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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艺人生

何玉麟 / 文

豫章才子 ——丁世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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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世弼先生 1939 年 8 月生于江西南昌，自幼受父亲影响握笔涂鸦。十二三岁一边上学一

边师从当地的中国画老师学习山水画和花鸟画。

1957 年，因家庭原因，他初中毕业后便进入社会“打零工”。那时，有很多展览会，他

就给展览会做设计，一天三元钱，这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了。因为工作需要，他大量练习画

速写，从此开始画人物画。



一
 1958年底，丁世弼进入江西省体育委员会《江西体育报》任编辑。这一年，他画了“大炼钢铁”

题材的短篇连环画，这是他第一次创作连环画，发表在《井冈山画报》上。此后，向丁世弼

约稿的人不断，他说：“当时，一年就能拿到几千元的稿费。为了稿费拿得多，除了上班，

中午不睡觉就画画。中午画画的习惯也一直保持到六十五岁。”

 由于专心业务，不问政治，丁世弼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经常约他画稿的黑龙江人

民出版社便不再向他约稿了。他回忆道：“辽宁美术出版社也收到‘封杀令’，但是他们派

专人来江西向我所在地的公安局调查，反映很好，便没有‘封杀’，继续约稿。”

“文化大革命”期间，丁世弼被下放到乡下。1971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当时江西人民出

版社并入新华书店）出版《人物画资料》，而之前的作者画得不好，便找到丁世弼，一共画

了一百多幅，出版后很轰动。随后丁世弼就留了下来，没有正式编制，但是每月发40元生活费。

1972 年，江西人民出版社组织创作连环画《渔岛怒潮》，丁世弼画了三个月便完成全部稿件。

连环画《渔岛怒潮》出版后影响很大，数百万册很快就销售一空，中央电视台也作了专题报道，

后来还获得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奖二等奖，许多画画的人都争相临摹。但是丁世弼还是没能

继续留在江西人民出版社，1975 年他去了区电影院画海报，每月工资 45 元 5 角，但是整整

一年他才画过一张海报。1976 年，丁世弼进入江西文艺学校当美术老师，一直到 1980 年。

 1979 年，出版社恢复稿费，丁世弼进入连环画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在四五年的时间里， 

他创作了数十部连环画，如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红楼梦人物故事·晴雯》、《红

楼梦人物故事·尤三姐》、《红楼梦人物故事·鸳鸯》﹑《红楼梦人物故事·司棋与潘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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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等，其中《红楼梦人物故事·尤三姐》获得全国第三届连环画评奖二等奖；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连环画《红灯照》、《画虎记》等，《红灯照》获得江西省首届连环画评奖绘画一等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连环画《巧姐避祸》、《秋瑾》等等。

 90 年代，丁世弼还创作了缩编的连环画《红楼梦》, 后又为河南美术出版社创作了连环

画《陈赓大将》。连环画《陈赓大将》是他最后一部长篇连环画，也是他最为满意的一部连

环画。

 早年，丁世弼喜欢中国花鸟画和山水画。花鸟画中他推崇吴昌硕，山水画则师承黄宾虹。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 他转向人物画。他的线描人物源于传统的“十八描”，又有志于有所突破， 

融入自己的感受，认为画者和欣赏者都是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主观意识而对线描人物有着

不同的思考和鉴别。由于多年学习山水画和花鸟画，他的线描用笔主要吸取山水画皴擦的方

法和花鸟画点染的没骨意笔形式，在白描人物画的基础上进行某些尝试。在传统白描的基础上，

不断融合新机，使笔墨的表现力更加丰富多彩。他中锋用笔而非单纯地勾勒长短线，更多的

是广泛地采取了侧锋用笔。这犹如山水花鸟画中的皴擦、点染的没骨用笔法，彼此间比较和

反衬，使其相互呼应而协调一致。每一种表现手法不仅在局部上能发挥作用，而且又能构成

丰富完整的艺术效果。其线描的用笔，也总是采用粗细、长短、轻重、刚柔、曲直使其相互

变化，而在画面具体组织上，常常结合灰白、虚实、简繁、疏密的处理，使整个画面在调子

上达到均衡，构图完整。不论工笔、意笔或兼工代写等表现手法，他都有相当高的艺术表现力。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丁世弼把主要精力转到了水墨人物画的创作中。多年的连环画创作

经验和水墨功底使得他的单幅画创作游刃有余，很快便声名鹊起。他善于从古诗词中获取创

作灵感，按诗词的内容塑造人物，以诗词入画，如中国画《琵琶行》、组画《桃花源记》等等。

他的画作饱含古代文人的气质，追求在文化内涵上与前人的一脉相承。他的画作常配有庭院、

桃花、亭榭、溪水、小船等，使得画面极具生活和时代的气息，又传递着古代文人的情趣与理想。

 丁世弼不仅精于古诗词、绘画，还擅长书法、篆刻，有着深厚的金石和书法的功力与涵养。

他自己的印章，以及学生、亲朋好友的印章都是由他亲自篆刻的。他的书法洒脱、飘逸。丁

世弼可谓集“诗、书、画、印”于一身的“豫章才子”。

 追求艺术作品中的文化价值取向，也正是丁世弼一贯淡泊名利、品格高洁、率真的体现。

“文化大革命”前，丁世弼有着不可思议的两万多元稿费存款，当时他身边有很多穷困的朋友，

朋友读书、朋友父母去世等，他都慷慨资助。90 年代初，他停止画画，下了五六年的围棋。

后来被评为国家一级美术师，受到鼓舞，又开始继续画画。退休后，他独居一处，闭门谢客，

刻苦作画。他不事张扬，不做宣传，不走市场，许多画商前来谈合作或者包装，均被婉言谢绝……

 丁世弼先后创作了长短篇连环画共计一百来部。谈到连环画，他认为，要画好连环画很

不容易，绘画基本功必须扎实，构图要注意主次、虚实的结合，合理布局，要有精益求精的

精神，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连环画作品。



连环画《苏小妹三难新郎》 连环画《红楼梦人物故事·司棋与潘又安》

丁世弼连环画作品选丁世弼连环画作品选



连环画《红楼梦人物故事·鸳鸯》

连环画《红楼梦人物故事·鸳鸯》

丁世弼连环画作品选



连环画《东进！东进！》

丁世弼连环画作品选



作家曾秀苍 中国画 张德育写

曾秀苍传略

   曾秀苍（1919-1987），原名曾汝钟，字德祖。

江西省吉水县盘谷乡下石濑村人。1949 年前，长期

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和教育工作，宣传抗日，培育人才。

1942 年在吉水县立中学任教员时，因不满县长罗平

造横行霸道而被捕。保释出狱后即远离吉水，奔走

于衡阳、柳州、贵阳、南京等地从事教育和报刊编

辑工作。夙夜未懈，历尽辛劳。1946 年至 1947 年在

南京《大刚报》工作期间，与报社内进步力量紧密

携手，共同与反动势力作斗争。1949 年 4 月南京解

放后，曾秀苍经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介绍到北京华

北大学学习，同年 9 月到天津读者书店从事编辑工

作 , 后历任天津知识书店出版部编辑科长、天津通

俗出版社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部第四编辑组

组长、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

   抗战前曾秀苍在南昌读中学时，即才华显露。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艺作品，语言淳朴清

新，文如行云流水。他的散文、童话、历史小品，深受读者欢迎。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戮力

于长篇著作，写出了具有较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 重印 9 次，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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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37.2 万余册 ) 等作品 , 真实地再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西吉安、吉水一带如火如荼

的农民革命运动，热情地歌颂了伟大红军的英雄业绩，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

    曾秀苍作风朴实，刚直不阿。他“文化大革命”中身受摧残，对“四人帮”深恶痛绝。党

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虽晚年体弱多病，他仍然致力于四化建设和党的出版事业。在进行创作

的同时，积极参与编辑《孙犁文集》等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长篇巨著的工作。他的字，写得娟秀；

他的作品，富有风情；他对工作，尽心尽责；他对朋友，诚而有信。

   曾秀苍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理事、著名作家、老编辑。因肺癌住

院医治。弥留之际，他叮嘱家属，自己谢世后丧事从简，不要举行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仪式。

1987 年 11 月 4 日 18 时在天津逝世。享年 69 岁。

                                                             ( 摘自《吉水县志》1989 年版 )

   曾（指作家曾秀苍——编者注）之为文，一如其为人。这在他的散文与小说中，是可以得见的。

早已在读者当中广为流传的长篇小说《太阳从东方升起》和《山鸣谷应》暂且不论，仅从眼前

这本《剪秋萝》中便可窥见其一斑。他的笔下，不论是小说、散文或小品，字里行间都充满着

对国家、对民族、对我们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真诚而炽热的爱，但同时也明显抒发着对践踏中

怀念文章节选



国大地、屠戮中国人民的民族敌人的刻骨的恨。在战争年间，作为一个文人，其情，其志，不

是难能可贵的吗？

    曾老自幼读书甚多，经史子集，无不通晓；唐诗宋词，开口成诵。论其书法，更非常人所能比。

像他这样有功底的编辑，现在是并不多见了。大概也正是因为其自幼形成的文字修养，使他的

小说和散文突出显示着自己的鲜明特色。正如本书的责任编辑邓元惠同志之所言：坦诚、纤巧、

清秀，富有内在的热情。洞达人生而不失其纯真，抨击时弊而常显其幽默。特别是那些抒情散文，

具有浓重的诗意，称作诗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均无不可。这，绝不是当前某些只有点滴感受而

没有坚实书底儿的人所可以比的。这本小书，不只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历史时代的演进和作者对

人生的探索，而且可以使当代青年认识为文与读书的关系。

    曾秀苍同志是一位老作家，也是一位业绩卓著的老编辑，他既给一代文豪茅盾、郭沫若编

过广为流传的《夜读偶记》、《洪波曲》，也给普通工人作家大吕、董乃相编过小说集。位不分高下，

人不论贵贱，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他不是那种趋炎附势、依附名人、眼睛长在头顶上的编辑，

更不曾利用工作之便为自己谋取分毫之私利，因此颇受朋友和同仁们的敬重。他逝世之后，大

家一致主张为其编辑出版这样一本集子以示纪念，这自是情理中的事情。

    书稿付梓之前，睹文思人，忆及与老曾相处的时日，心下确实颇多感慨，信笔写下，以表

我对一位已经逝去的长者的敬重与怀念。是为序。

                                                （摘自《曾秀苍〈剪秋萝〉序》/郑法清 /文）



封面作者简介

张德育，1931 年 10 月生于河南省镇平县。早

年在部队从事美术工作。1955 年考入中央美术学

院，师从董希文、叶浅予、李可染、梁玉龙等教授，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8 年毕业分配到天津百花

文艺出版社任美术编辑。1981 年调入天津画院从

事专业创作。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画师，

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两届中国美术家

协会理事、天津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市河

西区政协副主席等职。2010 年 4 月 29 日病逝。

张德育先生

    主要作品有《苦菜花》、《铁木前传》、《太阳从东方升起》等小说插图，中国画作品主要有《岭

南风》、《铁堤》、《温馨》、《无花果》等。出版专著有《张德育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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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德育插图作品选



《太阳从东方升起》插图之六

张德育插图作品选



《苦菜花》插图之二 《苦菜花》插图之四

张德育插图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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