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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幼喜好图画，中学拜师入门，走美术之路成为我青少年时期心中的理想。
1 963年初中毕业，逢困难时期经济收缩，中央美院附中不向南方招生，学校为我写了推荐信也不顶用
；1966年高中毕业，已通过艺术类专业考试，“文革”爆发，高考制度废除；1972年插队务农第四年
，盼来高校招收“工农兵学员”，那年专业考试的试题为临摹我执笔创作的连环画选页，因不正之风
未得公社推荐。
1 973年，南京艺术学院决定对我免试特招，两位教授先后到县里和地区取材料，遭人为阻挠，终未如
愿。
就这样，在特殊的年代，一次又一次失去高校深造的机会，命运迫使我走上了一条自学之路。
　　自学，路不平坦。
自学，更要诚心、毅力和激情。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有真诚有兴趣才有动力，“诚”是“进德修业之本”、 “立人之道”，“唯坚韧者能遂其志”。
凭着诚心求真、崇善、尚美；凭着毅力困知勉行、转业多师；凭着激情拥抱生活、讴歌时代，学习传
统，打下中国画艺术的根基；深入生活，吸取不竭的创作源泉；寻师访友，重在励志树德。
自学路上虽有坎坷挫折，心中始终充满阳光。
幸运的是，从童少到青壮，从业余到专业，从乡里到省城京都，总能得到许许多多的老师对我呵护、
帮扶、教导、提携，使我始终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前行，充分吸取各方面的营养，不断产生激励奋发
的原动力，不知疲倦地耕作在这块艺术的园地。
有志者事竟成，退休前1 0年，我终于成为一名教授站在高等艺术学院的讲台上，还成为综合，I~A-的
副校长从事管理工作。
　　“与善人游，如行雾中；虽不濡湿，潜自有润。
”年过花甲，当我即将从高等教育的岗位退休的时候，不免要回忆起影响了我一生的那么多老师和画
友。
他们给我那么多知识和学养、关爱和教诲、帮助和提携，感念师恩的心情油然而生。
2007年1 1月24日，我的个人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那一天前后有5个展览开幕，都要分别举行学
术研讨会。
研讨会由邵大箴老师主持，十多位全国著名的美术评论家为我的画展整整研讨了半天，真是太难得了
，使我潸然泪下。
友人建议，仅这次研讨会就值得整理成册，我心动了。
回想自己走过的60年人生之旅，每一步都离不开师友亲朋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指导，自始至终都是“转
益多师、困知勉行、自立自强”的过程。
以文字和图片追忆寻师访友的一幕幕往事，既铭记师恩，又温故而知新，于是有了这叠书稿。
　　美术创作是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是拒绝重复、追求创造创新的过程。
以美术为终身的职业，既是自己从小就喜爱的行当，又能在发现和创造“美”的过程中得到无穷的乐
趣，对于我来说，天底下真是难有比这个更好的职业了。
学会感恩，一谢“丹青水墨”之根的历史传统；二谢“丹青水墨”之源的时代生活；三谢寻得“丹青
”之师、访得“水墨”之友的恩泽——故以“我谢丹青”为书名。
是为题记。
　　无悔人生，只愧才疏。
干载难逢，绝佳时光。
人生百年几今日，再启求索新征程。
　　沈启鹏 201 0年2月16日（庚寅正月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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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行文128万字，插图600余幅，前后历时两年。
相关文字资料大多是二三十年来积累的，少数是新近征集或重新整理撰写的。
编著《我谢丹青》即是为了饮水思源、致敬师友、铭记师恩，同时记录自我修炼的历程、呈现自我教
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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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启鹏，1946年12月生于南通。
1966年高中毕业后务农做工，业余创作。
1980年批准为中国美协会员，1988年结业于北京中国画院研究院研修班，先后在江苏省国画院、南通
书画院、南通师院、南通大学创作和任教。

曾任九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民盟中央委员，南通大学副校长，南通市人大、政协、民盟、文
化局、画院、文联、美协等领导职务。

现为中国美协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文化部国韵文华书画院艺委会委员、江苏省美协理事、南通大
学教授、南通市美协名誉主席。

作品入选第六、七、八、十届全国美展，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88北京国际水墨画展，新时代中国画
作品展，第三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等重要展览并有获奖，多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收
藏。
先后出版7部个人画集和专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日本半田市立博物馆等海内外举办11次个人画展，
《美术）杂志两度作专题介绍。
获“97中国画坛百杰画家”和“江苏省优秀中青年艺术工作者”称号，1994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
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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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铭记师恩　　孟子日：“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任何一个人的成长成才都离不开一方水土
、一个家庭、一批老师的培育和教导。
 “修身”是做人的根本，“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也是“传道”在首位。
苟子提出“天地君亲师”，而讲“天地君亲”道理的是“师”，这五个字传承了两千多年。
无论怎么改朝换代，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都不变，故中国人尊师亲师的情结亦终不变，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是也。
　　我的艺术人生大致是三个阶段：一是20岁前，学画入门的学生阶段；二是20岁至60岁，立业成就
的工作阶段；现在是花甲以后，变法求新的第三阶段。
这本书感怀的老师主要是第二阶段对我起重大影响的一批老师，而本文是追思第一个阶段对我启蒙教
育的多位尊敬的老师。
　　先从家乡和家庭说起。
　　南通地处江海交汇处，与上海隔江相望。
清末状元、实业家、教育家张春先生开近代文明风气之先河，兴实业办教育，使这个“中国近代第一
城”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形成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
我就出生在这个小城的西濠河之畔。
祖父沈彦行一战时期去法国当华工，回国后艰苦创业办机器厂，父亲沈国治从祖父学机械，他们技艺
高超，都有不少发明创造，为地方建设和机械工业的起步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自幼对图画的浓厚兴趣，来自于父辈的机械制图，祖父从法国带回的大量科技画报，叔父沈国
平存有的《小朋友》、《儿童时代》、《连环画报》读物和许多书法碑帖也对我产生了重要影响。
　　1 951年我进跃龙桥小学幼儿园，小班、中班、大班都是由优秀教师施文秀当班主任。
在当年的成绩通知单中，施老师写下这样的评语：“该小朋友可以说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尤以
图画兴趣特别浓厚，希望继续加以培养。
”施老师慧眼发现、循循善诱、精心呵护，使艺术的种子在我的心田出土萌芽。
从小抚养我长大的外祖母格外珍视我的进步，要我“收管好”。
我把获得的小手帕，小蜡笔等各种奖品连同每年的成绩通知单、奖状当宝贝藏在她的旧木箱里，幼儿
园通知单成为我最早的艺术档案。
幼儿园时就有图画选送国外展出，二年级的四幅蜡笔画也在市少儿美展获奖。
　　四年级，我参加了南通市少年之家美术小组，这里成为我校外的艺术天地。
姓刘的老师有时也让我当小老师，协助他做美术小组组织服务工作。
　　五年级，经婶婶龚宝珍介绍，有机会观摩就学于中央美院的范曾作国画人物，大开眼界。
有水彩画《文化宫》获市少儿美展一等奖。
　　六年级，少年之家主任薛长春老师热心地将我带到南通师范刘子美老师那里拜师。
刘子美早年入杭州国立艺专，与李可染同班。
他是赵无极和袁运甫的老师，是南通有名的画家、美术教员，也是我的绘画启蒙老师。
从1 960年上初中到我从农村招工回城、进画院，直至1 983年刘老师病逝，始终得到他的教益。
刘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美术教育家，一方面手头功夫好，山水、花乌、人物、中国画、水彩画、书
法皆擅，用笔用墨尤见功力；另一方面教育方法绝妙，鼓励在前，启发为主，深入浅出，动手演示。
从观察生活、写生构思入手，再指导临摹、修改创作。
我曾临摹过他以任伯年双勾法所作的山水条屏，对悬于南园画屋壁上的印刷品《白土山小学樱络松》
、《荷塘清趣》和在范家花园画屋偶示潘天寿《墨竹图》印象极深。
刘老师像块强力磁铁，总是吸引着我去听他谈艺授课。
他把我上初二时临摹蒋兆和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国画，作为中师教案范画，珍藏20年又完好无损
还我。
幸好从刘老师那里学得中国画的一些笔墨精神，有了这个基础，使我由“文革模式”、 “素描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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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到中国画本体形态较为自如。
1980年恢复美协组织，刘老师任市美协主席，我做他的副手：1 981年元旦，我有幸为他筹办了个人画
展；拨乱反正，为平反他的历史冤案尽点绵薄之力；老师病故，我代表他的学生致词追悼；他的墓由
骑岸镇迁至市区，我题写了碑文；季锡生牵头为他出版画集，我撰写序言，全面介绍他的艺术成就和
工作业绩，以表晚辈学生对他的追思缅怀。
近现代南通美术史上，刘老师是承上启下的重要画家和桃李天下的美术教育家，在我之前，赵无极、
袁运甫两位先生也都得到过刘老师的启蒙指导。
　　初中三年，有幸得到市三中美术老师于性之先生的特别指教，李效成老师亦对我作指导。
于性之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
他因材施教：我上他的美术课不受老师命题和教室作业的限制，可以自定命题，可以离开教室到校内
外任何地方写生。
初二时，于老师把我的画挂满一教室，在校内为我开画展，这是我平生第一个个人画展。
两年后于老师不幸病故。
　　高中考上通中，毕业于上海美专的美术老师张子通对我关爱有加，在学校大礼堂前的走廊橱窗里
，为我办了作品陈列，鼓励我画反映学生生活和社会现实题材的作品。
高中三年，令我锻炼最大的是为学校和班级出黑板报，为学校礼堂作大幅油画毛主席标准像，作学校
大门口大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刻写蜡纸油印刊头画等。
此时，担任学校政治教师的书画收藏家季修甫对我关注，后来他在鉴赏与文史方面对我有帮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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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我谢丹青》以感恩的心情、回忆的笔触，表达了作者寻师访友、励志成长的心路历程。
以文字和图片追忆寻师访友的一幕幕往事，既铭记师恩，又温故而知新。
一谢“丹青水墨”之根的历史传统；二谢“丹青水墨”之源的时代生活；三谢寻得“丹青”之师、访
得“水墨”之友的恩泽——故以“我谢丹青”为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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