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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觉得张仃的一生比别人要长一些，一辈子

在艺术里面纵横驰骋，完成了其他艺术家完成不

了的事情。

正如文化学者李兆忠所说的，张仃以自己丰

沛的才情、强悍的生命和西天取经的毅力披荆斩

棘，在 20 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建起一座宽敞的立

交桥。 

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张仃曾说：“我一生追求两个字：爱和美，

其中，美，最难得。”

陈丹青第一次远远见到张仃先生的侧面，头

发雪白，惊呼：“哎哟！好样子！远远看去真像

个老鹰！”王鲁湘描述，“从张仃先生身上焕发

出来的气息，既风神俊朗，又磊落坦荡，极具魅

力和精神张力，无法言说”，“除了形象好，气

质也更绅士，所有摄影家见了他，都忍不住要给

他拍肖像，而所有漫画家见了他，也忍不住要给

张婷婷

为什么张仃
让我们如此怀念？

张仃《林海》68cm×68cm 1970 年代 中国美术馆藏

张仃

——纪念张仃先生诞辰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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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画漫画”。

儿时的张仃，腊八时最满意的差事，就是给

新出笼的馒头上打红点，那会儿就体验到满足美

感之后带来的成就感，这一点后来发展成为哪吒

眉间的一竖赤红；清晨林间散步时“悦耳”的鸟

鸣声，到老友李可染家里听音调很美的弹词，对

“美”的追求推动着他不断地改造着生活。

年轻时候的张仃很新潮，是被称为“延安三

怪”之一的美术家。西装、礼帽、呢子大衣、吊

带裤，这是当年照片中张仃常常穿戴的行头，在

张仃夫人灰娃的记忆里，张仃喜欢穿高筒皮靴，

着皮夹克，头发梳得像普希金一样。在延安时，

张仃成了无师自通的设计师，从化妆舞会的面具

服装，到《抓壮丁》的舞台美术，从作家俱乐部

的室内设计，到大生产运动的成果展览，张仃用

最乡土的材料加上最时髦的设计，美化了延安军

民的生活与环境。他的巧手和设计品位，让留学

归来的人都惊叹不已，所以艾青当时就说：“张

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张仃这个洋派的艺术家，却又痴迷于中国民

间美术。“在他家里，沙发是木制的，绷着粗麻

布，门帘是湘西的蓝印花布，茶几上摆的是中国

各地还有外国的民间粗瓷碗，画室里最醒目的是

一把华北农村的柳木圈椅，白茬铁皮，木头本色，

相当古朴大气。书架上摆的都是民间玩具，有灰

陶狗、泥泥猴、牵线木偶、西府彩塑面具和胶东

布老虎。”

同时，他也是在延安第一个系统收集整理陕

北民间剪纸的文化人，在东北最早到屯子里同农

民一起创作新年画的画家。在北京，面人汤沿街

叫卖，无人待见，张仃亲自把他请到家中敬为座

上宾，后来又把他和泥人张、皮影陆都请到中央

工艺美院，给他们成立工作室，配助手，让他们

给学院的老师和学生讲课。

“我宁可欣赏一块民间蓝印花布，而不喜爱

团龙五彩锦缎。”在张仃看来，民间艺术是不够

成熟的，有的甚至粗野，但它有清新之气、自由

之气、欣欣向荣之气。也正是因为他发现了民间

艺术这种美，才知道如何守护好中国艺术的家当

以建设新的文化。

新中国首席形象设计师 
20 世纪 30 年代，张仃以漫画为武器，投身

于 抗 日 救 亡 的

时 代 洪 流， 甚

至 因 此 罹 祸 入

狱。 他 的 漫 画

为 中 国 最 底 层

老 百 姓 的 苦 难

摇 旗 呐 喊， 常

常 刊 载 于《 漫

画》 的 封 面，

叶浅予回忆说：

青年张仃

张仃设计的全国政协会徽

人文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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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仃 这

个 名 字 在

30 年代初

露头角时，

漫 画 刊 物

的 编 者 们

好 像 发 掘

到 一 座 金

矿， 舍 得

用 较 大 篇

幅 发 表 他

的作品。”

1938 年，20 多岁的张仃来到延安。由于延

安革命工作的需要，不得不改行变成一个装饰设

计师，并一举成为党内的“首席”设计师。1945

年，党中央派张仃到东北主持《东北画报》，同

时创办东北鲁艺。在东北，他又发起了新年画运

动，并一直扩展到全国。在新年画运动正如火如

荼时，1949 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赴京编辑《三

年解放战争》大画册。同年 7 月，出席中华全国

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1955 年筹建中央工艺

美术学院，并奠定了中国设计教学的基础。而全

国政协的会徽设计，中南海怀仁堂、勤政殿的改

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徽设计，开国邮票设计，建国瓷设

计，1951 年至 1956 年举办于莱比锡、莫斯科、

布拉格、巴黎的历次国际博览会中国馆的设计，

建国 10 周年美术设计，等等，这一系列“国”字

号的大型设计展示活动，确立了张仃“新中国首

席形象设计师”的崇高地位。自此，张仃通过这

些美术设计完成了新中国的形象塑造。

张仃是新中国实用美术事业当之无愧的奠基

者和领导者。时代风貌，中国气派，民族风格，

是张仃实用美术创作与教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

创立的中国设计学派的美学理念。

作为一个“大美术家”，张仃对公众艺术和

环境艺术一直给予极大关注。复兴中国灿烂辉煌

的壁画艺术传统，也一直是他的梦想。1979 年，

张仃受命组织创作首都国际机场壁画群，成为中

国走出“文革”，走向开放的第一簇报春花，并

张仃《哪吒闹海》（局部） 工笔重彩壁画 1500cm×340cm 1979 年

张仃《苗家绣女》68cm×68cm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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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了波澜壮阔的中国新壁画。他的壁画，或重

彩，或焦墨，炳焕耀采，满厅生辉。袁运甫说：“张

仃是当代壁画运动杰出的带头人。”　

张仃的前进，是时代的前进 
1954 年，在关于中国画继承发展的大讨论中，

针对保守主义窒息中国画的生机、虚无主义异化

中国画的本性的现象，张仃呼吁画家深入生活，

到自然中对景写生。倡导以写生方式改造中国画

的李可染得到张仃的鼎力支持，并促成了 1954

年李可染、张仃、罗铭三人从杭州到绍兴、富春

江、苏州等地历时三个月的江南写生。此次写生，

张仃以西方绘画对景写生的方式，突破传统的文

人画体系，表现江南山水庭院的清新和温情。他

直接用毛笔在宣纸上现场绘制，皴擦点染并施，

画中的明暗、透视以及对于光影的运用，是过去

中国画中罕见的。三人回京后在北海公园举办了

一个规模不大的展览。这次写生实践，用成绩平

息了争论，为山水画进入新中国赢得了一张门票，

也因此开启了中国山水画走向自然，反映生活的

一代新风，在当时被视为创举，被吴冠中称为“中

国画革新的里程碑”。

1957 年就任中央工艺美院第一副院长后的张

仃，于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之外，将专业兴趣

转向了“装饰画”。整个 50 年代，由于特殊的机遇，

张仃频繁地出国，有机会亲睹西方艺术，探究西

张仃《三味书屋》34cm×44cm 1954 年 中国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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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绘画的来龙去脉，早年对西方现代艺术的本能

爱好、模仿，此时上升到理论的自觉。这使张仃

获得了同辈中国画家不具备的艺术视野和宏大格

局。1961 年的云南采风，亚热带风光与多民族风

情，激活了张仃心底蕴藏已久的灵感，便有了一

次艺术的“井喷”，产生了数百幅惊世骇俗的水

墨重彩装饰绘画，成为那个保守与沉闷年代的空

谷传音，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遗

憾的是，大胆的变形、绚丽的色彩、强烈的视觉

冲击力、亲切的民间情怀、怪异的造型语言，使

这批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作品在随后那个特

殊的年代遭受了一炬成灰的厄运，并给作者带来

政治上、艺术上和生活上的重重灾难。

张仃艺术生命的最后华彩乐章——焦墨山

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1974 年，张仃

获准回北京住在香山附近农舍。此时张仃对于色

彩感到厌倦，尤其是对红色。这时，他随身带的

一本 50 年代在琉璃厂偶得的黄宾虹焦墨画册治

愈了他的焦虑不安，香山周围的自然风景，也给

了张仃无限的抚慰。当他用简陋的毛笔和墨汁在

张仃设计的 1981 年鸡年邮票

张仃《油灯》34.4cm×45.6cm 张仃美术馆供图

小学生用的毛边纸上临摹勾画时，内心感到一种

说不出的快意，尤其是当画面上出现银灰色调子

时，他欣喜若狂，一发不可收拾。几年后，人们

惊奇地发现，擅长色彩与变形的张仃，成了黑白

大师。在他的笔下一个旷远绝俗的世界，已经蔚

为大观。在此后的 20 多年里，他的足迹踏遍了

祖国河山，在师造化、师传统双管齐下的艰难进

程中，把焦墨笔法和墨法发展成一套完备的艺术

语言，并复兴了风骨雄强的北派山水，成为源远

流长的中国“黑色文化”的当代极品。

毫无疑问，张仃是名副其实的“大美术家”。

今天我们再谈论张仃，关于艺术之于人生、社会

和时代，这其中可以无限放大的内涵和外延，我

们从张仃身上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这些启示，

也应该是我们怀念他的意义所在。

（转载自 2017年 2月 27日《中国美术报》）

· 人文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