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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2 对话大家INVESTMENT WEEKLY
艺 术 投 资 周 刊

■ 本报记者 任钦功

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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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冯其庸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大

家，他在《红楼梦》研究方面的造诣和成就早

已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熟悉。与此同时他还是

位兼集诗、书、画于一身的文人艺术家。他有

着文人对学术研究的严谨与苛求，有着对艺

术的不懈努力，有着对事物探寻真理的执着

追求。

对于接到采访如此大家的任务，我的心

情是紧张与激动。冯老的学识和修养作为晚

辈的我们是难以望其项背的。所幸一直联系

我们的冯老夫人夏老师也是位和蔼可亲，宽

己待人的谦和学者。经过简短的沟通，我们

和冯老约定在位于通州的寓所接受《中国贸

易报·艺术投资》周刊的访问。

如约来到冯老位于通州的家——一座简

单素朴的二层小楼。轻叩门环，出来迎接我们

的是夏老师。踏入小院，一阵古朴清新之风迎

面袭来，跃入眼帘的是江南园林中常见的太湖

石，石后紫藤垂蔓，凉荫伸展出，稀疏几株罕见

的古梅之间点缀着娇艳的牡丹，似一幅天然美

景的国画写生。移步书房，角落堆的秦砖、汉

瓦、石雕、铜像等，架子上尽是古书。

我们的采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

记者：冯老，您好！作为红学大儒，首先

重要的一点是要具备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积

淀，在那个特殊年代，您是怎样与之结缘，又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的？

冯老：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情

结，一辈子都在作学术研究，也是遂了我读书

时的心愿。我儿时正赶上抗战，读小学五年

级时就辍学在家做劳力，种田、做苦力。但我

喜欢读书，中学时就发表过文章诗词，遗憾的

是未能读到毕业。1946 年春读无锡国专，当

时正值解放战争的前期，偶然的机会使我接

触了一些延安的小说，比如《李有才板话》等，

正是在这种延安精神的鼓舞下，我参加了当

时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但我主要还是在学校

读书。后来由于无锡国民党城防指挥部要大

搜捕，我也在黑名单里，组织通知我赶紧转

移，我就离开无锡去了上海，在上海的无锡国

专继续完成我的学业。那时无锡国专上海分

校也有地下党，但当时都是单线联系，所以我

没有进入上海的组织。那时无锡、上海的学

校里有不少学术名家，如王蘧常、童书业、钱

仲联、朱东润等先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钱穆

先生他曾来作过讲演，后来去了台湾。在那

里我才真正得以系统地学习传统文化和古典

文学，受到许多良师的熏陶、启发，领我走上

了学习研究传统文化的道路。

记者：冯 老 不 仅 在 人 生 际 遇 上 从 容 达

观，在艺术创作上更是气量宏阔。先生曾在

自己的画作上题道：“老夫不是丹青手，为有

胸中逸气生。”以画为寄，以书画的方式抒发

胸臆，表露出文人画家对书画创作的一个本

质态度。

您似乎同当下的很多名人艺术家不一

样，很少出席一些商业活动，也不见您的书画

作品参加拍卖等炒作，您是如何看待您的艺

术创作的？

冯老：我 是 做 学 问 的 ，不 是 卖 字 画 的 。

写字画画一直只是我的爱好，幼年临习《芥

子园画谱》，后在无锡有幸得遇著名山水画

家诸健秋先生，我与这位老先生可谓有缘。

一次偶然的机会，诸老先生从我朋友处看到

我画的扇面后对他说：“你跟我学了三年还

不如他画的这几笔！”这位学生因此便把我

介绍给诸老先生，诸老先生了解到我家境困

难，负担不起学习画画开支的境况后，当即

说道：“如果你喜欢画画到我家里来看我画，

不必拜我为师，因为拜师要花很多钱，要办

酒。”就 这 样，我 一 有 空 就 到 他 家 里 看 他 画

画，他作画时是不说话的，到休息时就给我

讲，他在书房里挂了许多字画让我欣赏。他

说过：“看就是学。看了你就明白了，用不着

手把手一遍一遍地教。”

至此，我才知道，山水画是怎么画的，要

从哪里下手，当时读中学没有时间练习，但

对画画的技法已了解了一些。由于没有钱

交学费，只读了一年高中，就回家种地了，但

我从未间断过这种看似随意的创作，后来进

入到无锡国专学习亦是如此。后又有幸得

到刘海粟、朱屺瞻、唐云、谢稚柳、周怀民、许

麟庐等知名画家的指导，才慢慢地自己开始

画画。

我在无锡女中任职 4 年后，1954 年调到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系任教。到了北京以

后，我画画的时间多了一些，接触的书画界名

家也多了，刘海粟先生来北京的时候经常到

我画室看我的画，还有朱屺瞻、唐云、谢稚柳

等名家。当然，我并没因为绘画而耽搁我的

学术研究。

记者：冯先生的足迹遍及名山大川，在直

接登山临水中领会名山大川的真性情。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十次去西域考察，多次沿走

玄奘法师求法之路，三上帕米尔高原，两登喀

拉昆仑之巅，寻瓦罕古道，进楼兰，探罗布泊，

正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冯老这般读

书破万卷，行路临绝域实属少见。您为什么

在古稀之年还要坚持深入到那些凶险的地方

亲自考证研究？

冯老：1998 年 8 月，76 岁的我第七次上帕

米尔高原，于海拔 4700 米的明铁盖山口，发现

玄奘取经回国的山口古道，此古道为玄奘回

国以后 1355 年来的第一次发现，这一发现，轰

动了当时的中外学术界。2005 年 8 月 15 日，

我第三次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山口为玄

奘立东归碑记，同年 9 月 26 日，我从米兰进入

罗布泊、楼兰，到龙城、白龙堆，我还两次穿越

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积数年之力绕塔里木盆

地一周。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国的伟大，我们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到了罗布泊才感觉

到自己的渺小。

记者：您去过这么多地方，哪里给您留下

的印象最深刻？

冯老：印象深刻的哪止一处，明铁盖、罗

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是永远难忘的。这

里且说说我的祁连山之行。我一见到祁连山

的景色就特别喜欢。山顶悬崖上两座保存十

分完整的古庙，像北魏时期的，对面是一片红

叶，漂亮极了，悬崖底下包括我站的地方一大

片白桦树，白的树干，黄的叶子，点缀着许多

红叶……哎呀！这就是一幅天然的图画啊，

回来后我凭着记忆画了两幅画。

新疆的地貌太奇特了，难以想象！这个

山是红颜色的，大红！有人问：“山怎么是红

的？”我说：“你们不去看你就不知道！这不

是我想出来的，因为那里的山本来就是那么

红，不仅有红的，还有黄的，还有灰白色的。

在库车有一处山，老百姓称它为‘五色山’，

就是五种颜色的大山，不是一部分红，不是

那样，几座绵延千米的大山相连，一座全是

红的，另一座全是黄色的，远处还有一座大

山是白色的，去那里，要是碰到晴天，漂亮得

不得了哟！”。这就是艺术的创作是来源于

生活、来源于自然。

记者：在您现在创作的这些重彩作品中，

出现的钩、皴、点、染几乎完全找不到与古人

相对应的，您是如何寻找到这种绘画语言的？

冯老：当然我画的色彩比实物要强烈一

些，但碰上晴天，在阳光直射之下，色彩强烈

极了，跟画上的颜色没有多大差异；如果在阴

天，那颜色要昏暗一点，但都是红颜色，这些

奇景都是历经了上千万年由风蚀而成。这种

原始地貌能够保留至今实在太珍贵了，我庆

幸当时留下了许多图片资料，但现在恐怕已

经又有变化了。所以说，我的绘画语言也是

大自然的语言，只不过我用我的画笔进行了

再表现。

记者：现今很多中国传统绘画作品无论

从表现形式还是精神内容都受到了西方绘画

的影响，其传达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似乎

太少了。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冯老：现今，国内一些美院将重点放在西

洋画教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绘画，这是非常

不对的，本末倒置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在形

成过程中也曾吸纳了许多的外来文化，但始

终是以我为主。中国人学油画是非常有必要

的，但不要抛掉了自己，而用外国的替代中国

的。中国画比西方油画历史早得多，我国历

史上有大批名画家、名作，西方人认作珍宝，

我们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再借鉴国外

好的东西。一位英国的知名导演看到我的画

就奇怪地说：“中国画也有这么强烈的颜色

吗？”我告诉他我是用中国绘画的传统色彩所

表现的，是真正的中国传统绘画。

我觉得创新重要，但首先要继承，没有继

承哪里来创新？新的思想当然要新的表现手

法，但这新表现手法是建立在传统表现手法

基础上的。我们的山水画从古到今，一直在

变，山水画的各种画法都要临摹，作为学习，

要体会其中的精髓，就是通过学习他的用笔

方法、构图方法，怎样表现山的特殊形态的，

再运用到自己的创作中。

现代人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学习传统会

死于传统。其实，学传统是打基础，理解古

人，更重要的是要下苦功，要跑很多地方，看

真山真水，如此累积沉淀才能使传统与现实

融化，才能走得更远更高。国画是民族形式，

自然具有民族味道、民族风格。中华传统文

化是历代智慧与经验的延续，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财富，画家要明白这个道理。画中国

画一定要具备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在此基

础上传递现代的思想，那么自然而然会有新

的意境出来，不学传统，你就没有基础，没有

根，中国画的根既在于传统，也在于现实。

记者：您认为在画画、治学中最重要的是

什么？

冯老：那年我们一行人来到钟南山，爬到

山腰时，同行的人已经走不动了，我就一个人

朝着山顶方向继续前进。钟南山山势俊美，

景色秀丽，越往高处景色越奇特。当时正值

冬季，阳光覆盖在雪后的山顶上，远望秦岭，

碧蓝碧蓝的像蓝宝石，闪闪发光，真是美不胜

收！可惜，同行的人没能看到这样的美景。

其实，做人做事，作画治学，和爬山是一个道

理，贵在坚持！

采访后记：

冯其庸先生从默默无闻的无名少年，成

为如今的红学大家、艺术绘画大家，时至今日

仍在孜孜以求地研究学问，探寻艺术的真谛，

游历名山，感受造化之奇，探寻古人，弥补今

之不足。感动于他对人生永无止境的追求，

所以，在他的笔下才会有如此雄伟壮丽的诗

文书画！感动于他的人格魅力，相信留给我

们后来者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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