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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走 世界魯迅的藝術 」

魯迅不為人知的
藝術一面
＊收藏原拓中國現代版畫2,000多幅、原拓外國
版畫近2,000幅、碑拓及漢畫像6,000多張；

＊購藏中外藝術類書刊600多種；

＊最早介紹外國美術在中國刊物上發表；

＊創辦「木刻講習班」，培養了中國第一代現
代版畫家；

＊舉辦多次版畫展覽；

＊支持和指導10餘個美術社團；

＊編輯出版中外美術書刊10餘種；

＊設計書刊封面60多個，題寫書名30多種；

＊發表大量論中外美術的文章；

＊翻譯多種國外藝術理論書籍和論文；

＊留下巨量手稿和書法墨跡。

魯迅雖未以書法家自居，但嚴格的幼學、嚴謹的師承
及對毛筆書法的酷愛，使其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從現存
的大量手稿來看，魯迅皆工篆、隸、行、楷諸體，書風
繼碑派一路，寬博沉雄、簡淡古雅，被郭沫若評價為
「遠逾宋唐，直攀魏晉」。是次展覽精心挑選了魯迅的
詩稿《贈柳亞子（自嘲）》《贈沈松泉（偶成）》等作
品，以及他致許廣平、鄭振鐸、蕭紅等人的書信，讓觀
眾直觀感受其書法的風韻。而長達15頁《為了忘卻的記
念》手稿也在展出之列，透過一頁頁手稿，觀眾可以感
受到魯迅「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悲憤。
值得一提的是，魯迅致許廣平的信很是別具匠心，展
現出難得的溫情和柔軟。展覽中的這封信寫於1929年5
月魯迅北上探親期間，此時適逢許廣平懷孕待產，也是
兩人自1926年以來第一次分離，信中言語眷戀有加，表
達着他對愛人的深厚情誼和關愛。魯迅親暱地稱呼許廣
平為「乖姑」、「小刺猬」，細述所見所聞所感，還在
信末畫上一隻「小白象」。所用信箋則分別繪有許廣平
喜愛的枇杷和寓意着孕育其子的蓮蓬，因此許廣平在回
信中都說「那兩張紙必不是隨意選擇的」。

提起魯迅，你會想到什麼？是八字鬍、小平頭、濃眉長衫的經典形象，還是「以筆為刃、以墨為

鋒」的戰鬥一生；是月光下的閏土、三味書屋桌上的「早」，還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

子牛」的《自嘲》；是針砭時弊的文學巨匠，還是喚醒沉睡民眾的思想家、教育家……這些都是魯

迅，但這些也不全是魯迅。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成都報道

鮮為人知的是，魯迅還是北大初版校徽的設計者、新興版畫的倡導者、金石拓片的收藏家，更是現代美術的先驅
和研究者。由成都博物館和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聯合主辦的「魯迅的藝術世界——北京

魯迅博物館館藏文物展」，以來自北京魯迅博物館的110餘件/套館藏精品文物，從美術、版畫、書法等多個領域，
帶領觀眾認識文學之外的魯迅，了解這位文化巨匠的多面人生。是次展覽將持續至8月20日，免費對公眾開放。

▲ 克拉甫琴科為肖洛霍夫小
說《靜靜的頓河》第一部所
做的插圖，是魯迅收藏版畫
中的珍品。

如果說文學創作是一種對苦難的抗
爭，那麼對美術的終生熱愛則是魯迅
快樂的源泉。除了創作和翻譯外，魯
迅將大量精力用在美術活動上。他曾
在《儗播布美術意見書》一文中這樣
闡述自己的美術觀：「美術云者，即
用思理以美化天物之謂。苟合於此，
則無間外狀若何，咸得謂之美術；如
雕塑、繪畫、文章、建築、音樂皆是
也。」
是次展覽由魯迅的私人藏品、書信稿

件、書刊裝幀設計作品和
自我表達所組成，分為
「美術家魯迅」、「魯迅
倡導的新興版畫運動」、
「魯迅收藏的金石拓
片」、「書法家魯迅」4個
單元，由魯迅先生「自
己」來講述其多面人文精
神。
走進展廳，日本肖像漫
畫家堀尾純一1936年1月
13日在上海為魯迅畫的漫
畫像，立刻就吸引了觀眾
的注意。和大家印象中一
貫的嚴肅形象不同，畫家
筆下的魯迅有誇張的四方
臉、濃黑的一字鬍、豎起
的頭髮，形象鮮明生動。
魯迅也對這幅畫像有所估
價，他在當日的日記中記
載道：「午後往內山書

店，遇堀尾純一君，為作漫畫肖像一
枚，其值二元。」
事實上，魯迅少年時就酷愛美術，熱

衷於搜集《山海經》《詩畫舫》等帶有
插圖的書，並影寫書中繡像。在大家耳
熟能詳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裏，
魯迅回憶了自己的繪畫經歷：「……用
一種叫作『荊川紙』的，蒙在小說的繡
像上一個個描下來，像習字時候的影寫
一樣。讀的書多起來，畫的畫也多起
來；書沒有讀成，畫的成績卻不少了，

最成片段的是《蕩寇志》
和《西遊記》的繡像，都
有一大本。」
就如同在文學領域一

樣，魯迅在美術領域也有
自己獨到的見解，對美術
的熱愛促使他在整個人生
中不斷研究、精進與實
踐。魯迅留存的手跡中常
見手繪配圖，很多創刊封
面、著譯封面也多由他自
己設計。展覽中有一本
《秦漢瓦當文字》，是他
1915年根據程敦本進行影
摹成冊，書中摹繪的瓦圖
有114幅、手跡有71頁，
每種圖後都附有詳細的考
證資料。魯迅完全按照影
印書籍的字體、裝幀形式
來臨摹，線條細緻純熟，
十分精美。

四個單元講述魯迅多面人文精神 魯迅對於版畫這種藝術門類，一向情有獨鍾。他最早倡導和
發起了中國新興版畫運動，被譽為「中國新興木刻版畫之
父」。出版德國版畫家Käthe Kollwitz的《凱綏．珂勒惠支版
畫選集》時，魯迅竟在扉頁上註明「有人翻印，功德無量」，
可見其推廣版畫藝術之心切。在生命最後近10年時間裏，他將

全部心血傾注在
中國新興版畫的
事業中，利用版
畫藝術推動文藝
革命，將藝術變
為「武器」，賦
予版畫藝術強大
的歷史意義。
1928年，他在

上海創辦「朝花社」，編輯出版《藝苑朝華》，選登外國優秀
木刻美術作品；1931年，在上海舉辦「木刻講習班」，培養了
中國第一代新興版畫家。之後，他先後在上海、杭州、廣州、
北平等地，指導創立各類新美術團體，將木刻研究和新興版畫
運動如火如荼地推行到中國大江南北。對魯迅而言，版畫是啟
蒙民智、革新社會的重要藝術媒介。1935年6月4日，魯迅在
為《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目錄》所撰的序中指出，新興木刻
「乃是作者和社會大眾的內心一致的要求，它所表現的是藝術
學徒的熱誠，因此也常常是現代社會的魂魄。實績具在，說它
『雅』，固然是不可的，但指為『俗』，卻又斷乎不能。」魯
迅還欣喜地預言：「這選集，是聚全
國出品的精粹的第一本。但這是開
始，不是成功，是幾個前哨的進行，
願此後更有無盡的旌旗蔽空的大隊。
（《魯迅全集》（第六卷））」

魯迅對於版畫傾注的熱情，通過他
的收藏即可窺見。德國版畫家凱綏．
珂勒惠支是他最為推崇的版畫家之
一。魯迅欣賞她以尖銳的形式傳達出
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
和勇於鬥爭的精神，對其深刻的社會
批判和精湛的藝術表現力大加讚賞。
1936年，魯迅自費編印出版了《凱綏
．珂勒惠支版畫選集》，親自設計版
面、撰寫序言。這本畫集以及魯迅收
藏的多幅珂勒惠支版畫作品如《反
抗》《織工隊》《麵包》等也亮相是
次展覽，其中《麵包》是凱綏．珂勒
惠支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展現了其對
現實生活的苦難和悲劇的探討。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
現代書籍裝幀設計的開拓者和奠基
人，《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並
非魯迅唯一親手設計的作品。展覽中
的《吶喊》《桃色的雲》《萌芽月
刊》第1卷和《海燕》創刊號等均由他
設計封面和題寫書名、刊名。其中，
《吶喊》等充滿強烈象徵主義風格與
現代性的設計，《桃色的雲》以漢畫

像中的人物、禽獸與流雲作為裝飾的
封面，都折射出魯迅對藝術的思考與
運用。
也許是由於魯迅的文章太過著名，
世人往往忽視了魯迅在美術、金石學
等方面的成就。魯迅收藏金石拓片的
愛好從1913年開始，貫穿終生，其目
的一是保護國家文化遺產，二是金石
學研究，三是借鑒古代藝術，宏揚現
代藝術。漢畫像是魯迅收藏中的重要
類型，他曾說「漢人刻石，氣魄深沉
雄大，唐人線畫，流動如生，倘取入
木刻，或可另闢一境界也。」
是次展覽特別精選魯迅的漢畫像、
磚石、磚拓、瓦拓等近20件藏品進行
展出，包括嘉祥武氏祠新出土第二
石、南陽漢畫像、元平元年磚等珍貴
拓片。魯迅不僅注意收藏，更重視對
漢畫像的研究，曾搜集整理完成《漢
畫像集目錄》。他的收藏研究不僅突
破了漢畫像研究只局限於考古學和金
石學領域的局面，還將之應用於藝術
實踐，為該領域的研究和應用開闢了
新視角。

透過手稿書信
體會魯迅內心情懷

熱衷收藏 重視研究

以魯迅命名、1938年於延安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簡稱「魯
藝」）繼承了魯迅對版畫藝術的關注，在抗日戰爭的背景下，仍
培養了不少青年版畫家，使延安版畫成為中國藝術史中獨特的一
筆。當年物資匱乏，師生們以破傘骨或者爛鐵線製作雕刻刀，紙
則用一種叫馬蘭草的野草做成。魯藝師生住在窯洞裏，沒有砂

紙，就用石碑來磨木材，但這些
都無損他們對文藝的熱愛與創作
激情。
1939年4月慶祝魯藝成立一周
年時，毛澤東親自與會，揮毫題
詞「抗日的現實主義，革命的浪
漫主義」。茅盾、冼星海、艾
青、何其芳、張庚等文學家、藝
術家都曾在這所學校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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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延安魯藝美術部部分師生在窯洞前合影。

▶魯迅對於中國傳統木刻傾
注了足夠熱情，《北平箋
譜》共收木刻套印彩箋 310
幅，由魯迅裝幀設計，有
「中國木刻史上斷代之惟一
之豐碑」的美譽。

▲德國版畫家凱綏·珂
勒惠支是魯迅極為推
崇的版畫家，《麵
包》是珂勒惠支最著
名的作品之一，探討
了現實生活的苦難和
悲劇。

不遺餘力推廣版畫藝術

▲ 魯迅致許廣平的信中流露出難得一見的
脈脈溫情。 主辦方供圖

▲ 長達15頁的《為了忘卻的記念》手稿是
此次展覽的重要展品，讓觀眾感受到魯迅
「怒向刀叢覓小詩」的悲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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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覽中的《吶喊》《桃色的雲》《萌芽月刊》第1卷和《海
燕》創刊號等均由魯迅設計封面和題寫書名、刊名。

▲日本肖像漫畫家堀尾純
一所畫的魯迅漫畫像，形
象鮮明生動，和大家印象
中一貫的嚴肅形象不同。

▲魯迅1915年根據程敦
本影摹成冊的《秦漢瓦當
文字》，線條細緻純熟，
十分精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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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展覽以來自北京魯迅博物館的110餘件/套
館藏精品文物，帶領觀眾認識文學之外的魯迅。

主辦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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