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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酿酒人不知酒味，倒入夜光杯请客尝。
贺小钢和燕子二位卖酒女郎，每次只给客人倒一点点，怕人醉。
其实我的酒度数很低，只恐酒味不足，今集篇成书，仍不醉人的。
随酒配的短文，那是奉送的茴香豆与花生米，供客人看图识字或按图索骥。
　　醉里插花君莫笑，我是想与君共醉的，醉不了，结识酒友也，美事一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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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吴冠中，笔名“荼”，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思想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
数十年历经坎坷，苦恋家园，在致力于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创新中，创作了大量的
绘画艺术作品，并发表独具卓越思想创见的文论、散文随笔百余万字。
曾于北京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新加坡国
家博物馆、印尼国家展览馆及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处举办个展数十次。
已出版画集、文论集、散文集七十余种。

　　《画眼》为他的随笔集。
《画眼》主要收录了“双燕”、“金桂花”、“落红”、“高桥”、“都市之夜”、“长日无风”、
“夜航”、“太湖鹅群”、“南京长江大桥”、“鱼之乐”、“红灯笼”、“鼓浪屿”等作品，供读
者朋友们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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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吴冠中
笔名“茶”，中国当代著名画家、美术思想家、美术教育家、散文家。
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
1942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
1946年考取公费留学，次年赴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深造。
1950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艺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
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数十年历经坎坷，苦恋家园，在致力于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不断探索、创新中，创作了大量的
绘画艺术作品，并发表独具卓越思想创见的文论、散文随笔百余万字。
曾于北京中国美术馆、香港艺术馆、大英博物馆、巴黎塞纽齐博物馆、美国底特律博物馆、新加坡国
家博物馆、印尼国家展览馆及台湾历史博物馆等处举办个展数十次。
已出版画集、文论集、散文集七十余种。
1990年获法国文化部最高文艺勋位。
1993年获巴黎市勋章。
2002年3月入选为法兰西学院艺术院通讯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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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双燕　　80年代初我任教工艺美院期间，带领学生到苏州角直写生实习，我的研究生钟蜀珩同行
，边教边学，协助我辅导。
在苏州留园，学生们在太湖石中联系到人体的结构与运动，在不起眼的墙上爬山虎中提炼出感人的画
面，确是体现了我对造型观察的启示作用，并发展了我的思路。
在教学中，重于培养慧眼，轻于训练技术，尤其反对灌输技术，技为下，艺为上。
眼睛是手的老师，“眼高手低”不应是贬词，手技随眼力之高低而千变万化。
在苏州上完课，学生们返京去了，钟蜀珩随我去舟山群岛写生，没有课务，我们自由作画，疯狂作画
，我不考虑钟蜀珩能否跟上我近乎废寝忘食的步伐，她却跟上了。
无论多大太阳，即便在西双版纳的烈日下写生，我从不戴草帽，习惯了，钟蜀珩见我额头一道道白色
皱纹颇有感触，那是写生中不时皱眉，太阳射不进皱纹的必然结果。
我们离开舟山回宁波，到宁波火车站，离开车尚有富裕时间，我们便到附近观察，我被滨河几家民居
吸引，激动了，匆匆画速写，钟蜀珩看看将近开车时间，催我急急奔回车站，路人见我们一男一女一
老一少在猛追，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我们踏进车厢，车也就慢慢启动了。
这民居，就是《双燕》的母体，谅来这母体存活不会太久了。
　　白墙黛瓦、小桥流水、湖泊池塘，水乡水乡，白亮亮的水乡。
黑、白、灰是江南主调，也是我自己作品银灰主调的基石，我艺术道路的起步。
而苏联专家说，江南不适宜作油画。
银灰调多呈现于阴天，我最爱江南的春阴，我画面中基本排斥阳光与投影，若表现晴日的光亮，也像
是朵云遮日那瞬间。
我一辈子断断续续总在画江南，在众多江南题材的作品中，甚至在我的全部作品中，我认为最突出、
最具代表性的是《双燕》。
　　《双燕》着力于平面分割，几何形组合，横向的长线及白块与纵向的短黑块之间形成强对照。
蒙德里安（Mondrien）画面的几何组合追求简约、单纯之美，但其情意之透露过于含糊，甚至等于零
。
《双燕》明确地表达了东方情思，即使双燕飞去，乡情依然。
横与直、黑与白的对比美在《双燕》中获得成功后，便成为长留我心头的艺术眼目。
如1988年的《秋瑾故居》，再至1996年，作《忆江南》，只剩了几条横线与几个黑点，往事渐杳，双
燕飞了，都属《双燕》的延伸。
近乎抽象的几何构成，缠绵纠葛的情结风貌，其实都远源于具象形象的发挥。
不同时期作品揭示了作者数十年来奔忙于何事，心灵的隐私被示众了。
　　酱园　　酱，在平民调料中曾是主将，用途广而价廉，家家离不开酱。
当我的童年，酱园是大商家，所有市镇上的酱园一色大白门墙，白墙上一色硕大的黑体字“酱园”及
“乳坊”，字体仿佛也是程式的，一目了然，真乃昨日麦当劳或肯德基乎。
我小学的一位女同学穿着讲究，很娇气，她家就在镇上开着酱园。
农家省钱，大都自家做酱，并以酱代酱油用。
约略记得，做酱是先将黄豆煮烂，晾干，切割成许多小块，等这些豆泥块块发霉后，置人瓦缸，和盐
一起搅拌，另加什么料，如何令之发酵，就记不清了。
瓦缸里黄色的糊糊便是酱的前身、本身。
制酱靠日照，故都在夏季做酱。
怕鸡、狗偷吃或孩子耍弄，我家的酱缸置于院内房顶上，父亲每天从那个破旧木梯多次爬上去搅拌酱
缸。
天下雨，便用一只苇叶编织的大檐帽盖住酱缸，风吹，尚须用几块砖压住帽檐。
雨停日又出，他立即又爬上去掀开帽檐，南方的夏天晴雨无常，瞬息多变，父亲太操心，不时爬上爬
下总是他一个人的事，我多次想替代上去拌酱，他不放心，怕我拌不匀。
终于那破旧木梯折断了，父亲重重摔了一跤，落下了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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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酱当菜吃，吃粥或饭均拌酱吃，将黄瓜或西瓜皮投入酱缸，几天后成酱瓜，香脆而甜咸。
南方主要吃米饭，偶尔吃一次手擀面条，便如节日美餐，我们在面条里调入一点酱油，鲜极了，父亲
虽不禁止，但他不用酱油，只拌着酱吃，酱油是从酱园买来的，价贵。
　　北方人也吃酱，多半拌葱蒜吃，但从未见到南方格式的酱园，我自己不买酱，对此全不关心了。
几年前到绍兴一乡镇访问，突然发现一家童年熟识的酱园，高门大白墙，白墙上仍然是硕大的黑体字
“酱园”“乳坊”，字体也是正宗传统衣钵，我情不自禁画下了这幅上世纪30年代的酱园遗老像，眼
前又显现了爬梯子拌酱缸的父亲，和小学同学那位酱园之家的娇小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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