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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问：“你为什么用了半年的宝贵时间写了这位老人的传记？
”我答：“他要是真的大红大紫，就会有很多能人追着来锦上添花，还轮到我做这件事吗？
话又说回来，全老师原来很有影响，但他三十余年不办展览，不宣传，不是‘明星’完全是他自己的
选择。
”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我和全老师保持了二十余年的联系。
现在我们虽然天各一方不常见面，但我时常想起他，在心里对他的一生做过无数次梳理。
全老师年少丧母，家境贫穷，青年时幸运进入大学，本科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
更令人羡慕的是，几个月后他又被公派到德国留学，一去六年，得大师耳提面命，学得真经。
面对这种势头，没有任何人可以怀疑这位年轻人的未来。
然而进入中年后，命运开始无情地戏弄他了。
人生失去了方向，十年“文革”中受挫，运动的结束也并没有多少改变他的命运。
这一切似乎和他早年得到太多、路途太顺有关，大概是老天在和他开一个玩笑。
全老师大概也看破红尘，所以以静制动，不求名利，隐居江湖。
    去年11月我专程到沈阳采访老人家，为了方便，干脆住在他的家里。
三天三夜，看到如今八十二岁高龄的全老师和夫人天天忙里忙外，相互关心彼此照顾，快乐地画画，
平静地生活，我真是感受到什么是幸福了。
如今往事如烟，他笑谈人生，并为自己不是什么大人物而庆幸。
他说如果当年他把精力都用在争名夺利上，搅在人事纷争中，容易劳心劳神，费尽心机，自己可能早
就见了阎王，那还怎么画画呀？
他的絮叨不仅涤荡我的心灵，还让我明白了什么是人生的终极目标。
同时我也体会到个人力量的微弱，一个人的命运与前程，有时候是由不得自己的意愿的，它随时会被
社会的某一个浪潮抛向另一个方向。
即便这是一个小小的局部动荡，哪怕是职场的纠葛，也可能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这就是所谓命运。
    十几年前我就想为老师写本传记办个展览，他并不同意，但我一直极力劝说，终得到允许。
正如全老师所说，他的艺术人生，尤其是那些失败的教训，会给我们后来者以启示。
    幸运可能是一时一刻的，挫折却随时存在，我们要学会如何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小氛围，不以物喜
不为名累，快乐地做喜欢的事儿，学会如何用智慧绕过那些人生的沟沟坎坎，抵达自己理想的彼岸。
因为，名和利毕竟不是我们活着的唯一理由。
    我始终认为，研究一个艺术家的个案，并非完全是个人的文本资料的简单收集。
谁都知道任何历史都是由无数个人史构成，然而个人史往往最容易被忽视。
我们书写个人史，便是通过一个艺术家经历的“事件”、“活动”、“生存状态”来折射那段历史。
个人史就像一面镜子，照亮观者的心灵，教人智慧，同时也用事实诉说。
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人的个体命运显得那么微乎其微，就如一粒尘埃，随时会消失在无情的风雨中
。
正因如此，具有人文的温度与情怀显得尤为重要。
    谨以此书，献给默默耕耘在艺术园中的我的老师全显光，也一并将此书献给青年朋友们。
    刘春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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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丹青记》为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全显光老的口述回忆录，由与全老有二十余年交情的刘春杰先生采
访、编写，资料翔实，同时具人文的温度与情怀，真挚感人。
全显光从苦难少年成长为辽宁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随后留学莱比锡，1961年回国后又经历文化浩劫
时代，后创立自己的工作室，虽后有受到排挤但其作为艺术家的才能是压不住的。
全显光亲历与目睹了社会上的黑暗现实，饱受了势利之徒的打击，以艺术的方式作出了回应。
文后并附有全显光年谱，对于读者了解全老这位美术界泰斗助益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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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全显光，我国当代著名美术教育家、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鲁迅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
师。
1931年生于昆明，祖籍江苏。
1955年毕业于鲁迅文艺学院绘画系，1955—1961年被公派到德国莱比锡艺术学院留学，获“版画家”
学位。
曾任中国“三版”研究会副会长，辽宁鸭绿江水彩画会会长。
著有论文《视觉记忆、动向造型与素描的基础训练》、《素描艺术之我见》等，专著《素描求索》，
译著《罗马尼亚画家格里高莱斯库》，译文《艺术作品的真实性》等。

　　刘春杰，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
中国当代版画文献策展人。
曾任黑龙江农垦日报社美术部主任、《江苏画刊》广告部主任，现为南京版画研究院院长、南京市艺
术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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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代序 八十自述 一昆明城下我的家 二珍贵的月饼 三北行列车 四严苛的老师 五剪不断，理还乱 六“特
务”岁月 七老骥伏枥 八臣无粉本，并记在心 九工作室里的年轻人 十郁风索画 十一我法我派 十二我说
当下 全显光年表 附录一我的老师 附录二离形去智，返璞归真——我的老师全显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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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家谱记载我的祖籍是江苏，祖上是明朝的一个官员，家谱上写的祖上的名字我不记
得了，后来政治上出了事，朝廷要诛九族。
祖上逃出一支，从南京逃亡到云南，最后在昆明县（现昆明市）住下。
其实我们家是姓王，为了安全起见，后改名换姓，在王字上加了个入字，就变成现在这个全。
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家谱和我从德国带回来的珍贵资料、大量画册、珂勒惠支等名家的版画
原作都被鲁迅美术学院的造反派抄走了。
落实政策后，学院赔了我五千块钱了事。
 我的爷爷全允中给我父亲讲，祖上带着家眷沿路靠要饭度日，逃到昆明以后，一无所有，全家人借住
在庙里。
我一生对寺庙有着极好的印象，就是从小常听长辈念及那个地方的缘故吧。
祖上无法生活，但他是在官宦人家长大的，懂珠宝玉器，当时昆明有许多地摊出售石头，他发现了两
颗不起眼的石原料，就两个铜板买下来，拿回庙里，日夜打磨，果真是上好的宝石。
后被珠宝店店主相中，卖了一些钱，租了一间房子，解决了一时的生存问题。
 祖上逃亡到昆明，靠勤劳和智慧逐渐生活好了，后来家里又有人在当地做了小官，但再也没有回原籍
无锡。
到我爷爷那代，家里渐渐穷下来。
爷爷全允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成天看书学习，也不愿意做什么买卖之类，就是学习，总想通过读书，
光宗耀祖。
就是这个念头，鼓励着他不放弃自己的努力，相信总有出人头地的时候。
 清代晚年，他就去参加乡试，考了第一名。
然后他又要去赶考，但家中没钱让他进京考试，京，是什么京就不知道了，可能是北京。
几个街坊邻居给他凑了一些路费。
奶奶说，全允中怀揣着乡亲们凑的钱，走了三个月旱路三个月水路到京，考上举人。
那年整个昆明，就中了两个举人。
全允中考取举人的照片我见过，穿戴很有派。
他被选入京为官，没几年就要求回乡。
朝廷又任命他为昆明县长，他以身体不好为由，都婉言谢绝。
 回到家乡昆明，他就琢磨找个什么事儿干，来报答家乡的父老。
干啥呢？
他就进了慈善堂。
之前他就自学了中医这门手艺。
慈善堂是为贫困人们看病的群众会馆，他进慈善堂给乡亲们看了一辈子的病。
因为他的德行，全允中在当地挺有名的。
 我父亲叫全生初，他很小的时候家里生活虽然不富裕，但还过得去。
后来奶奶病死，没过多久，全允中又娶了一个妻子。
自从进了门，几年内她先后生了四个儿子。
继母的那四个儿子都被送到学堂上学。
这个继母就是看不上我父亲，也不让他念书，叫他出去打工，当学徒自己谋生。
后来想把他毒死，这个继母就找一些水蚂蝗放入饭团给全生初吃，吃完后他肚子痛得死去活来，差点
丢了性命。
他说自己是端午节生的，是属鸡的，鸡就专门吃五毒，他的命真大，躲过一劫。
但是，谁都没想到，一年之内，继母和她的那几个孩子得了流行传染病，好像是白喉病，先后都病死
了。
 家里就还剩下全生初这么一个男孩了。
他的奶奶对他挺好，关心照顾全生初，这让他得到一些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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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长寿，八十岁多才去世。
他出去做学徒工，能挣些小钱贴补家用，加上全允中的微薄收入，家里生活上过得去了。
看到能干的儿子，全允中搓着手掌很懊悔地对儿子说：“哎呀，那几年让你受罪了。
”其实我爷爷知道后娶的妻子虐待儿子的事，但他当时有些怕年轻的老婆，不敢管得太多。
我父亲并不怨恨他，也不认为是自己的父亲心眼不好。
他那时候在土布店里站柜台卖土布，每月有点工资。
自己学着打算盘练写字，也偷空学习文化，在家他还跟全允中学些中医。
那时候我们家里人有点小病，都是他看。
 他每天晚上背白布送到染坊，早上背回来摆到店里，一次一百多斤，背了三年。
他说：“一定要给我的老祖母画张像，她太可怜了，一辈子照顾我，把一点点吃的都留给我们吃，自
己却舍不得吃一口，一张像样的照片都拍不起。
”就要请画师给她画张像。
那张画现在好像还在。
父亲请画师来家里画像，还办了一桌酒席作陪，让奶奶坐在中间，给她画了一张炭像，那张画像约七
十公分高。
他用三年背布得来的钱，只够请画师画一张祖母的炭像。
听父亲讲这件事我很震惊，心想我要学画，将来学成免费给穷人画像。
三年的工钱就勉强够画一张像，太苦了。
后来我就自己学画，也请不起老师，没有画样，就去借同学的《芥子园画谱》。
借来临摹，描来描去，天天画，后来画得不错了。
 我是1931年出生，那时的昆明处于战乱时期，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到处都是难民。
你想想，这种时局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能好吗？
我是生不逢时。
因为是男孩，父母送我到一所贫民窟似的小学校读书，而我的三个姐姐都无缘进入学校。
上学之后，因交不起学费也经历了多次辍学。
我那时候刚小学毕业，初中上了一年就辍学了。
总得想办法读完初中，拿个文凭才能继续上高中。
我就插班去，考试入学，造个假文凭。
我把同学的文凭借来，照着那个刻个图章，刻得一样一样的。
光有学历证不行，还要把前面没学过的课补上。
我就把同学那些用过的书借来看，做完作业请同学给我改。
他们不是学过了吗，就成了我的老师。
 刚上初中时，交不起学费，母亲把结婚时的玉镯子交给我去典当。
那时候小啊，只为自己考虑，也不心疼母亲的首饰，那是她出嫁时她的母亲送给她的。
我记得到了典当行，老板斜着眼睛，一脸不屑地拿过手镯，问：“是不是偷的？
”然后把钱重重地丢在台子上，我捡钱时心想，能上学就不怕他们看不起我。
千不该万不该，回家时路过一家画店，我忍不住进去看画，由于精力太集中，把典当得来的钱让小偷
扒了。
等发现钱已经没有了的时候，我腿都软了，那天怎么走回家的，自己一点都没有记忆。
我伤心极了，想到学费没了就哭，在地上打滚，父母耐不住我要上学的决心，带着我去找校长，父母
亲让我跪下求情，诚心感动了校长。
他说学费可以免除，但杂费不能免。
我说我自己去挣，不会欠钱不还的。
从此，每天放学以后，我就去裱画店当学徒，挣点钱做读书的杂费。
我勤奋、刻苦，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并在学期末获得优秀学生的奖励，奖励的钱还用来为揭不开锅
的家买了些米。
父母很高兴，夸我有出息，这次的表扬激励着我，我在心里决定一定好好学习，要有本事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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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抗日时期，昆明满城难民露宿街头，日本飞机还一天几次来轰炸，人心惶恐。
物价飞涨，一时几变，百姓苦不堪言。
当时我还画了一张画，“卧薪尝胆”，也就一张四尺宣纸大小差不多。
我当时在学校画画有点名气，也得过学校画展的奖励。
 父亲当时是在一家土布店当店员，到了年三十被无缘由地辞退。
那段时间家里一无所有，经常断炊，所谓的饭菜实际不过是大锅的清菜汤。
我们常常去菜市拾些被扔掉的破菜来充饥，生病的母亲还不舍得吃，省下来给挨饿的孩子们。
每天她还要做大量的针线活，给国民党缝制军服以养活家口。
 现在想想那个时代妇女承受了太多太多的苦难，我母亲生了那么多孩子要养活，还要长期从事重体力
劳动，久而久之得了一身病。
家境怎么能允许她花钱治病？
她也不舍得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
她的精神压力很大，我们家吃饭是最大的问题，饭少人多，一到吃饭母亲就说自己吃饱了。
她长年喝凉水充饥，得了病也不能治，逐渐发展成肝硬化，整个人浮肿了，肚子肿得很大。
后来的日子，她天天躺着，还日夜坚持做针线活。
上初二那年的一天，母亲就对我说：“长保（我的小名），我怎么看什么都是绿色的？
”我说：“妈妈，你总看绿色军装，眼睛就产生错觉，你要是经常出去看看树看看天，眼睛就会好一
些。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在外做工的父亲去找中草药，用药后她的病情仍是不见好转，日益加重，但她
还是没命地干活，不舍得吃东西。
有一天晚上，母亲说她肚子有点饿，让我弄点吃的给她。
我找遍家里每个角落，只有半个白萝卜。
我把萝卜煮熟，给她吃。
母亲吃完继续躺着，一会儿就咽气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她死了，不停地摇她的肩。
见母亲不睁眼睛也不说话，我跑出去找父亲，他正在回来的路上，手里握着一小块红糖，说我母亲吃
了会好的。
母亲扔下我们再也不管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
我在她的手指上褪下了一个久磨而失去孔眼的薄薄的顶针，这是她留给我的唯一的遗产。
 年少的我总认为她的去世和吃了煮萝卜有关系，从此对萝卜有成见，很多年我都不吃萝卜汤。
母亲重病在身，却没吃没喝，不能及时医治，还要坚持干活，这种生活重压摧毁了她。
我们家连棺材也买不起，只能求助“施棺会”的施舍，才将母亲入土。
我的母亲一生只照过半张照片，还是因为当局要拍居民证，不得不照，没有钱就和邻人合照在一张一
寸照片上，然后各自再剪下自己的像。
如今我仍然保留着那张小小的珍贵照片。
那个时候没有母亲支撑这个家，家中的日子更难熬，好似天塌了下来。
 少年丧母，我只能再次辍学，别无选择。
为糊口，白天去学徒做毛笔，刻图章，晚上读书，自学文化课。
稍稍攒了一点零钱，就想继续上学，想法插班。
那时买不起教科书，我就坚持用土纸抄书，或到书店看书，但当时的书店不允许长时间看书，所以看
一会儿就得离开，找另一家书店再看。
回家就做笔记，怕忘记了，这样坚持学习，日夜不停。
插班的考试，居然获得全班第二名的好成绩。
我父亲心疼我，说咱家连饭都吃不饱，你不如去当兵吧，起码可以不为衣食犯愁。
我却执意于自己的理想，当时最爱的是名人奋斗的传记书，它们支撑了我，我已经离不开它们。
 我拼命学习、画画，向同学借画谱，顶多借一个晚上，把它复画下来，第二天好还给同学。
这也许锻炼了我的能力，无形中我养成了画画速度很快的习惯，也学会快速使用资料的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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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困难，家里点不起电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蹲在电线杆下看书，电线杆上的灯挺亮，比我家里
的油灯不知道亮多少倍呢。
不管天气冷还是热，只要不下雨，每天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所以我的眼睛早早就近视了。
这样家里的油灯就让给我妈照着做针线活，她不能在外面做活呀。
我的一个同学学习不好，他妈说你们两个一起做作业吧，你帮帮他。
我就经常在他家做作业，他家有电灯，学习环境就好不少，他妈有时还做宵夜给我们吃。
我可高兴了，能在灯光下写作业，还有吃的有喝的，真是太好了。
当时想，我们家什么时候有这个条件就好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觉得有饭吃、有书看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吃饱饭一直是我们家的难题，常常一天吃一顿饭，而昆明的有钱人家一天是吃三顿饭的。
有时候，我父亲从外面回来了，拿个帽子兜回一点米放到锅里。
我听我姐说，母亲在世时，总是舀些干的给我吃，煮一锅菜稀饭，其他兄弟姊妹都是稀饭。
母亲不吃，我们问她为什么不吃，她总是说自己吃过了。
我母亲就是一辈子饿着，饿死了。
就从这时候开始，我想改变生活非得自己有本领，没有本领不行。
我觉得我画画还行，因为那时候在小学，我画画全校有名，学校的师生都说全显光是块画画的好材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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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丹青记》编辑推荐：归真的追求。
无论是人生，还是艺术，“离形去智，返璞归真”都是全显光教授实际践行并不懈求索的追求。
这不仅是一次人生的记述，更是艺术和人生精神的不断求索。
唯一的传记。
全显光教授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艺术实践中尝试颇多，教学范围涉及素描、版画、国画、油画、
泥塑、水彩等诸多领域，他还曾多次担任全国性美展、版画展的评委，是我国“三版”和水彩画的提
倡者和传播者。
他成就斐然却谦虚低调，三十余年不办展览，不做宣传。
《丹青记》因此是关于全显光教授生平的唯一一本著作，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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