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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鉴赏
艺术家推介 平台

2024/3/30 星期六览展

艺2、3
展览时间：2024年3月28日—4月12日
展览地点：十竹斋人文空间（长江路101号南京文化艺术中心二楼）
参观时间：每周一至周六（上午10:00-12:00；下午14:00-17:00）

《终白首山》69×40cm 《积雨》68×45cm 《降福祛邪》132×66cm

到十竹斋人文空间 品文人艺术家田原的乡情乡怀

田原
（1925年—2014年）

原名潘有炜，祖籍江
苏溧水，生于上海。擅长
漫画、中国画。1925 年 1 月
出生于上海，属牛，幼年当
过牛倌，因而笔名饭牛，饭
牛者，喂牛也。现为中国
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
协会、中国版画家协会、中
国记者协会、中国漫画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
协会理事，东南大学、深圳
大学教授，一级美术师，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

艺术世界包括漫画、
国画、连环画、版画、书法、
篆刻、工艺美术、剪纸、杂
文、诗歌、小说、剧本等，他
的书画作品曾在 30 多个国
家展出，出版有几十本书
画集及论著专集。田老曾
任新华日报美编 30 余年。
被人们誉为“全能艺术家”

“艺苑怪才”。中国美协授
予他最高荣誉“金猴奖”。
书法被称为“田原体”，受
到行家赞赏和识者喜爱。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启 功 称 他 为“ 当 代 郑 板
桥”。

书画作品《陋室铭》入
选《中国国画家辞典》。出
版有《中国民间玩具》《田
原硬笔书法》等画集、杂文
40 余本，设计动画片有《熊
猫百货商店》等。

曾获全国连环画奖、
书 籍 装 帧 奖 、动 画 片 奖 ；
1992 年 6 月获“金猴奖”。
作品为毛主席纪念堂，朱
德、周恩来故居等收藏。

拾花酿春，日光鼎盛。由南京市艺术
收藏研究会主办，十竹斋画院承办的“墨缘
——十竹斋画院藏田原精品展”，于2024
年3月28日在南京市玄武区长江路101号
十竹斋人文空间正式启幕。展览精选田原
先生水墨精品五十余幅，作品呈现出他深
厚的文人修养与朴实的乡情乡怀。

田原先生是一位名符其实饱读诗书的
文人艺术家，勤于钻研书法、绘画，尤其是
对写意画研习甚深。

本次的写意作品既呈现出意在笔先的
情满于物，也有画尽意在的意溢于心，可亲
可感。

展览将持续至4月12日。

□徐利明

2014年夏，田原先生以九十高龄在深
圳仙逝。得此信息，我的头脑中浮现出他
老人家生活在南京时精力充沛、才思敏捷、
激情洋溢地投入艺术创作的生动画面，和
他谈天说地、幽默诙谐、与人热情交谈的景
象。一幕幕，就像过电影似的，回忆的思
绪，不觉进入由他的真诚、才华与激情交织
成的那种具有独特感染力的强大气场中，
深深地被感动！

田原先生本姓潘，名有炜，“田原”为其
笔名，后以之行，本名遂不为人知。中年后
常以“饭牛”为笔名发表诗文书画作品，以
致有许多读者知有“饭牛”其人，而不知有

“田原”也！此外，又有“司马车”“牛道人”
“牛郎”“阿牛”等，随起随用，不一而足。由
此也可见其才思之活跃。

田原先生自小因家世贫寒，小学未毕
业，其少儿时代边放牛边自学，真可谓“挂
书牛角”，故其曾刻“当年放牛娃”印以自
用。又因其属牛，故其笔名及自用印的印
文也多与“牛”有关。他的古文功底甚好，
每被人问起其师为谁，他往往笑答：我的
老师是蒲松龄。

一个人在小时打下的文化基础往往影
响一生。田原先生曾多次在讲座中谈到他
小时辍学放牛，以读《聊斋志异》学文化，所
以他对这本书感情很深，晚年曾专赴山东
拜谒蒲氏故居。说到他常用的“饭牛”一
印，所谓“饭牛”，即牧牛、喂牛、养牛之意，
古有《饭牛歌》，鲁迅先生有“俯首甘为孺子
牛”句。田老生来就有一股牛脾气，治学治
艺以至为人处事均凸显出一股“牛劲”。以

“饭牛”为别名，是他的自我写照。
田原先生多才多艺，一生勤奋，视文艺

创作为生命之第一需要，其成果真正可谓
之样式多、种类多、趣味多、数量多。

其创作过程，全身心投入，如痴如醉，
不能自拔。他热爱乡土文艺，对民间歌谣、
戏曲、剪纸、泥人、面塑、门画、皮影以至刻
石、砖、瓦等兴趣浓厚，四处搜集。这一兴
趣的养成，本来自其乡土少儿生活的浸染，

但他的研究与借鉴并不限于江南之域，而
是扩展到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广大地域丰
富多彩的民间艺术遗存，将民间文艺朴实
的情感内涵、夸张的艺术表现、动人的美感
化入自己的艺术创作中去。

田原先生又是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文
人艺术家，他对汉魏六朝诗文、唐诗、宋词、
元曲、明清小说等，都勤于研读，对中国画
尤其是写意画研习甚深，从而，文人艺术与
民间艺术相融合，加之其强烈的个性气质
的作用，使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鲜明而独
特的形式美感与意境，其中透溢出他深厚
的文人学养与朴实的乡土情结，令人玩味
不尽。这一点，我们在他大量的中国画、书
法、篆刻作品中都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田原先生的艺术扎根生活，勤于速
写。他无论到何处，随身都带着一本小小
的速写本，加一支折弯了笔尖（便于表现出
线条的粗细变化来）的老式钢笔，我藏有他
的两本速写本，画有人物、动物、风景，不拘
于品类，有的细致有的简括，准确而传神，
鲜活而充满生活气息。有一次，我随他去
看望林散之老人，适见老人在作书。他立
即掏出小本子，用钢笔寥寥几笔勾画出老
人作书的状态，真是笔与神会，绝妙之
至！然后拉着我回到他家，展开宣纸，四尺
三裁，先用毛笔笔杆顶端倒过来在纸上刮
出老人作书时头、身、手、纸等各自位置的
暗痕，然后濡墨挥毫一气呵成，又稍敷淡
彩，几分钟，林散之老人的作书神气跃然纸
上。他得意地将画放在地板上欣赏片刻，
即用白宣纸隔着卷起来，激动地招呼我再
去林老家。老人看到这幅写真，感叹不已，
提笔写了三行赞语：“这是一种牛劲！田原
同志为我画作书图……”嘱钉在墙上，反复
观赏。数日后，我再去林府，见画上又题了
一首诗，再过几日去，见画上空白处几近题
满，可知老人对此画的喜爱程度。又过了
一段时间，此画忽被某君“顺带不为偷”裹
挟而去，急得老人寝食难安。后听说某君
要求老人用几张作品交换，方予“完璧归
赵”。

田原先生平日很注意观察生活，又很

注意研究古今中外名作，过目不忘，从中汲取
营养与借鉴。他在美术界是出了名的“点子
多”的画家，许多作者爱与他聊创作，把自己的
构思说与他听，向他请教，请他出点子，他总是
能给出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甚至是令人叫
绝的创作构思。曾有很长一个时期，他与柯
明、马得、陈汝勤四人为主的新华日报美术编
辑组，创作各有一套，皆不同凡响，水平高超，
是在全国报界享有盛誉的美术编辑班子。

田原先生的书法功底很宽博，篆、隶、真、
行、草均曾下过很多功夫研习，在他的书法创
作中皆有新意发挥。他与赵朴初、启功、林散
之、费新我诸老友善，过往甚密。尤其林、费二
老书法经《人民中国》1973年第一期上“中国
现代书法作品专辑”的介绍，震撼日本书法界，
引起日本众多书法大家相继率团来华拜访求
教，青山杉雨书“当代草圣在斯翁”赠散之老人
以表敬仰。此事本因田原是时为《人民中国》
特邀美术编辑，该社领导将征稿编选书法专辑
的工作托付给了田原先生。从而使他有机会
力荐林、费二老作品入编。事后，林老曾作诗
《寄田原》一首以致谢忱，诗云：“学习频年亦苦
辛，自甘淡泊乐风尘。问君何事偏饶舌，疑是
丰干错认人。”此诗在后来南京教师进修学院
为林老编印《江上诗存》时将紧接后面的一首
诗题“有赠”与此首诗题“寄田原”张冠李戴了，
而后正式出版的林老诗集因均以此本《江上诗
存》为底本，故均延续了这一失误。我今借此
机会特为之更正。

田原先生学书，无论碑帖，有所悟即加临
习。我所见他临钟繇、二王、“二爨”、北魏碑
志、黄山谷、怀素等，写大小篆、汉碑汉简隶书，
而对郑板桥“六分半书”尤为偏爱，实由对其家
书、诗词、为人之敬服而移情于其书也。他对
板桥书法之用笔、结字、章法之个性特征及其

随势变化的规律烂熟于心，可随手拈来，即兴
发挥，多有意外之趣。

田原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大力提倡
硬笔书法，他将蘸水钢笔的笔尖折弯，使之在
艺术表现力上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写出近乎
于毛笔书写的提按顿挫富于弹性表现的点画
形态，独具艺术情趣。从而，将世行实用的钢
笔书写引入了艺术园地，大放异彩，很快便流
行开来。启功先生曾专为其硬笔书法册题跋
称赞。

田原先生的篆刻、筑基于战国古玺、秦汉
官私印，于满白文、工细白文、玉印、急就章、
朱白相间等各种印式、格式，各种趣味，有所会
心，即兴布局，多成妙构，但因其为人处事向来
低调，不事张扬，知其功力至深者不多。同辈
印人中，他与罗叔子相交尤为投缘，常相切磋
交流。于近世印艺，他尤喜黄牧甫一路，兼合
易大厂、赵古泥，又借鉴民间窗花之形式因素，
独具风采，耐人寻味。

田原先生是我的恩师之一。1972年我在
南京市美术公司设计室工作时，他常去我公司
楼下的南京画店裱画部看画，因有缘相识。先
生热情、真诚，对好学用功的年轻人尤为如
此，我因而常向他请教书画，后又从学篆刻。
一次我持日记本请他在扉页题字，他略作思
索，用弯头钢笔在一小块铜版纸上横写了“不
要知难而退，而要知难而进”以作勉励。这句
话后来成了我治学治艺的座右铭。

1975年，一次我去田府拜访求教，先生忽
与我说：“你很用功，悟性也好，进步很快，为人
又忠厚，我给你介绍一位好老师，让他帮助你
进一步提高吧！”于是，我遵嘱准备了一些习
作，附上一信，一并交与他。当时我想到先生
曾说过，过去中国人的传统，写给父母师长的
信要用工楷。于是，我用工整的蝇头小楷写了

信。田先生托人将我的习作与信札带给了启
功先生，很快就收到了启功先生1200字左右
的复信。我从此就开始了向启功先生讨教的
学习历程。田原先生与启功先生间交谊至深，
每次我去京拜望启功先生时，他总是要问起田
先生近况，问得很细，有两次还感慨地说：“田
原同志，高人啊！”

类似的经历还有。我在南艺读本科二年
级时，一次我班去苏州写生实习两个月，行前
我去向林散之先生打招呼（那时我几乎每周都
去林府，但此次去苏两个月不能去看望老人家
了）。散老听说后嘱我务必趁便去看望和请教
沙曼翁先生，并说在当今中国，篆隶和篆刻能
达到沙老水平者难得见了。

说着就去里屋取出荣宝斋宣纸印制的老
式信封和八行笺，写了一信交我带与沙老，信
中说“今介绍利明弟来访……”言辞恳切，其提
携后学之真诚令人感动。此后，我从沙老处也
学到了许多东西。

还有一例。我在南艺从陈大羽先生攻读
书法篆刻硕士学位期间，有人试图挑拨大羽先
生与我之间的师生关系，便向陈老“告发”我与
启功先生常联系等等，出乎意料的是大羽先生
并未表示反感，认为多向前辈请教，可以增进
学问。后来，他出版书法篆刻作品集，还特地
嘱我作为其学生的代表为之作序，令我非常感
动。

将我亲身经历的这三件事联系起来看，师
辈们真是高风亮节、虚怀若谷，对后学的培育
与教导均发自真诚。我为自己在学艺历程中
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而感到非常庆幸！

谨以此文表达我对恩师田原先生的深切
怀念！

（文章作者徐利明系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社长）

深切怀念田原先生

墨缘——十竹斋画院藏田原精品展

《一间茅屋在深山》106×29cm

《开心莲》52×52cm

《奇石图》138×35cm

《暮夏》136×34c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