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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丰子恺的绘画形式和审美思想的形成

丰子恺先生的审美思想脱离不了他的生活环境，在

传统文化浓厚的地方长大，从小就喜欢关于艺术的人与

事，时间的熏陶培养了丰子恺先生独特的审美观，这样

的审美观也在后来影响到他绘画的创作，形成了独特的

绘画形式。在丰子恺先生一生大量的绘画作品中，我们

会发现传统民间文化艺术的思想对丰子恺先生绘画形式

的影响。丰子恺的家乡在美丽富饶的江南，当地民间艺

术蓬勃发展。这些浓厚的传统文化，影响着小时候的丰

子恺，丰子恺家的“六神牌”套色木版画，精美的剪纸

作品，都是丰子恺颇为喜欢的。木版画粗犷奔放、朴实

大气；剪纸画的细腻灵气、小巧玲珑。版画与剪纸的构

图饱满，讲究对称，美观大方。这种简洁明了生动有趣

的表现方式，也融入到了他之后的艺术作品中，简单的

笔触就表现出他朴实、纯真的思想感情。孩时的丰子恺

经常出入染坊，对印染技术熟记于心。印染独有的风格

样式，不拘一格的用色手法，在他往后的艺术作品中也

有表现出来。他的作品透露着一种亲昵朴实、通透自然

的感觉深受大众喜爱。

丰子恺先生 1914 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并拜

师于在艺术修养上很有造诣的李叔同。李叔同是丰子恺

先生的启蒙老师带领他走进艺术的殿堂，对他早期学习

绘画、音乐、教育等方面有很大的帮助。丰子恺受到李

叔同和谢丏尊的影响爱好书法。夏丏尊这位国学大师教

导丰子恺每次的写作都要尽全力写好，这很有效的锻炼

了他的文采和观察事物的敏感性。《张黑女墓志》这幅画

丰子恺从小就开始临摹，同时也一直临摹了很多的魏碑。

这些临摹的基础使他了解各类书写笔墨方式的特点，也

形成了他独特的书写特点。为之后的绘画打下了扎实的

功底。

李叔同晚年潜心向佛出家，法号弘一。他的佛学思

想也深深的影响着丰子恺，1927 年冬丰子恺拜弘一法师

为师并皈依佛教，与弘一法师互相交流学习。丰子恺先

生晚年创作了分为三集的《护生画集》，其中的前五十幅

就是为了纪念弘一法师 50 岁生日而作。中间六十幅则是

纪念 60 岁生日而作。前两集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配词

注解，诗词搭配相辅相成，通俗易懂。后一集是在弘一

法师圆寂后所作，《护生画集》不仅是一部简单的画集，

更是两人思想艺术交流的一个过程。

二、竹久梦二对丰子恺绘画形式的启发

1921 年丰子恺先生来到日本求学，虽经历了短短的

十个月，但却改变了丰子恺的人生，求学的日子里他全

神贯注的投入到艺术的学习中，就像黑暗中的旅人，遇

到了灯塔。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美术著作，这

让他对艺术有了更深层的理解，为之后的创作融合中西

方美术思想打下了基础，也同时为自己独特的审美思想

奠定了丰富的知识。

丰子恺先生在日本求学期间在一家书店偶然邂逅了

“漫”绘人间
——邂逅丰子恺与竹久梦二

汪增慧

青海师范大学　青海西宁　810000

摘　要：在2018年的十月金桂飘香的季节我有幸在美丽的杭州参观了浙江美术馆展出的《此境风月好－丰子恺诞辰

120周年回顾展》。看画展时真正领悟到在丰子恺的漫画中他对生活和艺术创作的热忱。丰子恺先生的绘画作品朴素

真实充满着生活气息，能让观看者在欣赏其作品中感受到不一样的美，润物细无声的让观者体会到生活的真实伟大。

而我在欣赏学习的过程中也体会到要带着热爱生活的态度去创作。在展览中还有大量竹久梦二先生的作品，使我大

开眼界。在中国艺术的舞台上丰子恺先生是一颗明亮的星辰，丰子恺先生是中国杰出的有影响力的艺术教育家，对

于艺术的热爱如痴如醉。他热爱音乐、美术对二者有独到的见解，对民族宗教文化的理解也有着不一样的诠释。独

特的生长环境造就了他不一样的艺术审美。他改变了漫画在当时艺术文化圈的境遇，并且独创了具有个人风格的

“感想漫画”这一画派，这一画派在后来深深的影响着中国漫画界的发展。丰子恺先生用漫画的形式讲述一个时代的

故事，作品灵感来源于生活、诙谐有趣、情感细腻、富有禅意深受人们的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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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久梦二的漫画作品，这变成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另一大

收获。竹久梦二原名竹久茂次郎，是日本明治时期的著

名画家、诗人。他创立了梦二式的“感想漫画”。竹久

梦二信仰基督教，他博爱的宗教思想让他的漫画独树一

帜。丰子恺在《绘画与文学》这本书中写到：“梦二寥寥

数笔，不仅以造型的美感动我的眼，又以诗的意味感动

我的心。”1。竹久梦二的作品，让丰子恺对绘画有了重

新的思考，建立了新的审美观。抗日战争后丰子恺先生

得知竹久梦二的漫画没有丢失他写道：“弟于故乡已无可

牵恋，除非此“梦二全集”等书耳。因念竹久梦二先生，

具芬芳悱恻的胸怀、明慧的眼光、与遒劲的脑力。其作

品比后来驰誉的柳濑正梦等高超深远得多，真是最可爱

的日本画家。”2 由此可见丰子恺先生对竹久梦二的尊敬

以及对他的艺术作品的喜爱程度。丰子恺在日本邂逅竹

久梦二开启了自身对艺术创作的另一个大门。丰子恺先

生求学数年后开始创作表达自己思想情感的漫画，他的

漫画被他的老师夏丏尊发现并得到了肯定。这个时候是

丰子恺先生绘画的第一个时期作品多是描写古诗词的。

俞平伯先生这样评价他的漫画：“如同一片片落英，含蓄

着人间的情味。”3 不管是幼年学习的传统民间艺术，还

是之后求学生活时吸取的各方面的知识，又或者是拜读

梦二的诗与画这些都对丰子恺先生后来形成独特的审美

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三、“漫”绘人间，丰子恺绘画历程

1.“漫”绘诗词

丰子恺先生漫画创作的第一个时期为“漫”绘古诗

词时代。他小时候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歌辞诗赋

在他内心有着重要的位置。所以古诗辞赋成为他创作的

第一个灵感的，“人散后，一钩弦月天如水”是他最早发

表的一篇漫画。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包含了诗词中最美的

句子，把回味无穷的词意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使人触手

可得，能够仔细的品味。丰子恺将浓厚的生活气息融入

到他的作品中。赋予它们全新的阐释。如《无言独上西

楼，月如钩》画了一位穿长袍的现代人，独自站在窗边

背着手望着一轮残月，无风无雨仿佛那位孤独的现代人

怀着李后主的心情站在窗前。丰子恺曾先生说：我不画

历史画，也不为李后主的词作插画。我画李后主的体感

而我又是现代人，我的感受也当然是现代相，我也希望

我的画有意义，人生的情味或者社会的问题，我的画可

以看一看更能够想一想。

2.“漫”绘童稚

丰子恺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是描写浪漫天真的孩童时

代的。这个时期的漫画以天真的孩童为创作题材，他也

常常以孩童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观察生活体察生活中的

乐趣，用自己真实的想法来表达自己。回归童真朴实干

净他这时候的作品像是一台留声机，记录下了生活中细

腻、美好、单纯的瞬间。每一幅作品都流露着对生活的

热情和对孩子的喜爱。画中孩子的天真可爱，仿佛就在

眼前。例如丰子恺先生的《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

幅充满童真的漫画就是他的大女儿阿宝把自己的鞋子套

在了凳子腿上，笑着说：“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

他看到这个场景后创作的。

3.“漫”绘社会

丰子恺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是描写酸甜苦辣的社会时

代，这时的丰子恺都是以社会生活背景和周边人物为绘

画主角，以民间百姓生活、学生学习生活、都市生活的

所见所闻和自我感想为创作题材。写民间的作品大多以

小市民为题材，每一个平民都是他画中的主人翁包括村

民、小商贩、农妇，也有底层人民像赌徒、酒徒等。有

些作品表现了乡镇风情；有些则体现了现实生活的场景

揭露了社会的某些现象；记载了社会的基础状况。学生

生活的漫画则主要以丰子恺的学生为主角。作品体现学

生生活丰富多彩的趣事。而写都市题材的漫画又有很大

的反差大多反映了都市的不合理现象和都市劳动人民的

悲惨生活，具有讽刺意味。作品描绘工人、清道夫、堂

倌、穷孩子、脚夫、车夫还有乞丐等这些社会生活中的

底层人民。社会时代这个时期的漫画作品充满了酸甜苦

辣表现出一些被人们忽视了的生活场景。

4.“漫”绘自然

丰子恺先生创作的第四个时期是自然时期也是最后

的一个时期。经历了战争的丰子恺将自己的画笔从人生

转向自然。从他的画面形式来看，大多都是古诗配文的

漫画，但在构图形式、笔触颜色上发生了转变。在丰子

恺先生的漫画里垂柳燕子出现较多，垂柳轻盈燕子调皮

撩动人心，俞伯平曾送丰子恺“丰柳燕”的名号，漫画

《燕归人未归》中一位丰腴的妇人手扶栏杆望着远方盼

着归人，场景中垂柳婀娜，燕子轻盈，寥寥数笔表现无

穷韵味。丰子恺先生自己的说他的漫画创作过程可分为

四个时期：第一是漫绘古诗时代；第二是漫绘童真时代；

第三是漫绘社会生活时代；第四是漫绘自然时代。但又

交互错综，不能判然划界。

5. 丰子恺的绘画对当代绘画的影响

这次展览中不仅有丰子恺先生的绘画还有很多他创

作的歌词和编写的童谣曲子。丰子恺影响了中国漫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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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影响了中国的教育界。他和竹久梦二用毛笔绘画笔法

简单表达的情感却耐人寻味，在他的创作与研究过程他

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画的传统。丰子恺先生将中国与日本

的美术绘画作品统称“东洋画”。丰子恺的这一理论转变

也引起当时不少崇洋媚外之人的深思。在当今社会发展

中文字图像都进入到数字化时期，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

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当下人们对美的享受与思考。而

丰子恺漫画独特的诗画媒介，不论在审美形式上或者是

作品要表达的思想情感上都散发着不一样的魅力。每一

幅作品都充满了世间温情冷暖，朴实平凡的打动观者的

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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