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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道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此人乃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著名文化活动家、美术家、戏剧家。
　　1897年出生于贵州省普安直隶厅（今贵州盘县城关镇）的张道藩，生于衰败的清末，长于世事动
乱的民国时代。
负笈平津，留学英法，1926年回国参加革命，因机缘凑巧，归于蒋介石旗下，将他的一生和蒋介石的
专制政权捆在了一起。
在蒋介石的众多文臣武将之中，张道藩与陈布雷、陈诚、蒋经国诸人，对蒋介石可谓唯马首是瞻，矢
志不渝，深得蒋介石的倚重。
　　20世纪20年代末，蒋介石成功控制国民党政权后，视张道藩为心腹，在蒋氏一手擢拔下，张道藩
仕途一帆风顺。
先是青岛大学教务长、浙江教育厅长，然后做到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内政部、教育部次长。
任国民党第三、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第六届至第九届中央常务委员。
当台湾蒋介石政权的“立法院长”。
无疑地，张道藩是蒋介石培植的国民党干才。
政途的顺畅，蒋介石的赏识，为张道藩开展文化运动，全面掌控国民党文化宣传系统提供了契机。
　　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在文化领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张道藩加入了陈果夫、陈
立夫所控制的国民党党务文化系统，组织中国文艺社，发行文艺刊物；组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央
电影摄影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组成中国美术会、中华全国美术会，并担任理事、常务理事、理事
长等主要负责职务。
并参与筹组中央博物院，自始至终关注支持中央博物院的筹备工作。
同时，负责国民政府古物保管委员会的工作，在国难深重之际，为避免日寇破坏古物，组织了中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古物迁移行动，南迁、西进，将大量民族瑰宝安全迁移。
就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际，张道藩于1937年春天在南京成功组织民国时期最辉煌的中国第二次美术
展览会。
这些工作，为他全面掌控国民党文化工作准备了成熟的条件。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战的胜利。
在这一个阶段，张道藩争取国民党政权的资金支持，救济文化人，为支持文化战线的抗战做了一些有
益的工作。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从香港、南洋、上海组织撤离大批文化人士赴内地并慷慨援助；1944年
底，从广西、湖南等地组织大批文化人士撤往内地并无私援助，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大批知识界精英人
物。
在这个阶段，张道藩广交国共、第三方面的文化界朋友，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欧阳予倩、傅
斯年、林语堂、蔡元培、梁思成、竺可桢、马衡、姚蓬子、齐白石、徐悲鸿、王子云、方介堪、胡适
、林凤眠、刘子华、华仲麟、张友渔、沈志远、冯雪峰、姚雪垠、韩幽桐、胡风、赵清阁、聂绀弩、
叶以群、钱纳水、吴祖光、洪深、曹禺、李可染、宋之的、太虚，大批文化人士成了张道藩的朋友。
在这一个阶段，张道藩实际上已经全面掌管和控制了国民党文化宣传系统，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文化运动委员会的组建运行，《文化先锋》、《
文艺先锋》的发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的出笼，在国民党文化系统和共产党的争夺战中，他
的历史局限性也日益严重地显露出来。
　　解放战争时期，至为愚忠的张道藩，死心塌地为蒋介石专制政权服务，逆历史而动，和历史做拔
河游戏，一败涂地。
　　国民党退守台湾，张道藩对蒋介石的愚忠，得到了蒋氏的青睐：出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立
法院长”，达到了他政治生涯的至高点。
在孤岛晚岁的日子里，他继续代表蒋介石全面掌控台湾文化界，组成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国文艺
协会、中兴文艺图书馆、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创作全面反映他自己文艺思想的作品《三民主义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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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面贯彻蒋介石政权的文化路线，直至1968年离开这个世界。
　　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张道藩作为民国时期著名文化活动家，有功有过，褒贬不一，在历史
上留下了其深刻的痕迹和影响。
　　说张道藩是民国著名美术家，不能仅看他长期任中国美术会理事长、中华全国美术会理事长，而
要对他的美术活动史做全面考察。
　　张道藩童年受他的姑姑侍阖影响，对绘画很感兴趣；童年时代描红，绘《月季》、《野艇》，足
见他的美术天赋。
南开求学时，老师鼓励他从美术方面发展，带着画家梦留学英法，考察欧洲美术事业，进入伦敦大学
美术部，获得该单位颁赠给中国留学生的第一份文凭；旋进入法国国立最高美术专门学校深造，1926
年一次以三幅美术作品入选法国巴黎沙龙春季美展，掀起了他美术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留欧学成回国，翻译《代欧洲绘画》一书；支持刘海粟宣扬人体艺术，偕徐悲鸿举办人生第一个个人
美术展览，美术家的张道藩已粗具雏形。
遗憾的是从此张道藩的美术历史来了一个转折，“学画不以画为业”，一脚迈进政坛，以至终身，他
丧失了成为一流国际美术大师的机会。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美术家，他仍在从政之暇，关注、从事美术活动：结交美术界大佬为朋友，如
齐白石、徐悲鸿、王祺、张书旗、傅抱石、陈之佛、宗白华等辈，这些人成了张道藩的艺术至交
；1933年11月，他组成中国美术会，自任理事长，并倡议、主持修建南京中央美术陈列馆：1937年4月
，举办了史无前例的第二届全国美展，并联络全国368名著名美术人士，成立中华全国美术会，张道藩
当选理事长；抗战军兴，他又促成美术界抗敌协会成立，并于1940年5月重新组建中华全国美术会，继
续当选理事长，1940年至1949年连任三届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12月至1942年2月任
教育部美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1942年12月至1943年元月，在重庆举办了第三届全国美术展览，轰
动中外；他发起筹建中国美术馆，张道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美术界爱国人士，为抗战大业作出了
自己的贡献。
　　抗战胜利后，张道藩积极投身于古物保护事业，为接收并妥为保护各地美术及其他古物作品尽了
自己的力量。
一直到国民党撤出大陆，张道藩始终以不减的热情从事美术活动，可见他对美术事业的热情。
　　除了组建美术团体参与美术活动外，张道藩还乐于推介美术人才并亲手作画。
20世纪30年代以来，他积极支持徐悲鸿、刘海粟等从事国际美术交流活动，他亲自撰文评介潘玉良、
梁又铭、梁中铭、秦宣夫、余仲志、傅抱石等人的美术成就。
而1946年底张道藩拜齐白石为师，更凸显了他对美术的热爱，“活到老，学到老”，成了他的座右铭
。
到台湾后，张道藩仍积极支持美术事业的发展，并亲自操办西班牙画家戈耶的画展，自己陪同蒋介石
、宋美龄参观，以示提倡。
　　说张道藩是一个美术家，根本的还在于他一生致力于美术创作，给世人留下了不少美术作品，纵
观他一生的作品，从青年中年到老年时代，虽然书无大字、画无巨幅，但他坚持作画，作品异彩纷呈
，独具特色。
他的作品有：水彩画《贵阳南郊》、《凤尾花》、《阳明山后山》、《兰》、《柿》、《枫林》、《
湖畔》、《泛舟》；油画《美人鱼》、《台湾风景》、《睡莲》、《丰富的果实》、《张夫人画像》
；国画《葫芦》、《圣诞红》、《兰》、《黔北乌江峡》、《月季》、《荷》；素描《兰》、《人体
》、《人像》、《自画像》、《张夫人画像》；水墨画《谁知鱼苦乐》。
　　张道藩的美术作品，或淡雅，或清新，或浓墨重彩，或有所寄托，深得齐白石等方家的称誉。
而张道藩的美术作品中，最能显露他性格的便是为至情友人蒋碧薇所作之画了，“宗荫室”中产生的
各幅字画，各式《瓶花》，各种《兰》，兰性蕙性，可以窥知一个婚姻失败者、感情成功者的心境了
。
　　从这些事实可明证，说张道藩是民国著名美术家，其实是很合理的。
　　张道藩一生多才多艺，创作成就巨大，在他一生的创作中，话剧的创作对社会的影响最为巨大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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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道藩在留学欧洲时，就和傅斯年常常光顾话剧演出场所，萧伯纳、易卜生等人的作品，成为他的至
爱，奠定了他从事戏剧创作和演出的基础。
　　张道藩的话剧作品可分为翻译和创作两个部分，翻译的作品有：1934年2月完成的独幕剧《第一次
的云雾》又名《蜜月旅行》，1936年5月完成的四幕剧《狄四娘》，抗战后完成的三幕剧《忘记了的因
素》。
创作部分，有1934年完成的四幕剧《自救》，同年10月完成的五幕剧《自误》，1937年5月完成的五幕
剧《最后关头》，同年11月完成的独幕剧《杀敌报国》，1968年元月完成的四幕剧《留学生之恋》。
张道藩的话剧作品，加上他1936年元月完成的电影剧本《密电码》和1947年3月完成的又一电影剧本《
再相逢》，演出的话剧、摄制放映的电影，构成了张道藩文学创作的主体部分，对社会的影响，有相
当的意义。
在张道藩的作品社会题材剧中，《最后关头》暗喻中日大战必不可免，同时，该剧编排合理，矛盾产
生发展冲突结局的处理深合道理，为抗战宣传立了第一功；《密电码》记述张迭代法自己的一段历史
，为动员广大青年、国人投入抗战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杀敌报国》就在于鼓励民众奋起抵抗日
寇的侵略。
在婚恋题材剧中，《第一次的云雾》、《留学生之恋》其实就是对张道藩和他的夫人郭淑媛爱情的纪
念；《自救》、《自误》则是张道藩对爱情题材剧的一次成功探索。
另外，社会题材的《狄四娘》，经张道藩改译后，宣扬知恩报恩的思想，其实也就是张道藩知恩报恩
，永远还报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知遇之恩的一种姿态；《忘记了的因素》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
期，国统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矛盾极度尖锐之际，妄图注入一剂“和谐”的药剂，调和阶级矛盾，自
然是白费力气；电影《再相逢》则以喜剧的形式讲述传统悲欢离合的主题，意图唤起国人对国民党政
府的好感，当然效果难尽人意。
　　张道藩实践话剧运动，自编自导自演，确有他艺术家的风采，但他的话剧实践根本上离不开一个
政治主题，这明显地影响了他的才情发挥，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戏剧家的定位。
　　民国政治史、文化运动史、美术史、戏剧史都无法绕开张道藩。
张道藩的成功，在于他借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提供的政治资助，获取了满意的政治地位，使
得他的多方才艺在民国历史舞台上得以尽情展现，美术、书法、文学创作；话剧电影编剧、导演、演
出；摄影、语言文字、演讲、辩论、烹饪、社交、音乐，其人都有所长，他可谓一个艺术的全才。
一个艺术上成功的张道藩，放之于历史长河中估量，此人又做了逆历史而动的蠢事，这就是他的政治
选择，决定了他的政治命运是悲剧性的结局。
而让世人最津津乐道的张道藩、徐悲鸿、蒋碧薇三人用毕生精力演绎的人间悲情大剧，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至今仍难免令人动容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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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道藩的文宦生涯》真实刻录一个文化人的官场之路和情感之旅，令人反思。
张道藩是民国时期文化人混迹官场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他被称为民国时期的“艺术全才”，张道藩是蒋介石政权中CC系（陈果夫、陈立夫）的重要人物，同
时又深得蒋氏信任，官运亨通。
可在内心里何以总有“政途艰难可畏”之感，常有“尸位素餐”、“苟全性命”之念？
徐悲鸿妻子蒋碧薇曾经收到张道藩从意大利寄来的一封长信，张道藩向她掏出了一颗赤裸裸的爱心。
他几十年痴情投入这场民国时期沸沸扬扬的婚外恋情，最终何以又是悲剧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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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英法镀金　　一、画家梦　　长途漫漫。
一艘载重7000吨的破旧老化的轮船，从上海驶向欧洲，船上共有50名乘客，除10名外国人外，都是赴
欧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而其中又有11人为贵州籍，肄业南开的占8个，两广籍的有五六个。
他们为消遣这段航程，组织起同舟共济会，每星期办演讲会、同乐会。
唐应铿给大家讲英法的风俗习惯和礼节，很受欢迎；而盛成讲印度哲学，听众中竟有人打起鼾来；一
位英国传教士用自以为全中国人都懂的广东话讲演，因为能听懂的人很少，成了瞎子点灯。
　　这艘破败商轮，载着年轻人的热望，摇摇晃晃，从1919年11月22日起，历经49天，跨越太平洋、
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1920年1月9日驶至伦敦外的提尔布勒码头。
这艘船开航前因为航线改变而不经法国马赛直接抵达伦敦，因此张道藩等赴法的青年都加办了英国签
证，所以在英国停留很方便。
留英的老留学生把他们接到伦敦，告诉他们，法国战后军人复员，抢占了大量工作岗位，大战期间在
法的数万华工纷纷回国，他们如按预期赴法，找工作或做勤工都困难，更难谈俭学了，劝他们想办法
留在英国。
对张道藩来说，又面临很大的经济压力，他自己在国内的积蓄买了船票后，剩下的换成500英镑，精打
细算也只够二年的开销，他只能向国内亲友求助了，结果得到荷姑友人、前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曲荔斋
的回信，慷慨答应按官费生资助他每月20英镑，张笏香也答应每年帮助数百元的费用，经济困难解决
了，张道藩可以安心学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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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道藩是民国时期文化人混迹官场社会的代表性人物。
动乱的年代他投于蒋介石的旗下，成为其“心腹”，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内政部、教育部次长，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逃亡台湾后，许多国民党权贵显要纷纷失宠，独他官运亭通，成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国民党当局
的“立法院长”。
他利用自己的政治上的便利，组织国民党文化艺术团体，开展各种活动。
尤其抗战时期，争取政府资金救助文化人，支持文化抗战，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古物迁移行动，
更成为他人生最无争论的亮点——能说他不“飞扬”么？
 但是，当他为了“感恩”和“愚忠”，把自己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也就注定，了他人生悲剧的命运
。
正是在抗战时期，’当全国文化界成立抗协，团结抗战时，他却玩起挑拨离间的游戏，到处为蒋介石
拉拢文化界人士，被骂得灰头土脸。
在台湾为维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他甘当炮灰操纵罢免李宗仁，栽赃污陷吴国桢，更为干夫所指：他
曾经也想“有所作为 ”，在台湾想搞点西方程序式的“民主”：却也没想犯了主子的大忌⋯⋯ 一辈
子的官场生涯，在他内心里总有“政途的艰难可畏”之感，常存“尸位素餐”“苟全性命”之念。
而他作为那场广受争议的“名人三角恋”的主角，几十年的痴情投入，也终以悲剧收场。
——这不正是他的落室和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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