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傅抱石>>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我的父亲傅抱石>>

13位ISBN编号：9787532620920

10位ISBN编号：7532620921

出版时间：2006-8

出版时间：上海辞书出版社

作者：傅益瑶

页数：19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傅抱石>>

内容概要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
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
南昌城谋生治病。
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
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
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
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
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
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
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
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
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
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
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
一本满足了父亲。
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
终于熬了过来。
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
艰难生存。
“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
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
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
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
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
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
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学校老师为他取了个学名叫傅瑞麟。
父亲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
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
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三百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
子还读什么书，连顿饭也不给吃，最后还是婶婶包了两个山芋给父亲⋯⋯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
要好好读书。
    父亲小时候真的很苦，上了学也没有什么衣服穿，冬天冷，就把姐姐、妈妈的花褂子一件件地套在
里边，最外面罩一件灰布大褂。
后来我到日本留学，知道日本皇族有一个传统，就是天皇嫁女儿或是娶新娘的时候，要穿最豪华的衣
服，从里到外必须有十二层。
这时我就想，父亲当年不就是穿的“十二单”吗？
因此，父亲常常对我们说，如果不知道“饥寒”两字，是不会成人的。
    父亲从小就喜次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傅抱石>>

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
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次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带着父
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
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
    其时法国在南昌办了一个博览会，父亲在那儿帮忙做点事，他干事认真，连打包裹之类的小事都做
得非常到位。
博览会的负责人很欣赏父亲，就说可以帮助父亲去法国留学。
但是徐悲鸿对父亲说，你到法国去，你的这身本领非但得不到进步，你还会丢掉它；还是去日本好，
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延伸。
徐悲鸿就写信给当时的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
熊式辉开始说，现在国难当头，学什么艺术？
熊式辉的秘书是父亲校长的朋友，他后来告诉父亲，徐悲鸿很了不起，不断写信给熊式辉，并且说如
果有困难，经济上他来资助。
这个秘书就把徐悲鸿的信夹到熊式辉的备忘录中递交上去。
后来熊式辉终于批准了父亲的出国留学，说江西景德镇出陶瓷，那就到日本学工艺吧。
所以，父亲去日本，最初是学陶瓷图案的。
    父亲、母亲成长于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环境。
    母亲叫罗时慧，因为出生在奉天（今沈阳），所以小名叫奉姑。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她的父亲叫罗鸿宾，字秋阜，是前清监生，捐资得官，历任江西税务局长
、法院院长等职。
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
我的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正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
情，专门培养她读书。
我的外婆叫李维屏，四岁便被卖到罗家做丫头。
那个时候，女孩子如果想日后嫁一个上等人家，就必须裹小脚，我的外婆七岁时还是一双天足，已经
不能裹脚了，但她自己一个人还是硬把小脚裹起来了；十一二岁时，外婆在灶间边烧火边开始学认字
，再后就可以读经读报了。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
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
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
”吃糠，大家一道吃苦，那种平等的幸福才是真的；喝汤虽然比吃糠好，但不平等的痛苦是最深重的
。
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CY”——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
方志敏一起闹革命。
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
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
当时按照罗家的族规，女孩子不守闺训，私奔外逃，一旦抓获要活埋处置。
母亲时年十六，虽非私奔，但离家出走，“混迹”于男女人群中，也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但由于外婆的恳求，加上外公是四十七岁得女，平时娇宠惯了，又是时代潮流所致，也就假装责骂一
通了事，让母亲装上一根假辫子继续上学。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
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
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
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
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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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
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
了父亲的求婚。
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
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
捶背。
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
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
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
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
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
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不满5年，家书却有一大皮箱。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
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
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
大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
”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
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
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
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
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
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
⋯⋯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昨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
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
”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
生下了。
”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
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
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
父亲就问，您是哪位？
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
”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
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
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
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
己则从来不做寿。
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
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
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今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这一天是母亲生日，他要给母
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
兴与否都很关心。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我的父亲傅抱石>>

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
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
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
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
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
。
父亲不论是出差还是出国，总是精心为母亲挑选衣物，而且只为母亲一个人买。
在罗马尼亚商场里，父亲为母亲挑大衣，竟找了身材与母亲相仿的女售货员左试右试，才买下来。
    父母的感情很好，他们之间好像有说不完的话。
我记得父亲住在楼上，母亲住在楼下，常常晚上，母亲总要端一杯茶送父亲上楼睡觉，过一会儿，父
亲送母亲下楼来，可他们说着话，不知不觉地，母亲又把父亲送上去了，他们常常这样楼上楼下送来
送去，我们看在眼里，在旁边笑个不停。
    二姐在一篇回忆父母生活细节的文章中写道，南京夏天特别闷热，我们全家在院子里乘凉，母亲常
常穿一套半新不旧的黑绸衫裤，睡在小竹床上，父亲就坐在母亲身边，手里拍着扇子，两人一边说话
，父亲一边帮母亲捶腰，往往捶至深夜，直到母亲睡熟。
母亲的腰病是生二姐时落下的，二姐有多大，父亲就帮母亲捶了多少年⋯⋯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
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
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
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
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么？
’我说没有。
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
’真教我好气又好笑。
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    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    父亲的一生和两个“三点水”有不解之缘，一个是“酒”，一个是“
汗”。
酒给了父亲精神上的酣畅，汗给了父亲身体上的酣畅。
父亲每作画必执酒杯，可能是人人都知道的，而父亲每作画必大汗淋漓，却是我幼时日日所见。
夏天在画室里作画，他常穿件中式白布短褂，衣湿了贴在身上，肩上则搭一条干毛巾随时擦汗。
父亲作画运笔的速度极快，常常画得满头大汗，额头上的汗水不断地淌下来，身上的汗也是顺着往下
流。
姐姐就回忆过，母亲常要放两条大毛巾垫在他手臂下接汗，并且要时常更换，不然很快就会被汗湿透
。
    郭沫若曾经写过一篇关于在重庆拜访“金刚坡下山斋”的文章，说重庆的夏天又热又闷，冰淇淋也
不能吃，不卫生，吃了拉肚子，大家都不晓得如何来捱过重庆的夏天，只有抱石啊，大汗淋漓，原来
他是用汗来解暑的。
    父亲一生都在奋斗，幼时贫穷，身体的底子打得不好，成年后拼命学习、工作，透支了身体。
父亲还特别好酒。
抗战期间，父亲率全家避居重庆郊外金刚坡下，时局动荡，心中烦闷，以杯中物自遣，日久天长，渐
成习惯，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就是：“此病渐深，每当忙乱、兴奋、紧张⋯⋯非此不可。
特别执笔在手，左手握玻璃杯，右手才能落纸。
”    1959年，父亲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画巨幅山水画《江山如此多娇》，周总理特批给他两大箱茅
台酒的故事，是尽人皆知的。
父亲喝酒画画的故事为人们所乐道，他还刻有“往往醉后”的闲章，钤在他的得意之作上。
许多人因此认为我父亲是靠酒力来画画的。
而我却不这么认为。
父亲喝酒后的最大本事，是施展一个“金蝉脱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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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一旦提笔画画，你就会发现他的整个的热情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精神面貌，还有他的那种享
受感、陶醉感，与平常判若两人。
    我觉得父亲在那个时候真正是“金蝉脱壳”了，特别是解放初期，“三反五反”、“反右”等政治
运动频繁，外部给父亲的压力最大的时候，他摆脱了一切世俗的烦恼，神游青山绿水之中，在艺术世
界中徜徉⋯⋯以至我后来经常觉得父亲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是上天的恩赐，否则的话，他老人家
会一辈子都解脱不掉。
    我对父亲的仕女画抱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是因为在母亲生我的那一年，父亲画了一幅很大的仕女
画《山鬼》。
画面上风狂雨骤，一位神秘动人的女子，在虎豹的环伺下，游于巫山之顶。
见过这幅画的人，无不被这画中的灵氛所笼罩。
父亲自己在画完之后也不禁惊叹：“似真有鬼也。
”每当我面对这幅《山鬼》，总觉得那女子在对我说什么，有招引我前去之意，使我惴惴不安。
    灵秀之风是中国文化里对美人最高或者说最准确的评价，父亲画中所有美人的眼睛，如《湘君》、
《湘夫人》，还有《读书图》，每个人物的眼神都很空灵。
谈论中国女子的美，要有三个标准，一是“灵”，一是“秀”，一是“慧”。
“灵”是什么？
就是很多东西都能与它融通，音乐、美学等神秘的感受，包括自然界的力量，都能和它相会，葆有足
够的悟性；“秀”是什么？
秀就像音韵一样具有多种形态的变化，碰到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和机智；还有一种“慧”，就是智慧
，实际上中国人对女子对美人的喜爱，更多地是因为她们在很纯净的同时也富于机智，而不是计谋，
表现出来的是颖悟。
    女人一旦是灵、秀、慧的，就会派生出许多东西，如决断，识大体顾大局之类。
所以，父亲从来不对人家的漂亮不漂亮评头论足，而是从灵、秀、慧的层面来谈论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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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益瑶，中国画坛巨匠傅抱石之女。
1970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8年入江苏省国画院从事画创作。
1979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武藏野美术大学日本画系，取得硕士学们。
后入日本东京艺术大学平山郁夫研究室，师从平山郁夫。
水墨画为巨制，气势磅礴，沉着、细腻，抒情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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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壹　傅家的故事　一、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二、母亲的家庭　三、恩爱夫妻　四、我的兄弟姐妹贰　
家风　一、清谈之风　二、热闹的年夜饭　三、父亲的对联，我们的功课　四、父亲的师承　五、父
亲有两个“三点水”叁　慈师严父　一、父亲要我读古书　二、父亲为我开家长会　三、跟父亲去看
戏　四、第一次临摹画　五、读中文系是父亲的愿望　六、和你亲的最后一面肆　聚散依依　一、师
其心，不师其迹——父亲的“石涛观”　二、关于“抱石皴”　三、“往往醉后”的背后　四、“寄
尔乾坤一草亭”　五、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格的人　六、日月同光伍　织雨轩读画　一、《平沙落雁
》　二、《风雨归暮》　三、《不辨泉声抑雨声》　四、《夏》附录：傅抱石简要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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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我的爷爷叫傅得贵（大名文苡，字聚和），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
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在乡下时，跟地主的儿子吵架，结果被地主的儿子用钉耙凿在背上，打成肺裂，不得已流落到
南昌城谋生治病。
在城里，爷爷遇到了他的恩人。
恩人叫何立堂，以走街串巷补伞为生，收了爷爷做徒弟。
爷爷很能干，会做绒花、耳环，还学会了修理洋伞。
当时的土伞是纸伞，洋伞是进口的布面伞。
何立堂死后，把摊子留给了爷爷，爷爷便做起了小生意，取名“傅得泰修伞铺”。
    我奶奶姓徐，江西新建县人氏，原是一户人家的丫头，据说因为被老爷看上了，太太大动肝火，便
把我奶奶嫁了出去，说是不要财礼，只要找个穷的，这样就找到了我爷爷。
其时，我爷爷已经三十多岁，比奶奶大十多岁。
奶奶是个能干的女人，性格开朗豪爽，待人接物有男子气概，在所住的那条街上有相当的权威，街坊
邻居出了什么事情，都来找她说事、评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
父亲小时候出麻疹，把爷爷吓坏了，怕父亲的手乱抓，如果抓到脸上就会破相。
这时出嫁的姐姐回来，姐夫就问他想要什么才能不抓脸，父亲说要一本《康熙字典》，姐夫就去买了
一本满足了父亲。
父亲把这本《康熙字典》一直抱着，一动不动。
终于熬了过来。
父亲的脸长得还是很清秀的，梅兰芳后来曾经开玩笑地对父亲说：你演花旦一定很好看。
    父亲祖籍江西新喻，这地方位于袁水中游，老家罗坊镇章塘村是个穷乡僻壤，母亲在抗战期问曾随
父亲从南昌逃难回过老家，几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印象还是那么清晰，说得活灵活现，把我们笑
坏了。
母亲是第一次到父亲的老家，老家到底有多穷，父亲不敢先对母亲说。
那时他们是坐船去的，船在行进中，前面出现了一个村庄，有一片房屋，母亲就问是不是到了?父亲回
答说，没有这么好。
过了一会，看到不少茅屋，妈妈又问是不是到了?父亲说，也没有这么好。
过了好久，总算到了，果真是最穷的地方，那时候雨过天晴已经三天，父亲老家门口还是一片泥泞；
那里只有一座祠堂还有点样子，除此别无长物；父亲和村里人就坐在长板凳上喝山芋酒；晚上睡觉时
，蚊子多得人不敢脱衣服⋯⋯    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
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
“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
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
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
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
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左右各十二块，每天一装一卸，举重四十八次，父亲人小无力就
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
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
当时卖布的小贩，就是整天扛着布走街串巷，一肩高，一肩低。
    每次看到父亲驼着背站在圆桌边画画，我就觉得父亲一生的艰辛都在里边了。
          P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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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抱石作画另具风格，人物善能传神，山水独开生面。
盖于旧法基础上摄取新法，而能脱出窠臼，体现自然。
吾尝言我国画，南北有二石，北石即齐白石，南石即抱石。
    ——郭沫    石涛既启示画家之独创精神，抱石更能以近代画上应用大块体积，分配画面。
于是三百年来谨小慎微之山水，突出其侏儒之态，而不敢再僭位于庙堂。
此诚金圣叹所举不亦快哉之一也。
    ——徐悲鸿    我喜欢抱石的水墨山水，正如一位久居中国的法国大使馆的参赞爱里舍夫同我谈到傅
抱石的画时，总是肯定地赞赏他说：“他的水墨山水，天衣无缝，真是比法国的印象派还要印象派。
”⋯⋯抱石结合中西艺术理论而演变出来的风格，使他的杰作达到现代中国绘画无上的成就!永垂不朽
的创造!     ——常书鸿    傅抱石作为一个画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一直在追求新的表现，就是在这
种探求的过程中，创造出了“抱石皴”。
⋯⋯美不存在于技术中，而是存在于人的性灵和精神中。
傅抱石的艺术是强调人的，他以线把宇宙的精神、自然的生命表达了出来，这是傅抱石的艺术在今天
赫然存在的真正理由和意义。
    ——吉村贡司（日本著名美术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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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国画坛巨擘傅抱石之女、旅日著名水墨画家傅益瑶，最近出版了系列作品《我的父亲傅抱石》、《
我的东瀛岁月》、《窑火丹青——傅益瑶画瓷》等(均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我的父亲傅抱石》为其中之一《我的父亲傅抱石》，生动地披露了许多傅抱石的生活和创作中细节
，以及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逸闻趣事。
此书作为傅抱石的第一本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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