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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前某一天的晚上，北京胡同中一定是昏暗一片，因为那时路灯还没有在这里出现；同样是当年的
那一时刻，一条街巷里仅有的几个识文断字的文化人中，或许也难得有一位于孤灯冷火中独享烟云供
养；还是当年的那一时刻，几位好事者围坐在一起，交流着笔墨奇闻、江湖掌故⋯⋯百年后某一天同
样的晚上，我开始了《当代北京书画史话》一书中引言部分的格中攀爬。
当我们步入中年，便会经常回忆生活往事，这种现象，我以为是积累了厚重人生经历后的反思、回顾
，是一个人成熟的标志，也是人生将要有新的飞跃的前奏曲。
这种发生在人生中的现象也可为我们思考社会发展时引为借鉴。
梳理北京书画所走过的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思索北京这座城市的文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从而铺垫
好走向未来的路。
记忆是以琐事会聚而成的，诸多琐事的缺失，会造成我们大脑的空白。
北京书画就是我们对这个城市整个文化记忆中一个大大的点。
北京自辽、金以来作为中国的都城已有八百余年的历史，经过长期的历史沉积，汇集了丰富的书画文
化遗产，大量的艺术家于此创作出反映这个古老城市特有风韵的艺术作品，其影响波及泱泱中国并延
至现代。
自五四运动到当下，是北京书画文化变化最大的一百年，其具体表现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百姓家”。
而近三十年北京书画所经历的一切，是北京跨越百年、空前(或许是绝后)变化的交响乐中，绚丽美妙
的华彩章节。
正如画家描绘一个物象要通过不同角度一样，本书通过多方位、多层面、全视角的史实叙述，展现了
自20世纪到当代的北京书画的总体状态。
它大量采用这一时期与北京书画相关的回忆和记录，针对现存物象进行深层挖掘和分析，在客观、完
整地记录北京书画面貌的同时，从书画这一角度，完成对北京这个古老城市文化特征的反映。
本书用几个时期作刻度划分，描述北京书画一百年间的历史，后半个世纪将作为重点描述对象，而改
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将在后半个世纪中的描述中被着力涉及。
本书不仅描述部分特定的北京书画家的生活、创作图景，还将描述北京人接触、体验、欣赏书画艺术
所反映出的独特文化习惯。
它构成了京味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文化特征是属于北京的，它绝然有别于细腻、优雅的江浙，也有别于激情、豪爽的中原，更有别
于古朴、率直的西部。
北京书画的总体特征，与其所处的独特地理环境、政治地位、民俗习惯有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关
联；反之，北京所独有的书画文化，对北京人的文化环境、政治气氛、民俗习惯、审美情趣也有着微
妙的影响。
众所周知，北京具有古老城市和大国首都的双重身份，因此，本书在成书过程中有意识地将北京书画
的双重属性加以区别，集中笔墨描述北京书画百年的变迁。
本书所涉及的北京，近百年来一直处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地位，它聚集了大批书画艺术家，这些人
不仅给这座古老的城市带来了巨大影响，也影响了一个国家书画发展坐标曲线的陡缓曲直。
本书不仅对北京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欣赏、收藏书画以及围绕书画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加以描述，
同时还旁及与书画相关的部分姊妹艺术以及传播载体、学说理论、文化市场、展览场馆、美术教育、
师承宗法、画家背景、雅事奇闻等诸多方面。
当然，它们是被有选择地列入描述范围的，而最终目的是为读者提供反映北京书画百年风貌的全息图
像。
北京书画在一百年的变化流转中，有太多的人和事需要、同时也应当为我们所记录，于这些人中有使
后人加深对中华文明认知、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们；有以博厚西洋学识转顾专事京味书画的一代艺术
宗师陈师曾们；有以铮铮铁骨面对权贵的李苦禅们；有于时代苦难坚持独立思考的众多北京青年艺术
家们；更有众多立足传统、寻求突破、默默无闻的老画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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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还有许多发生于这个城市的书画故事应为我们所记取，无论是在家国灾难深重时作为绵延不息
的文化薪火，还是在荒诞岁月使人摆脱精神桎梏的理想家园，围绕书画所演绎的故事汇成静静的护城
河，环绕、陪伴古老的北京岁岁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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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书画史话》通过多方位、多层面、全视角的史实叙述，展现了自20世纪到当代的北京
书画的总体状态。
它大量采用这一时期与北京书画相关的回忆和记录，针对现存物象进行深层挖掘和分析，在客观、完
整地记录北京书画面貌的同时，从书画这一角度，完成对北京这个古老城市文化特征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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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北京——发现甲骨文的地方王懿荣(1845—1900)，1880年考取殿试二甲第十七名，曾任国子监祭酒。
国子监，毗邻雍和宫，位于北京城北部，旧时也称太学，时下的解释是封建统治者培养科举人才和各
级官僚的皇家大学；祭酒，当等同于今天的校长。
这样说来王懿荣便是皇家大学的校长，他对于经文、陶文、金石都颇有研究，是一位于传统文化造诣
极深的清廷高官。
这些也许并不足以使其为我们今人熟知，但他晚年的一个偶然发现，将他与北京这座城市和中国最古
老的文字联系在了一起。
1899年，居住在北京东安锡拉胡同11号的王懿荣身染疟疾，久治不愈。
一位医术高明的老中医为王懿荣开出一剂药方。
待家人将药从宣南菜市口的鹤年堂药房抓回后，其中一味呈碎片状名日“龙骨”的中药，表面上镌有
奇异的纹络，这引起了对中医颇有兴趣的王懿荣的注意，下意识问他抱病亲临药房叮嘱老板，如果再
有商贩送“龙骨”来，请代为引见。
不多时日，名扬京华的古董商人范维卿被引见到王家府邸，并带来了十几片“龙骨”。
之前，他到河南安阳、汤阴一带去收购青铜器，没有如愿，但他听说当地有种“龙骨”是名贵药材时
，抱着“不枉跑一趟”试试运气的想法，顺便收集了12片。
王懿荣见到刻有文字的甲骨片，分外高兴。
他仔细端详着每一片甲骨上一个个单一成形的“符号”，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数日萦绕在心头的一
个疑团霎时间有了答案。
他兴奋地告诉在场的人：这是比钟鼎文更古老的中国文字！
范维卿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药材是真正的古董。
于是，王懿荣以每字一两银子的高价买下了这12片甲骨，并当场给范维卿600两银子，指使他为自己继
续大量收购。
随即，又派家人到京城各大药店以重金把刻字的甲骨全部买下，以至于典当细软，倾其家财也在所不
惜。
然而，精于算计的商人范维卿唯恐财路被断，谎称“龙骨”产于河北、山西，拒不挑明其真正出土地
是河南安阳小屯，以至于早年河北周边一带，农民纷纷在田边地头挥舞镬头寻找宝物“龙骨”。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河南安阳小屯是“甲骨”真正产地才被专家确定。
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王懿荣自杀殉国。
在他去世前共收集了甲骨1500片。
于是，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好友、《老残游记》作者刘鹗所有。
当刘鹗的儿女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便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
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
这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被近代人最后发现的故事。
令北京人自豪的是，发现甲骨文这一中国20世纪初最大的考古成就，其发端并不在其原出土地，而是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城市！
1921年，著名学者、曾任补参事官兼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农科监督的罗振玉在研究之余，首先集
甲骨文字用毛笔写成楹联，成为最早以甲骨文进行书法创作的人。
故宫的书画收藏故宫以及宫中文物随着清王朝命运的日薄西山，开始了它历史上最大的劫难。
溥仪住在紫禁城的最后几年，小朝廷处在一片末日的混乱当中。
出于为复辟及日后生计考虑，溥仪以赠予的名义，指示溥杰将大量名画带出故宫。
同时许多太监开始伺机盗宝，使得当时地安门一带新开了不少古玩店，而且家家生意都很兴隆，而这
些店铺的后台老板大多是宫中的宦官。
直至新中国成立后清理故宫时，仍在宫中多处隐秘之处发现了被太监们藏匿起来却没来得及带出宫去
的珍贵字画，解放后还曾在重华宫的戏台底下发现过一件金代大画家赵霖的《昭陵六骏图卷》。
它是根据陕西唐太宗昭陵墓的石刻所绘，是赵霖唯一传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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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中文物的混乱与大量丢失，激怒了溥仪，他命内务府彻底查办。
但这却招来了更大的祸患。
1923年6月26日，即溥仪决定查办的前一天，太监放火烧毁了建福宫，灭掉了偷盗的罪证。
当年乾隆皇帝留给嘉庆皇帝的大部分收藏都装箱封存在这里。
究竟这把火烧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据说，建福宫内曾存放了上千尊金佛。
事后，光一家金店在处理这些灰烬时就拣出了17000两金块和金片。
于此多年之后，故宫外仍活跃着一批以收购宫中废物、淘拣其中宝物为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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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书画史话》用几个时期作刻度划分，描述北京书画一百年间的历史，后半个世纪将作为重
点描述对象，而改革开放的这二十多年将在后半个世纪中的描述中被着力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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