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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茅盾、巴金、沈从文、周扬、冰心、钱锺书、曹禺、艾青、胡风、曹靖华、季羡林、夏衍、臧克家、
林默涵、周而复、罗大冈、唐弢、姚雪垠、梁斌、廖沫沙、卞之琳、吴组缃、吴祖光、于玲、梁羽生
、刘海粟、刘开渠、吴作人、李可染、常书鸿、启功⋯⋯
 
这些耳熟能详的文学大师、书画大师，都与作者有过深度交往。
作者凭其记者敏锐的眼光，勾画出这些文艺大师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不仅有助于具体而微地了解
大师们的思想演变轨迹和高风亮节，而且是研究现当代文学史、艺术史的重要资料。
此外，更有不少珍贵的照片、书信和手稿，其中有些是首次面世，有较高的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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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邹士方，著名作家、美学学者、艺术评论家、画家、摄影家，朱光潜、宗白华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之一。
生于北京，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曾师从朱光潜、宗白华、杨辛、叶朗等名家。
历任北京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副校长，《民主》杂志副主编，《音乐生活报》高级编审，北京市杂文学
会理事，中华湖社画会理事，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东方文化中心书画研究部研究
员等。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员。
已出版著作二百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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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中有三个人历史上同我都有关系
——于伶如是说 ｜ 168
我与梁羽生大师的一面之缘 ｜ 170
书画家
灵犀一点 精神万古
——忆刘海粟大师 ｜ 174
雕塑是造型艺术中的诗
——忆雕塑大师刘开渠 ｜ 183
造化之子
——忆吴作人大师 ｜ 191
绝少当场作画的李可染大师 ｜ 198
艺术大师常书鸿与蔡若虹 ｜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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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派国画大师黎雄才 ｜ 228
溥杰先生的淡泊 ｜ 230
华君武的严谨和幽默 ｜ 233
版画大师王琦 ｜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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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国画大师李燕先生 ｜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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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巴金不笑1985年3月新增补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巴金来京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
，下榻于北京饭店。
4月6日上午在北京饭店，由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安排，我对巴老进行了单独采访。
巴老给我的初步印象是：深沉、内向、严肃。
他不属于那种谈笑风生的作家，但却是质朴的、坦诚的。
他的声音低沉、凝重，缺少感情色彩、总是一个频率。
但谈话气氛并不是僵化的、死板的、冷漠的，正像地下的千年暗河，孕育着无限生机，又像雪下的草
根，浸透着蓬勃的春意。
他对我的提问作答可以说是不假思索，十分简洁、精到。
我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笑意，他似乎时时沉浸在思考之中。
这使我想起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所讲的：“因此今天鼓舞我奋勇前进的不仅是当前的大好形势，
还有那至今仍在出血的我身上的内伤。
老实说，我不笑的时候比笑的时候更多。
”首先我请他谈谈对《人民政协报》的意见。
巴老说，办得还不错。
今后你们要注意对台工作，这很重要。
首先要与海外人士联络，做好工作，使他们对祖国有所了解，密切他们与祖国的联系。
我又问起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和今后的打算。
他说：“现在生活不能自理，十分麻烦，处处要小心，怕再跌跤。
我写作虽然困难，但还是可以写一些东西。
《随想录》一共五本，现在还差一本没写完。
这本写完后，我准备写一部小说，以‘文革’为背景，自传性质的，大概写几万字。
如果没有各方面干扰的话，是可以写完的。
”这使我记起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说过的话：“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
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我当初读到这些话时，总感觉到它们具有一种悲剧的色彩，现在我倒以为更富于革命英雄主义意味
了。
他与我谈起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说：会开的不错，我本来要参加的，但那时
刚从香港回来，十分疲乏。
冬天气管炎又犯得厉害。
不过我的身体还可以拖上几年。
我请他谈谈对“创作自由”的意见。
巴老说：“创作自由”要靠作家的辛勤劳动，靠作品。
“创作自由”只有通过创作实践才能体现出来。
作家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理解什么是“创作自由”。
“创作自由”离不开作家的独立思考。
总之，“创作自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现在刊物很多，新作家也很多，大家都可以拿作品来竞赛，一个接一个竞赛。
我拿出自藏的《巴金选集》（第九卷）请巴老签名，他在扉页上用蓝色钢笔书写了“士方同志 巴金八
五年四月六日北京”。
他十分高兴地对我说：“谢谢你买我的书！
读者是作家的衣食父母，作家是靠读者来养活的。
”一位世界闻名的大作家讲这样真诚的话，真令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想起他在《随想录》第一集中所写的《把心交给读者》那一篇，是啊，巴老，您的心永远与广大读
者跳动在一起，您的心永远为人民而跳动！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师的印象（文艺家卷）>>

我见他兴致很好，就请他在我的纪念册上题词，他用蓝色钢笔书写了：“奋勇前进 士方同志 巴金八
五年四月六日”。
他又招呼李小林拿来一本新出版的《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送给我，并在扉页上用蓝圆珠笔
题写了“赠士方同志 巴金八五年四月六日”。
巴老的硬笔书法十分秀美。
我捧着巴老馈赠的这一册小书，却感到沉甸甸的！
这岂止是赠送我一个人的？
这分明是对千百万读者的真情回报！
这一片深情有千斤重！
我一个人怎么能承受得住？
我有些泪眼模糊，喉咙哽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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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美学研究，特别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大师的研究，成就显著，在国内外有一
定的影响。
他对于宗白华教授的生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外尤具有开拓性贡献。
    ——文学大师冰心    邹士方是有影响的美学家和美术评论家。
    ——雕塑大师刘开渠    邹士方是研究美学的后起之秀，著述甚丰。
    ——漫画大师华君武    美学研究，后继有人。
    ——文学大师萧乾    邹士方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研习美学多年。
因此他写朱光潜和宗白华，写李泽厚和王朝闻，都能抓住他们每个人的特征和风貌，并善于把一些抽
象的思想转化成形象的语言。
他写这类文章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拾遗补缺，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
学研究的一些空白。
这都是他日常留心，刻苦钻研的结果。
    ——文学大师吴祖光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研究。
他不仅多次访问宗先生，而且从各个方面收集有关宗先生的材料，真是用力至勤。
宗先生所从事的每一件工作，所写的每一篇文章，交往过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作了调查与研究，
都写到了他的文章中。
这真是不简单。
更不容易的，是他不仅记录了宗先生所经历的事迹，而且能够把宗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勾画出来。
在宗先生大量的著作中，他还善于从中摘取几句关键性的话，来介绍这一著作的精义。
    ——美学大家蒋孔阳    士方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著名学者常任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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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才多艺的邹士方先生曾师从朱光潜、宗白华等美学大师，又因曾身为《人民政协报》的记者，
采访过王朝闻、李泽厚、蒋孔阳、洪毅然、马采、杨辛、刘纲纪、叶朗等现当代美学大家，得以零距
离观察大师，聆听他们的教诲。
《大师的印象（文艺家卷）》就是作者在当年采访和调查的基础上的追忆之作，已勾画出这些文艺大
师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作者酷爱摄影，在采访时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
又保存有很多大师的书信和书法真迹。
《大师的印象（文艺家卷）》从中精选了几十幅，包括大师的生活照、书信和书法，有很高的收藏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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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美学研究，特别是朱光潜和宗白华两位美学大师的研究，成就显著，在国内外有一
定的影响。
他对于宗白华教授的生平和美学思想的研究在国内外尤具有开拓性贡献。
 ——文学大师冰心 邹士方是有影响的美学家和美术评论家。
 ——雕塑大师刘开渠 邹士方是研究美学的后起之秀，著述甚丰。
 ——漫画大师华君武 美学研究，后继有人。
 ——文学大师萧乾 邹士方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研习美学多年。
因此他写朱光潜和宗白华，写李泽厚和王朝闻，都能抓住他们每个人的特征和风貌，并善于把一些抽
象的思想转化成形象的语言。
他写这类文章掌握的都是第一手资料，拾遗补缺，很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美
学研究的一些空白。
这都是他日常留心，刻苦钻研的结果。
 ——文学大师吴祖光 邹士方多年致力于宗先生美学思想的研究。
他不仅多次访问宗先生，而且从各个方面收集有关宗先生的材料，真是用力至勤。
宗先生所从事的每一件工作，所写的每一篇文章，交往过的每一个人，他差不多都作了调查与研究，
都写到了他的文章中。
这真是不简单。
更不容易的，是他不仅记录了宗先生所经历的事迹，而且能够把宗先生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
勾画出来。
在宗先生大量的著作中，他还善于从中摘取几句关键性的话，来介绍这一著作的精义。
 ——美学大家蒋孔阳 士方的文章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应该引起重视。
 ——著名学者常任侠 邹士方记叙文比较多，他忠实于纪实，不掺水，力求准确、生动。
既朴实平淡，又传神传情，不枝不蔓，这是好笔墨。
 ——文学大师端木蕻良 内容丰富，文笔流利，所记人物事迹，图片手迹，均极有史料价值。
 ——著名作家柯灵 请设想，当有些人用冗长枯燥，或华丽、绮丽、典雅的俗艳辞藻写纪实性散文，
或是在你耳边轰响着豪言壮语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严肃深沉而聪明的人，用朴素、简练、自然和充满
哲学思想的语言，概括、提炼、凝聚历史以及现实生活中最有价值最本质的东西，把你带进新奇而又
丰富多彩的世界，如同到花园的浓荫中，你将会怎样呢？
 在邹士方的这些纪实散文里，我们看出他有意地进行抽象思考，表现了他对哲学概念所感到的兴趣，
同时也表现了他对中华民族文化继承的关注。
 邹士方是属于严肃深沉类型的青年作家，有时也用轻松的笔调，给我们写富有风趣和诗意的短文。
但主要的篇章是在一些社会运动的转瞬即逝的插曲里，抓住了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美学价值的思想。
朴素和内容的和谐、真实，绝对的真实，一篇篇如同画家用坚实而挥洒自如的笔，写成如画的素描，
这是邹士方纪实文学的最显著的特色。
 ——著名作家管桦 难得阁下这样一位多方面学识而又精力充沛的人物，再加上工作环境的机遇，才
能捞到如许丰富多彩的人海珠贝。
 ——著名美术家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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