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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女扇舞

勾勒出东方古典气韵
近代卓越的女画家潘玉良，1895年

生于扬州，幼失怙恃，被舅舅领养，后幸

遇芜湖海关监督潘赞化，由陈独秀证

婚，结为伉俪，教其读写，从此改名潘玉

良。1913年两人寓居上海，潘玉良跟随

画家洪野学习素描，其后入上海图画美

术院（后改名上海美专）学习，很快又出

洋学习绘画，先后在里昂、巴黎、罗马留

学。潘玉良上世纪20年代末回国，先

后在上海美专、中央大学任教，往来于

沪宁。1937年，再次赴法，之后没再回

国，至1977年在巴黎去世。

从潘玉良的时间轴可以看出，遇到

贵人潘赞化是其重要拐点，但她恰好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在上海接触到

了新思潮，更影响了自己的成长轨迹。

20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大量绘画

人才赴法留学，成为当时西方油画引入

中国的重要途径。一战之后，法国成为

西方艺术的中心，许多画家聚集巴黎相

互交流，吸引大量中国留学生们前往巴

黎学习艺术，原来一直以留学日本为主

的青年也逐渐把目光投向了法国。其

中，以徐悲鸿、林风眠、常玉、吴大羽、赵

无极、朱德群等人为代表，他们学成后

陆续归国，为西方艺术在中国的传播和

绘画融合探索作出巨大贡献。显然，潘

玉良是他们这批艺术家里较为典型的

一个女性代表。

纵观她留存的大量绘画作品，艺术

风格简洁而富表现力，她的人物画往往

舍弃多余细节，突出重点，以繁简对比

强调浓烈情感。这些特点在她的女性

人体绘画里，表现得淋漓尽致。晚期的

绘画作品里，她多以色块、线条的冷暖、

深浅、大小对比来加强视觉张力，带有

明显欧洲野兽派艺术风格的影响，强调

色彩表现力，大胆使用不落窠臼的形式

和粗犷的轮廓。一言以蔽之，她的人物

画，周围的留白、比例等元素都在其中

发挥了巨大作用，而色彩总是服务于结

构的永恒性或情感的充沛表达。更可

贵的是作为一个东方女性，她独具的东

方审美融汇进了西方油画语言中，能够

在具象与意象、写实与抽象之间自由转

换，人们可从她带着强烈当代绘画语言

的画面背后，感受到浓郁的东方古典绘

画气韵。

潘玉良的绘画作品，对女性肉体以

及女性心理的细微感受与大胆表达，充

满了各种层次丰富的矛盾与纠结的情

绪。在一些典型的肖像画中，女人身旁

常有怒放的鲜花，构图跳跃，色彩明快，

同时女人的神情往往忧郁，若有所思，

兼带曼妙姿态，让人能够感受画中人复

杂的心理状态。色彩的浓艳与表情的

纠结，形成了巨大的情感张力。

典型如潘玉良创作于1940年的

《自画像》，她将西洋技法经过逐步改造

并运用到更趋向东方主义的绘画当中，

合中西于一体。画面中的潘玉良身着

黑色素花旗袍，头部侧仰优雅端坐，桌

上瓷瓶插着色彩明艳的菊花，与她交相

呼应，人物神态的迷离和哀愁，与旗袍

一起共同展现出浓厚的东方古典韵

味。在此画中，中国画的元素更接近于

松弛的水墨意象，优雅的线条顺应勾勒

之物的本色加以反复变幻，轻灵之感若

有似无；同时，色块与线条之间营造出

微妙的错位，又极富写意效果。

五四前后，中国女性内心的苦闷往

往蕴藏着丰富而炽热的情感，这种情感

以往很难通过艺术创作得到宣泄及表

达。绘画给了新时代女性一种独特的

途径，只要进入这种创作状态，就可以

表达自己本真的生命状态。潘玉良用

自己的画笔，为人们勾勒出女性主义从

闺中小脚回归社会大众的历程与其中

艰辛。

作画有意想不到之妙
笔者早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南大就

是过去的国立中央大学，也正是潘玉良

留法后归国任教的高校之一。从留下

的旧影可以看出，潘玉良的相貌极具辨

识度，她身材不高，留齐耳短发，五官不

是典型东方美人的模样，而是鼻如狮、

口宽阔、唇厚重。黄苗子也见过任教中

央大学时候的潘玉良，在他的笔下，潘

玉良当时住在南京一个叫复成桥的地

方，四十来岁，戴着很厚的近视眼镜，头

发短短的、蓬松着。

画家郁风早年从北平艺术专科学

校毕业，搬家到上海，想继续学习，就去

了南京中央大学。那时徐悲鸿也刚刚

从欧洲回来，成立了中央大学艺术系。

他邀请了潘玉良来艺术系做讲师，后来

升了副教授。当时潘玉良回国没多久，

也没什么名气，知道她的学生很少。郁

风看到徐悲鸿上课的教室人山人海，跑

到潘玉良上课的教室，只看到稀稀落落

几个学生，后来她就选了潘先生的课。

虽然同班学生很少，有点尴尬，但郁风

却回忆说当时上课松弛极了。学生画

景物的时候照样有经费，可以自由买道

具，可以自由雇模特。因为学生少，潘

玉良教得也就特别用心，反而让学生学

到了很多东西。

当时的学生回忆，他们经常随着潘

先生从南京去杭州西湖边写生，在钱塘

江边，大家作了不少油画。如果潘先生

作画，几个学生总爱坐在她身边看。潘

先生每画一片色彩时，习惯先微闭眼镜

下的双眸，似在观察、沉思，随后落笔轻

快，色彩灵动。她调色不一定在色板上

调，有时直接在画面上调，即调即定，有

意想不到之妙。

其实，这种习惯早见端倪，潘玉良

的好友、女作家苏雪林常说，潘玉良在

法国学艺时，对于艺术真是用过一番苦

功夫。她在里昂国立艺术学校学画时，

课余之后另租石膏人像练习，苏雪林常

看她整天坐在画室里，对着模型眯眼侧

头，用一支笔横量竖量，还念念有词：

“头等于胸的几分之几，手臂等于腿的

几分之几。”打一个画稿常要费时很久，

力求完美方肯罢手。在苏雪林的记忆

里，另有一个细节极其生动，潘玉良预

备写生一枝菊花，因为是在晨曦间作

画，每天必要等晨曦来时很短的时间里

画一点。一天自然画不完，就分作几天

画。但又怕菊花在画作完成前枯萎了，

她就半夜起来用冷水喷花，非要争取晨

曦那一瞬间的光影。

在更多认识潘玉良的朋友记忆里，

潘玉良不仅有男子性格，说话粗犷，一

口扬州口音，更为人豪爽，敢作敢为，不

拘小节，有时是不修边幅。艺术考古学

家常任侠称她豁达大度，性格豪爽，说

话大嗓门，能喝酒，会划拳，爱唱京戏，

女唱男，唱黑头、须生。

晚年潘玉良多病，患有鼻窦炎，久

治不愈，讲话时鼻子就哼哼，由一个开

中餐馆的王姓老板悉心照顾。据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赴法的留学生回忆，那家

餐馆的中餐味道很好，极受留学生欢

迎，大家常能在那里看到潘先生。偶尔

欢聚时，她也会为大家哼一段京戏，气

氛很好，只是那时的潘先生很少会和大

家谈论绘画的话题。

早年得海派艺术启蒙
潘玉良的艺术人生，与海派文化有

着紧密联系。五四以后，在中西文化的

共同碰撞交融下，上海形成了以开放、

包容、融合为特色的海派文化。海派文

化发源于上海以及周边城市的区域性

文化，善于吸收新鲜事物，绝无因袭守

旧，更不受制于传统观念的束缚，易于

和西方文化交流融汇。潘玉良在年轻

的时候就来到上海，在那里得到艺术启

蒙，并从上海走向欧洲，这充分说明海

派文化为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和传

播奠定了坚实基础，形成了近代艺术发

展的浓厚氛围，更成为培养近现代先锋

艺术家的极佳土壤。

正是这样兼容并蓄的时代风气，形

成了海派文化的悠久传统。当以潘玉

良为代表的苏浙皖大批青年随着一波

又一波的移民潮来到上海之后，他们首

先就经历了这种多元文化的洗礼。海

派文化绵延一百多年，各种艺术流派都

曾在上海这片热土上交融碰撞，正是它

的有容乃大与自成一格的腔调，来自各

地的艺术家才能在这里实践他们的艺

术理想，并将一颗颗启蒙的种子散播到

远方。潘玉良和她的艺术之路，无疑生

动佐证了这种海派风气。

■自画像

■

梨
与
黄
菊
花

■

芍
药

■

庭
院
聚
会

■桐庐待发

■

双
人
袖
舞

正值中法建交60周年，上海世博会
博物馆与安徽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玉出
申江——潘玉良的艺术之旅”特展正在
上海世博会博物馆1号临展厅中举行。
伴随着巴赫《G弦上的咏叹调》沉着华丽
的旋律，潘玉良的艺术人生缓缓展开。

作为二十世纪早期融汇中西画风的
艺术先驱和中国留法艺术家的代表人
物，人们或许应忘却她传奇的身世，聚焦
她的艺术实践，去思考这样一位杰出女
性如何用自己的画笔来回答自己对于艺
术、文化、社会、性别等议题的理解。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