，他进入了中原书局。
    中原书局的前身是一家翻印石印本古籍和绣像小说的老店，后因教科书有利可图，遂跻身于教科书
出版商行列。
书店有个大门市部，门市部有个大橱窗。
叶浅予进入书店后，被分到编辑室，给一套教科书画插图，同时兼为大橱窗画广告。
在中原书局，他又干了一年，因书局改变经营方针，停出教科书而被辞退。
这一年对他来说，收获颇大，一是为教科书画插图，逼着他在人物造型上狠下工夫，从而使他在造型
能力方面有所长进；二是书店是个文化机构，地处棋盘街新闻文化中心，使他有机会进入了文化事业
圈子，提高了文化修养，开阔了视野。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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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平解放时，是叶浅予劝齐白石留下？
徐悲鸿为什么要请画坛“草寇”叶浅予做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
张大千向叶浅予学画，确有其事吗？
包立民编著的《漫话叶浅予》讲述了叶浅予、张光宇、黄文农、鲁少飞等20世纪30年代一批漫画大家
的艺术成长历史，每篇都附有漫画家最经典的作品。
叶浅予曾有过四段婚姻，除了第一次是封建家庭的包办婚姻，后三次都是和同样卓越的艺术家的艺术
碰撞，其跌宕起伏的情节不亚于琼瑶电视剧。
本书还原了叶浅予四段婚恋的真实内幕，并以叶浅予自己撰写的《婚姻辩证法》压轴，还艺术家以清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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