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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贠冬鸣

　　辛甫老于我而言只有两面之缘。一次是他陪黄胄先生在河北宾馆作画，官方吩咐师大艺

术系新生配合录制电视；另一回是辛甫老受美术系之邀，到八二级讲授写意花鸟课。前次，

主角是满口蠡县方言的黄胄；后次唯有辛甫老独自演示，只是俯首挥毫，不讲解。

　　那时画家出版画集者罕见，亦无自费出版之说。即使辛甫老贵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和

中国美协河北分会主席，生前仅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过一本16开“骑马钉”画册。所幸的是，

老人遗下三本日记、两册兼有速写的剪报和诸多文稿，甚至还有抗战时期编辑出版的油印《人

山报》复印件，这极大地方便了笔者对辛甫老学术研究的展开。

　　这些“文献”，大多是他身为艺术家和美术官员时代性的固有形状，未掺杂人为修饰。那时，

印刷术仍处“铅与火”阶段，对艺术家个案研究亦未列入日程。即使辛甫老散落在各地美术馆、

博物馆以及藏家处的画作，给人们的印象也大多停留在笔墨层面。但隐含在作品背后且最有

价值，抑或对当下艺术家最有启示的，往往是与笔墨技巧无关，那些看似流水账般的生活碎屑。

这其中有辛甫老对沦为“封、资、修”的花鸟画远景前瞻，亦有他对政治待遇的不平与无奈。

而有些“礼尚往来”看似无头无绪，实则折射了那个时代的种种不平。透过国库券、展销收入、

稿酬以及装裱费等项记载，亦可窥见艺术市场化到来前的真实窘况。特别珍贵的是，辛甫老

序 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
0
3

田
辛
甫
和
他
的
时
代/

  

在进入新时期与黄胄、蒋兆和、华君武、李万春等大家名家及林铁、李尔重等诸多政

要的往来，与河北画坛太多耳熟能详同道的过从或纠结，这无疑将看似高亢的河北近现代

美术史，变得杂陈百味和丰满起来。自然，在辛甫老的心灵深层，也有着捍卫革命现实主

义的“道统”观，这也是那个时代出身于革命队伍的艺术家之共性。

　　《田辛甫年谱》大部分内容系一手史料，如日记、讲话、报刊原件、内部资料汇编等，

以及田辛甫后人田子成先生的回忆……笔者的长文“辛甫老的细节和记忆”，则试图通过“梳

篦”式全面审视，将具有多重身份的辛甫老艺术心路历程加以反刍，并对花鸟画承载现实

主义艺术理想的贡献，在画坛的真实地位，以及对开拓河北美术的实绩与梗阻，艺术观念

的滞后与醒悟等等，都给予客观分析和评价。

　　本书还附以辛甫老撰写的回顾文字，作家省长李尔重的短文，有画坛同仁和后辈韩羽、

李明久、赵信芳、铁扬和田子成等人追忆辛甫老的文章。此书出版的目的，不仅在于尽力

还原辛甫老——艺术家田辛甫先生，还试图以艺术家的命运转折为线索，来梳理新中国河

北美术，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河北画坛的发展脉络。

　　是为序。

                                                      2012 年 1 月 2 日于祥龙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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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  辛亥  1 岁
　　2月 28 日，出生在直隶省（现河北省）大名县樊

河道村一个农民家庭。

　　起初家境殷实，祖父田体让为前清秀才，育有

四子。

　　父名田珂，字双鸣，擅画戏出。伯父田玠，字维

祯，亦是前清秀才，好喂鸟，自己用竹子扎鸟笼，笼

顶常画“万”字不到头图案，还能画蝴蝶和花卉。父

亲除参加劳动和副业生产，会画戏剧人物，并利用农

闲以单线手法刻制木板人物。其笔下的人物，多是《三

国演义》《水浒传》《包公案》《杨家将》等古典小

说中的忠臣、武将和侠客等，很少画仕女。农忙过后，

就开始刻制木板灯笼画。先印出黑线轮廓，再用洋红、

洋绿和槐花熬成的黄色上色。灯笼为长方形，四面可

画两出戏。春节前后，到集市出售。

　　受父辈和附近各村寺庙壁画影响，幼年即开始迷

恋绘画。

　　民国初年分家，家道逐渐衰落。

1918 年 戊午 7 岁
　　先后跟四叔田埗和田国藩先生在本村念私塾，酿

名田宗仁。四叔擅长工笔重彩花鸟画，他给每个学生

都画个装书和纸张的书挂。书挂有图案，实用美观。

日后走上花鸟画之路，启蒙自此开始。由于家长和先

生怕学生耽误学业，画画是禁止的。因此，画画只能

偷偷进行，先生一来就锁起来。那时，使用的绘画材

料，通常有红土、木炭和白灰。又一次，在自家磨坊

墙面画满了《老包赔情》《打黄盖》等剧目中的人物。

　　一位名叫康三的画匠，画的寺庙壁画水平很高。

族里所画家谱上面，有牌子、门楼和狮子，以及树木

花草。再把去世前辈姓名按辈次写在上面。后来，按

照康三的样式，亦无代价地为人画过家谱。自家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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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小屋》       
 18×18cm  
 1955

《父亲的瓜棚》  
 26×18cm  
 1955

田子成老人说，父亲田

辛甫 1955 年这幅水彩

画( 下图），画的是我

爷爷田珂住的房子，左

边露出一角的是我三叔

田辛如居住的。年代久

远，过去了七十多年，房

子早就坍塌，只剩下破

院墙和碎砖石。上面这

幅瓜棚水彩画，是我爷

爷夏天看瓜时居住的。

早先要简陋得多，仅插

几根秫秸苫上苇席。新

中国成立后，才搭成这

样能遮风避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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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了一架紫藤，看去别有趣味。

1924 年 / 甲子 /14 岁
　　能背诵《诗经》《礼记》《书经》《中庸》和半

部《左传》。

　　四叔不仅画画，还是三里五村有名的武师。“六

部拳”是家乡古老拳术。白天在私塾念书，晚间习拳。

　　娶孙祥为妻。妻年长5岁，属马。听从内弟孙锦（字
秀士。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 年被国民党杀害，
烈士。编著者注）弃私塾上学堂的主张，到西司庄姥

姥家读了数月国民小学堂。

1925 年 / 乙丑 /15 岁
　　考入大名县一高，美术教师为后来的著名画家端

木梦锡先生。所画第一幅作品，为蝴蝶在草地上飞舞，

并在校内展览。

　　端木梦锡（1900~2000），毕业于京华美术专科
学校。擅花鸟。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作品《红梅》被
选送苏联展出，并在《人民中国的美术》画刊发表。

《蜀葵》先后在巴黎、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展出。“文革”
结束后，应邀到新加坡和日本举办个展，还应邀到国
家文化部从事国画创作。出版《端木梦锡画集》。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家协会理事，武汉市
文联委员，江汉大学艺术学院名誉教授。编著者注。 

　　秋，考入大名县省立第七师范学校附小，美术教

师为刘和璧，跟其学过铅笔画和擦笔画。

1927 年 / 丁卯 /17 岁
　　考入河北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长为谢台臣（以
下，简称“七师”。编著者注）。起初，美术教师为

刘上翔，擅长国画。“七师”氛围宽松，马列主义公

开在学校传播，开始接受进步思想。

1928 年 / 戊辰 /18 岁
　　在学校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反帝

大同盟。

1929 年 / 己巳 /19 岁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女淑芳出生。

1930 年 / 庚午 /20 岁
　　秋，因参加学潮被捕入狱。出狱后，被校方开除。

1931 年 / 辛未 /21 岁
　　2月，次女玉先出生。

　　春，受地下党党组织派遣，到山东省南馆陶镇县

二高任美术、体育和音乐教员。谢台臣复任校长，遂

返乡复学。

1932 年 / 壬申 /22 岁
　　“七师”更名为河北省立大名师范学校。

　　寒假期间，得学生自治会通知，在校生开学后一

概不要入学。旋即，又受党组织派遣，到河南省內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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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当年的省立第七师范学校校门

谢台臣先生像

县东庄镇第二高小任美术等科教员。暑假前，再次复学。

　　此时，白寿章先生受聘来此任美术教师，先生曾研究过徐青藤、八大、任

伯年、吴昌硕和齐白石等大师的艺术，颇有造诣。学校有高师、初师共十几个

班，每班每周有两节美术课，均由白寿章先生一人担纲。先生亲自编写教材，

绘制画稿，动手刻写钢版，油印讲义。还将一部分自编自画的简笔人物、花鸟

画稿石印成册。许多学生课内学画，课外找老师指导，渐成风气。此间，加入

白先生成立的中国画研究组。研究组吸纳绘画成绩优秀的学生参加，并利用课

余专门辅导。此外，在学校还举办各式各样绘画展览，并出版《大名师范校刊》，

选取优秀美术作品发表。数十年后，田辛甫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白老

师的指导下，打下中国画的初步基础。”

　　毕业前夕，能独立创作墨竹、雄鸡、藤萝、芭蕉、梅花、菊花、白鹭等，

在校内外产生影响，《大师校刊》亦时有刊载。期间，发表文章《怎样教儿童

画画》及漫画数幅。

　　白寿章 (1897 ～ 1973)，原名锡庚，宇寿禅，南和县河郭乡左村人，是我国现代著
名的书画大师，其作品继承国画的传统意蕴，又推陈出新，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同时，
他还是一名教育家，在美术教育岗位执教 40 余年，桃李无数，有成绩优异者便继承先
生的衣钵，成为日后美术界的栋梁之才，如已故的河北美术协会主席田辛甫，即是白
寿章的高足。
　　幼年在家庭熏陶影响下，即醉心于临习颜、柳碑帖，摹写《芥子园画传》。1918
年高中毕业，考入保定国立高等师范美术专科，专攻中国画。毕业后任县师范、省第
四师范、省大名师范美术教师。“七七事变”后，隐居家乡。1945 年家乡解放后积极
参与北方大学的筹建工作，后在南宫中学、邢台师范任美术教师，直至逝世。他的书
画功力颇深，花鸟画用笔泼辣奔放，挥洒自如，以书入画，简练概括，继承我国文人
画的优长，具有瘦劲清丽的个人风格。书法以草书见长，宗法二王、孙过庭，兼取文
徵明、黄慎诸家之长，亦有明显的个人风格。有《白寿章书画选》出版。
　　白氏书法早年多作正楷，中年以后转入行草书。其行草以颜书为基，参以魏碑神韵，
书风刚劲拙朴而含秀润之气，挺拔舒展又寓典雅之美，被人誉为“白体”；白氏绘画花鸟、

赵望云刊登在《大公报》上的《农
村写生》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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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皆工，尤擅花鸟。其画不囿古法，取法自然而高于自然，并施之于自己稚拙而又
洗练的行草书用笔，加之极简的用色，造型生动，线条遒劲，章法新奇多变，画风沉
静纯朴。——百度百科

1934 年  甲戌  24 岁
　　春，受聘大名县一高高级班美术教师，每周授课 8 小时。期间，曾参加校

篮球队，并跟体育主任陈履桥学会很多舞蹈基本舞步。

    4 月，三女儿书梅出生。

　　夏，七师毕业。随同学赴北平参观，购买齐白石一幅《紫藤》和《李苦禅

画集》。以后教学中有了摹本，亦开始痴迷齐派画风。

　　暑假后留校，短暂就任“七师”附小教导主任。期间，兼高级班美术和体

育教员，其中美术课每周 8 小时。此间，对赵望云刊登在《大公报》上的《农

村写生》和丰子恺的漫画尤为喜爱，还购买了丰子恺的画册，并潜心临摹。

　　为教育家朱配严编著低幼语文课本绘插图，此书石印出版。

　　在音乐教学中，除社会流行歌曲，亦教唱进步歌曲，如《大路歌》《义勇

军进行曲》等。新年联欢，导演《麻雀与小孩》等歌舞剧，利用舞蹈步法，由

风琴伴奏，引起好评。

　　入党后，利用暑假在本村连续数年举办“农民夜校”，讲授文化和科学知识，

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农民会小组。此间，先后在本村发展中共党员 6人。

1937 年  丁丑  27 岁
　　6 月，“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前夕。大名一带部分知识分子南逃，

也曾被动员随行，他却毅然留下，在校接受党组织指令——“在地方沦陷后，

回乡组织‘秘密抗日十人团’”艰巨任务。

　　日寇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逃，日军占领大名县城。回到家乡，和

其他同志一起动员知识分子出来参加抗战，组织群众武装，争取会道门，稳定

了局势。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此间，任大名四区视学委员，白寿章先生早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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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各村普遍建立抗日小学。

1938 年 戊寅  28 岁
　　夏，再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与组织失去联系。

　　任中共大名县四区抗战大众剧团团长，编导《大众舞》等歌舞剧。

　　儿子出生，取名田子成。

1940 年  庚辰  30 岁
　　任大名、魏县抗日政府文教科科长，冀南一分区一专署文教科长，一分区

文会主任。仍以绘画做武器，鼓动民众，宣传抗战。

1942 年  壬午  32 岁
　　2月，受党派遣打入地方伪团内部，进行策反。由于冀南一分区主要领导“右

倾”，事实上该伪团已被日寇利用，不可争取。导致在与敌伪人员联系中暴露

身份，受到冀南一地委开除党籍的处分。

　　7 月，冀南一分区《黎明报》创刊，调入该报，任编辑。从事漫画、宣传

画创作。创作《回心思汉》《水上娶妻图》。

　　10月底，日寇到家里抓人，但事前家人已外出躲避，未果。后由组织安排，

家属转到《黎明报》社临时驻地——小韩庄。贫穷的韩庄很小，只有八户人家。

4 岁的子成，只能靠吃米糠果腹。期间，大便不通，靠父亲拾粪卖钱买了一块

花生饼，才逐渐痊愈。

1943 年  癸未  33 岁
　　春，黎明报社过大（名）邯（郸）公路，来到当时冀南最艰苦的县份之一

魏县一带。此时，经过敌伪多次“捂村”、“扫荡”和“铁壁合围”，地区四

周被完全封锁，有时报社一天数次转移。但报社全体人员紧紧依靠群众，克服

种种困难，报纸仍照常油印出版。此间，编印过大量文字宣传品和漫画，有的

1939 年 1 月 24 日，冀南行署在广宗县召开行

政座谈会，有民众代表、士绅代表 200 余人

参加。会议确定实行民主制度，动员冀南全

体人民参加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决定召开冀

南人民代表大会，并通过《冀南人民代表大

会组织大纲》。图为部分与会人员合影。

抗战时期的油印《黎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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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发到根据地和游击区，宣传群众抗日、参军、支前；有的散发到敌占区，争取伪军反正。

1944 年  甲申  34 岁
　　7 月，随程光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编著者注）等 10 余

人并入冀南三分区《人山报》。《人山报》原社长兼总编辑翟向东（从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岗
位离休。编著者注）任社长，程光远任总编辑。时为《人山报》鼎盛时期，可谓人才济济。《抗

日烽火中的〈人山报〉》（作者朱金玲，第 330 期）有如下记载：

　　……不仅提高了版面水平，又不断出增刊和特刊。尽管当时还没有照相设备，但名画家
田辛甫的画笔却在报纸上一领风骚，民兵英雄张新春的半身像就是他按照片画上去的。尤其
是 1945 年春天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联合召开的文武英雄群英会，这不仅是对抗战数年来革命
斗争和生产斗争进行的全面总结，也是整装待发，将迎接全面抗战胜利的大会。此时，《人
山报》这支强大的新闻队伍，首次在公众场合大显神威。会上，田辛甫画兴大发，挥笔疾书，
一气为十余名文武状元画了英姿勃发的半身像，并随着轰轰烈烈的报道，一排排地印制在报
纸的显要位置上。这时《人山报》的文艺专栏“大众园地”也越办越活跃。曾以整版篇幅发
表在斗争中产生的抗日歌谣，如田辛甫的秧歌舞《牛凤高别母》……

1945 年  乙酉  35 岁

田辛甫绘制的《中国敌后、正面两大战场的

鲜明对照》插图右侧为程光远手迹

《人山报》刊载的文武群英大会特  

 别报道,配发了田辛甫的英模速写

田辛甫作词的歌曲《探伤兵》在《人山报 -

大众园地》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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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经战争环境的生死考验，经翟向东介绍，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任中共大名市政府教育科长。

1946 年  丙戌  36 岁
　　大名市县合并后，任大名县教育科长。

此间，驻村任土改工作组副组长；土改复查时，任土改工作组组长。

　　此时，冀南地区解放区已连成大片，胜利消息不断传来。为总结经验鼓舞士气，冀南三分区在永

年城外召开庆功会。庆功会采用美术展览形式，将大量战斗英雄模范事迹予以展示，收到奇效。多年后，

田辛甫在《我的生平—1911~1979》中写道 :

　　我们三、四个同志边改编脚本，边画成连环画。用的是白报纸和洋色，不很长的时间就布满了会
场。画的质量虽说很低，但当时对战士和群众的宣传教育和鼓舞，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战士说：“把
咱们的战斗事迹，都画到画上了！”

1947 年  丁亥 37 岁
　　10 月，任冀南日报社编辑，创办《冀南画报》，任画报科科长。画报为石印，四色，套版。由田

辛甫和史枫（女）两人边创作，边修版，边发行。

　　岁末，友人王雪涛冒雪来访，作画多幅。其中一幅款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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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亥除夕冒雪访辛甫兄，醉后就案头东洋卷纸为写墨花六十种，时同客燕市，
傲雪居士雪涛。钤印：雪涛丙戌以后作 ( 白文 )、傲雪居士 ( 朱文 )、婆娑庵 ( 白文 )
　　鉴藏印：咀华斋心赏记 ( 朱文 )、无陋山庄 ( 白文 )
　　引首∶墨池春满，辛甫先生属戊子夏日雪斋溥伒题。（说明∶陈半丁题跋。）

　　61 年后，此作品出现在山东天承拍卖有限公司 2008 首届大型艺术品拍卖

会“中国书画（一）绘画”专场。这幅 0104 拍品，为手卷，水墨纸本。尺寸，

27×1918cm。估价，RMB，1.200.000 —1.500.000元。成交价，RMB，1.904.000

元。图录拍品说明：

　　此卷款署“丁亥除夕，冒雪访辛甫兄”，可知为 1947 年岁末所作，雪涛
时年四十五。“辛甫”当为河北著名画家田辛甫先生。田辛甫 50 年代曾进修
于中央美术学院，直接受教于白石老人门下，画风亦受其影响。曾为人民大会
堂河北厅和历史博物馆创作过《狼牙秋色》《大禹治水》等巨幅作品。
　　（王雪涛是近现代著名小写意花鸟画家，河北成安人，曾任北京画院院长。
早年与田辛甫有同乡之谊。编著者注）

　　以美术展览形式，在临漳县回隆镇布置冀南三分区庆功会会场。其中的毛

主席像，着色重彩，悬挂在主席台中央，还画了几幅大布画，也在会场悬挂。

　　秋后，因国民党军队占领大名再次被抄家，组织将家属转移到冀南日报社

所在地——邢台威县农村。

1948 年  戊子  38 岁
　　任冀南美术社主任。

　　除编辑出版《冀南画报》，还创作年画以及两套大洋片，供民间艺人在庙

会演唱。

　　创作年画《闹粉坊》，由大众美术社木刻水印出版。此为平生创作的第一

张新年画。

　　春，妻被组织安排到冀南保育院任教。小儿子成便和房东小孩一起拾柴，

独自做饭，年仅 9岁便开始独立生活。

《花果图》100×33cm  1947

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出版的

《美术作品选集》 王律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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