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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丰子恺研究而言，笔者已经历了近三十年的探索。
然而，真正作出一丁点成绩，却是从1997年开始的。
该年10月，笔者在杭州师范大学成立了我国高校中唯一的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机构——弘一大师·
丰子恺研究中心。
工作性质使然，笔者开始制定丰子恺研究计划，并将其作为一项十分严肃的学术工作来对待。
    1998年，笔者出版了《丰子恺新传》(北岳文艺出版社于1998年1月出版)。
所谓“新传”，是相对于“旧传”而言。
笔者曾写过一本17万字的《人间情味——丰子恺传》，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1月初版。
由于体例的关系，此书采用的是小说形式。
人物传记有多种写法，此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笔者却把那本书给否定了。
否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笔者认为像丰子恺那样的智者，他的思想境界和处世行为不是我辈能体会
把握的，笔者没有资格妄自虚设描绘；二是自从那本书出版后，不少人在撰写介绍丰子恺的文章中，
居然盲目照抄，把我当初虚构的情节也作“正史”来一本正经地介绍，甚至有时连标点符号也照抄不
误。
为此，北岳文艺出版社同意让我为丰子恺重新写一本传记。
当然，这仅是一部新传，并非详传。
    2001年9月，笔者编撰了一部《丰子恺年谱》(西泠印社出版社)。
此前的丰子恺年谱(或称年表)已有三种，即潘文彦撰写的《丰子恺先生年表》(香港时代图书有限公司
于1979年5月出版)；丰华瞻编的《丰子恺年谱》(收宁夏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11月出版的《丰子恺研究
资料》)；丰一吟、丰陈宝撰写的《丰子恺年表》(收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于1992年6月出
版的《丰子恺文集》文学卷三)。
潘文彦撰写年表时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年代。
由于资料的匮乏，“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使这份年表显得较为简约(约二万余
字)。
丰华瞻撰写的年谱，其篇幅、内容于潘谱基本相同，由于撰写时间较潘谱晚且新内容较少，姑且不论
。
丰一吟、丰陈宝编撰的年表，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更新。
遗憾的是，该年表“横向”资料不够充分，而“纵向”阐述亦显“线条”过粗。
有感于此，笔者综合目前人物年谱的体例，选取了传主生平事迹及当时社会评价和评论择要等几个要
素来编写，并附录传主逝世后他人编辑出版的主要传主著作目录。
笔者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只有一个，即为研究者提供一份尽可能详尽的丰子恺生平事迹材料和丰子恺研
究史的线索材料。
    2004年5月，笔者出版了《丰子恺漫画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
自从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子恺漫画》于1925年12月出版以来，他的漫画就如雨后春笋般地不断问
世，且风靡全国达数十年之久，至今也仍有着很大的影响。
据统计，丰子恺一生大约出版了五十余本漫画集(不包括其身后他人编辑出版的版本)，单从这个数字
看，在中国漫画史上也是鲜见的。
关于丰子恺漫画的研究，应该是与丰子恺漫画的诞生而同时开始的。
在这方面作出过成绩的有毕克官、丰一吟、丰陈宝、潘文彦等。
此外，国外学者，尤其是美国、日本、法国的研究生似乎对此项研究投入颇大，发表了一些很有质量
的学术论文，一些日本学者甚至也将丰子恺漫画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时至当时，却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丰子恺漫画的论著问世。
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撰写的。
本书的撰写，严格按照学术体例进行，也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学术认可，并于2004年11月获得首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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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恺杯”全国漫画理论奖二等奖；2006年获得第十三届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此外，印制此书的萧山日报印刷厂将此书申报全国印刷优质图书，并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2004年
度全国优质印刷图书。
    《新月如水——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是应中华书局之请撰写的一部关于丰子恺与其师友交游的著
作，于2006年9月出版。
同时代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和比较是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种尝试能丰富学术研究的内涵，扩大学术研究的视野，对人物研究本身和对历史的宏观审视都将是
十分有益的。
换句话说，通过这样的“横向”联系，或许能使读者获得意料之外的“纵向”规律性的认识。
基于这样的考虑，便有了这部著作。
此书出版后，引来了一些书评。
其中笔者很喜欢2006年11月27日《中国经济时报》上刊载的慕毅飞撰《追忆一群赤子般的人》一文。
该文罗列了书中讲到的关于丰子恺等文人们极具“童心”的事例，写曰：“陈星教授⋯⋯把自己写的
‘丰子恺师友交往实录’一书，取名为《新月如水》，无疑寓意丰子恺师友之情如月皎洁，如水清纯
。
封面用丰子恺那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漫画，切题应景，仿佛师友乍离，余茶尚温，留一
脉真情供人回味。
全书分‘师生情怀’‘同门与同人’‘文友与艺友’和‘附录：异国艺缘’四辑，笔触传神，叙述简
朴，史料翔实，细节化地再现了丰子恺和他二十八位师友的感人形象。
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来形容，似有几分轻慢，但随着李叔同、夏丐尊、马一浮、曹聚仁、章锡
琛、郑振铎⋯⋯相伴着丰子恺联袂而出，或行或吟，或喜或嗔⋯⋯你会禁不住笑浮出一句戏评：真是
一群孩子!”    写完以上诸书，笔者曾窃以为在丰子恺研究方面已作出了一定的成绩，似有“告老还乡
”之感。
于是开始撰写《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期望将其视为学术总结。
这是一部专题性的学术笔记，所述内容均须有实证依据，而不是仅靠回忆或耳闻。
写这部笔记的目的主要是想把笔者所经历的有关丰子恺研究的往事介绍给读者，并把我所知道的有关
信息提供给研究者，以帮助读者和研究者了解过往的丰子恺研究情形，以对读者和研究者进一步了解
、研究丰子恺有所帮助。
接着，笔者又写了《丰子恺研究史料拾遗补论》(团结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
此著可视为《丰子恺研究学术笔记》的续集。
此二书出版后，获得了同仁的好评。
然而，更重要的，也是笔者始料未及的是，撰写此二书，居然改变了原先的自我定位。
笔者发现，不仅过往的丰子恺研究界疏忽了大量的学术史料，而笔者本人的研究亦大有修正补充之必
要。
因为在撰写这两本书的时候，笔者查访了众多民国时期的史料，也获取了许多同仁提供的信息，终于
认定在丰子恺研究方面还存有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笔者决定要对自己的过往研究作一次全面的补正工作。
这便是撰写本著的缘由。
    本著的撰写力图做到评与传的结合。
评的部分归纳了本人对丰子恺生平和艺术的基本观点；传的部分则系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
新发现的史料。
此著严格以学术体例撰写，可看作是本人对过往的丰子恺研究著述的一次整体归纳和总结，特予以说
明。
本著内容若与笔者以往的著作有史料和观点上的出入，当以本著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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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作者陈星二十余年丰子恺研究的总结性著作，评与传结合，归纳了作者对丰子恺生平和艺术的
基本观点，同时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新发现的史料。
此著严格以学术体例撰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学术态度。
本书内容涉及传主在文学、音乐、美术、教育、书法、翻译、艺术理论、佛教文化等各方面的业绩和
贡献，是丰子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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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星，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弘一大师，丰子恺研究中心主任，艺术教育研究院院长，《美育学刊》杂志
社社长、编审。
主要从事弘一大师研究、丰子恺研究和艺术教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重访散文的
家园》《弘一大师考沦锣穴丰子恺漫画研究》《从“湖畔”到“海上”——白马湖作家群的形成及流
变》《近代浙江学校艺术教育的发轫》等。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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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丰子恺在这所音乐研究会里一共学习了六个月，拉完了三册练习曲。
他并不想要成为一个专业音乐家，他学习音乐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音乐的素养，掌握一点拉琴的技艺而
已，所以在他对练习的课本感到枯燥后，就又向设在东京最热闹的电车站之一的春日町附近小弄内的
一家音乐研究会报名。
这家研究会的主人姓林，后来丰子恺就称他为林先生。
林先生有许多学生，丰子恺初到时还为此大吃一惊：“那扶梯所导入的长方形房间中，四周有许多人
围着一张长方形矮桌，在靠墙脚的席地上正襟危坐。
矮桌上放着一只形似香炉的香烟灰缸，此外别无他物。
这印象现在我想起了还觉得诧异，好似谁从庙里搬了许多罗汉像来，用香炉供养在家里。
”原来这些人也都是来等候受教的。
这里的学费比上次去的研究会贵一点，每人每月六元，还不是每天授课，一周只授三次。
丰子恺来到这里，是要实际拉一些小提琴独奏的短曲，尤其是他当时酷爱的《小夜曲》。
林先生并不反对，他要丰子恺自己买一册《轻歌剧旋律》，并特许他每天都可以来研究会学习，只是
要在下午三四点钟以后。
这位林先生是一位性情中人，他穿一身和服，头发蓬松。
学生演奏时，他在一旁伴奏，情绪好的时候，他在伴奏时还会手舞足蹈；同时那毛发蓬松的颜面又随
了曲趣而作出种种表情来，以助长音乐的气势。
所以，丰子恺表示，他在东京时最大的乐事，就是练熟了乐曲而去请林先生伴奏。
有一次，丰子恺自己的课已经上完，但他为了听同学受课，就逗留在等候室里不回去。
一直到全体学生的课都结束了，林先生开门出来，见丰子恺还留在这里，就请他小坐。
他们谈了许多关于音乐的问题。
林先生又问了一些中国的情形和丰子恺个人的情况。
他也乐意谈个人的事情。
他说他是一个独身者，曾经在本国的一所音乐学校毕业，又到过德国研究音乐。
回来后就在这条弄内开设私人会所，教授音乐，至今已有十年了，他还说他自己是一个以音乐为生活
的人。
丰子恺对林先生的印象一直很深。
他说：“人间制作音乐艺术，原是为了心灵的陶冶，趣味的增加，生活的装饰。
这位先生却屏除了一切世俗的荣乐，而把全生涯贡献于这种艺术。
一年四季，一天到晚，伏在这条小弄里的小楼中为这种艺术做苦工，为别人的生活造幸福。
若非有特殊的精神生活，安能乐此不倦？
”丰子恺回国后翻译或编写了许多日本音乐理论书籍，为普及西洋音乐作出过很大的贡献。
他在日本的音乐学习经历对他后来的作为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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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按照笔者原先的设想，此著仍须再经过半年到一年时间来斟酌。
然而，客观情形已不能允许。
年过五十，本以为可以清闲，而工作负担却是愈来愈重——身兼四职，均责任重大。
如今的我，不得不将此著放下。
我自知还能将此著写得更严谨，更充实，也自知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完善。
可惜做不到了。
好在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懂得一个道理：学无止境。
无论何人，想要在有生之年将学问做到极限，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况且在这个多元的世界上，高手云集
，后生亦相当可畏，我们尽可以期待他人将学问做得更加精彩。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乐意出版拙著。
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过我的师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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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丰子恺评传》严格以学术体例撰写，可看作是作者对过往的丰子恺研究著述的一次整体归纳和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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