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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简历

新喻文石（钟文斌）：1942年生，江西省新余市人。1964年毕业于江西文化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画学会副主席、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艺术学会常务委

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市场研究中心特聘画师、江西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聘画家、江西中山画院特聘画家。作品

曾入选第六、七、八届全国美展，多次入选其他全国性大展，也多次在全国、省、市展出和报刊上发表，曾获全国首届

“丰收杯”中国画大奖赛佳作奖，加拿大国际水墨画大奖赛枫叶奖，第二届全国山水画展优秀作品奖，中国艺术界名人

作品展示会系列大展优秀奖，新世纪中国山水画200家，首届中国名家世博艺术杰出成就奖，新中国60年艺术创作贡献

奖，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七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奖’”最佳创作奖、首届“金玉杯”全国书画大师

成就奖金奖等多种奖项或荣誉称号，并入选画集多部。有作品在日本、美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芬兰、

瑞典等国家及台湾、香港地区展出并收藏。传略载入《中国现代美术家名人大辞典》、《中国当代美术家名人录》、

《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现代书画界名人大观》等多种大型辞典。



谨以此画集告慰和缅怀我亲爱的父母亲

父亲钟明发
1906—1981年

母亲张明英
1908—2009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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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叫“文石”，也效仿他在每一幅国画作品中署上“新

喻文石”，以示我对故乡的怀恋和对抱石先生的崇拜。

儿童时代的生活丰富多彩，家乡的田园风光使我陶

醉。每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父亲就催促我起床去放

牛，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们乡村少年放牛时，不是烤红薯就

是下池塘捉鱼虾，不是上树掏鸟窝就是追逐野兔。我的家

乡是个鱼米之乡，每到夏天，村前村后莲叶擎伞，荷花吐

香，菱藕满塘，让人流连忘返。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

环境和生活潜滋默育着我的艺术灵感。每年暑假，我都要

下田插秧、耘禾、拔草、割稻，每天只有3个工分。最令

我难忘的是下田插秧，蚂蝗爬在脚上，抓了一只又一只，

两条腿被蚂蝗咬得鲜血淋漓，还要坚持干完；炎热的夏

天，打着赤膊顶着烈日下田双抢，背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

层，口渴难忍，就喝口池塘里的清水；寒冷的冬天，光着

脚去打猪草，挖莲藕，红肿的双腿早已麻木。一年四季在

庄稼地里撒猪粪、牛粪、鸡粪、人粪，更是我们农家孩子

的必修课。干农活的经历，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使

我终身受益。故乡的泥土散发出沁人肺腑的馨香，故乡的

山水充满着勃发生机，也给了我结实的身板和对艺术的憧

憬。

考进了罗坊中学的我，刚报名就开始参加建校劳动，

勤工俭学，半农半读。没有校舍，村旁大香樟树下就是我

们的课堂；没有宿舍，就住在乡亲们的堂屋里。为了早日

把校舍建起来，学校组织一批男生到新余良山去搬运木

头，我亲身体验了把木头运出深山的艰苦过程，还到煤矿

上去挑煤炭，在学校的田里栽水稻、种蔬菜，到山里去炼

钢铁……能文能武，劳动、读书两不误。学校没有美术

老师，我就自己在学习之余乱涂乱画，尤其是那本《齐

白石老公公的画》临了又临，几乎可以默画出书中的每一

幅。毕业了，学校领导对我说：“你家经济条件差，生活

困难，就考南昌的一个艺术学校吧，到这个学校读书不要

钱。”我说：“我不会画画，又从来没有美术老师教过，

肯定考不上的。” “不要紧，你考考看吧，你就画一只茶

杯，一把牙刷，一支牙膏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把自己

使用的茶杯、牙刷、牙膏拿到教室里随便摆放在课桌上，

并找来一张白纸，照着茶杯、牙刷、牙膏用铅笔勾了一张

线条画，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交到学校教务处去了，同时还

到新余县城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对于我自己摆设这几件

东西所画的考试卷，我根本想也没有去想，几乎把这件事

遗忘了，结果，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个月之后，我收到

了江西文化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筹备到南昌上学

的费用，我和一个同学到新余钢铁厂去打工搬运钢铁，一

个月后，我父亲到新余来看望我，问我挣了多少钱，我

说：“挣了100块钱。”父亲说：“好了，回去吧，不要

把身体累垮了。”就这样，到了开学那天，我穿着母亲织

的土布衣裳和赶做的新布鞋，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这100

元钱买了到南昌的火车票和生活用品。第三天，父亲把回

家的火车票钱2元6角留下，其余的都交给我，并千叮咛万

嘱咐要节约用钱，好好读书。后来，我遵照父亲的嘱托省

吃俭用，用剩余的那些钱读完了四年大学。

进了江西文化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看到同学们个个

画得棒极了，而我一无所知，什么叫素描、速写都不知道。

记得开学的第二天，全体同学都集中在学校门口打扫卫生，

其中有几个同学在间隙中画速写，我当时不知道这几个同学

在干什么，就轻轻地问了一下我身边的一位同学，他们在干

什么？他说：“画速写，这个你都不知道？”我说：“不

知道。”他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说：“画速写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考进来的？”我又说：“我不知道。”第二天正

式上课了，第一堂课是班主任介绍了学校的概况，讲完之

后，就给每个同学分发了绘画材料。回到宿舍我就专心专

意地听同学们谈论绘画情况，听得很投入，以后每堂课，

我都非常认真地听老师讲，一丝不苟地记好笔记，有不

懂的地方就问老师和同学。我知道我没有一点绘画资本，

作画的技术也很缺乏，可是我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我

不自卑，不气馁，老师讲课的内容及向同学们做的示范，

我都像海绵吸水一样，统统地吸进我的脑海里。“焚膏油

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一心扑在学习上，并勤于思

考。张允中同学的绘画水平很好，特别是水彩、水粉画非

常棒。我和他是头靠头的临床室友。我个子瘦小，特别在

寒冷的冬天，常常穿着单薄的衣裳冻得发抖。他个头大，

身体结实。我们俩干脆睡在同一张床上。在校四年里，靠

他的热量传给我，度过了四年的寒冬，我还向他学到了不

少色彩技法。每天我总是第一个进教室打扫卫生，晚上又

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我笃信勤能补拙。上世纪60年代

初，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每人每天只有9两米。

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是坚持天天画画不辍，刻苦攻

读，勤学苦练。终于，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每一门功课

考试成绩都在60分以上。第二个学期开学后不久，学校就

宣布我为美术系团支部书记、学院团委委员。因此，我更

加倍努力地学习，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每年寒暑假回到

家里，父母亲再也不要我下田干活了，要我一心一意画好

画，专心致志地在自己家的小楼上钻研功课。那四年里，

我得到了雷震、万昊 、梁邦楚、漆德琰、谢天锡、陈松茂

等恩师的精心教导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特别是雷震先生

零
零
伍

自
序

复一年地用甘甜的乳汁和汗水，把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哺

育成人，直到2009年4月1日以101岁的高龄仙逝。母亲含

辛茹苦育儿教子的无私大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袤的大

地，博大而宽厚，感人致深，成为我们做儿女的永恒的记

忆和永远的缅怀。

孩提时代，每每提到读书，我就头痛，如果有小伙伴

邀我去玩或者去捕鱼、摘莲蓬、采菱角，就有一身使不完

的劲，更喜欢一个人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天气出去捕

鱼。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母亲笑在脸上，喜在心里。

我家门前有一个废弃的小菜园，我很喜欢在这个小菜园里

栽花种树。有一年，我在园子里栽了一株南瓜苗和一株冬

瓜苗，当这两株苗长得很高时，竟别出心裁地将南瓜苗和

冬瓜苗靠叶部用刀削去一点皮，再用布片将这两株瓜苗扎

好。后来，结出了不少南瓜和冬瓜，其中有的南瓜长得像

冬瓜，有的冬瓜像南瓜。我又在别的地方剪下了一枝李树

嫁接在园里的一棵桃树上，由于村里进行环境改造，把园

子填成平地，那棵桃树被砍掉了，这件嫁接之事成功否，

成为不解之谜。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就是画画，喜欢用树

枝在地上乱涂乱画，特别喜欢在课本的空隙中涂涂画画，

画太阳、房屋、飞机、火车、树、鸟……当父亲和大哥看

到书本上如此乱糟糟的东西后，我不是挨骂就是挨打。直

到有一天，我用一张白纸画了一幅国外伟人的肖像贴在我

家中堂的墙壁上，父亲、大哥端详着称赞我画得好，亲戚

和乡亲们都夸我画得真像，我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记

得在罗坊镇小学读书时，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挂了一幅大

型宣传画，画面上的女青年栩栩如生，颜色又非常漂亮。

我羡慕极了，每天总要在这幅画前看几次，心想，我要是

也能画出这样的水平该有多好啊！后来，我知道这幅画是

学校的美术老师带领他的学生胡秉义、胡秉勇画的，我很

敬佩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增强了我画画的决心和

勇气。可惜我在小学阶段一直没有美术老师教过我，也没

有上过一节美术课。在中学阶段也还是没有上过美术课。

我二哥知道我很喜欢画画，就给我买了一本《齐白石老公

公的画》。我爱不释手，于是，每天有空就临摹。我天天

不是画小鸡、小鸟，就是画鱼虾、蜻蜓。从此，我父亲和

大哥再也不打骂我了。从这以后，我就经常听父亲和大哥

讲起家乡土圪垯里出了一个大画家，讲他的故事，讲他的

传奇，这位画家就是傅抱石。抱石大师时刻铭记着生他养

育他的故土，也不忘在作品上署上家乡的名字，名不见经

传的家乡从此名扬四海。后来，我认真读着他的画，研磨

他的笔墨技法，当读到他在画上的题款并署名“新喻傅抱

石”时，心头不时地会涌起一股激荡的波澜。我决定取个

我出生于江西省新喻县罗坊区(现为新余市罗坊乡)高

磡村一个世代耕耘的农民家庭。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母

亲就用大爱抚慰着我孱弱的身体，为了能使我健康成长，

在我蹒跚学步时，母亲给我戴上了银项圈和银手镯，祷求

上天赐给我智慧和强壮的身体。（我长大后，母亲告诉

我，我戴的那些银饰品为了抗美援朝都捐献给国家了。）

自从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进了一所只有十来个孩子上课

的私塾学堂，先生是一位同族长辈的女婿。先生教我们

很严，以启蒙读物《三字经》为日课，朝诵夕背，枯燥无

味。这样的学习方式让我这个天性好动的蒙童感到蹙眉头

痛、鲁钝难语，经常不是逃学就是捣乱，几乎天天要挨先

生的竹片打。我每天在母亲面前哭着不肯去上学，父亲的

打骂也无济于事，我宁可去放牛，也决不去上学。

第二年，我又被送进了另一个私塾学堂，教我们的是

一个女先生，哪知道这个女先生更加严厉，对我们这些不

听话的孩子除了用竹片打手掌外，还要跪鹅卵石。这样，

我更不愿去上学，几乎每天都是被父亲打骂并流着眼泪去

学堂。母亲温柔、慈祥、贤惠，对儿女十分宠爱，每次看

到我哭着不肯去学堂，只好随我的便，于是母亲就成了我

的保护伞。无论是我躁动、任性，还是赌气、倔强，母爱

无所不在。我大哥要我好好念书，管教我则比父亲还要厉

害，天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还要在天寒地冻的下雪天

强迫我打赤脚去地里打猪草。母亲看到我小小年纪就被惩

罚成这个样子，一边流眼泪，一边责骂我大哥：“他又不

是你的儿子，他是你弟弟啊，何必这样无情？你就不怕他

长大以后记你的仇吗？！”我大哥和母亲争辩说：“我不

怕他记仇，我是为他好，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有机会上学，

宁可在家种田，再苦再累也要让几个弟弟好好念书，将来

他们如果有出息的话，我脸上也有光彩……”

父亲勤劳倔强，为了全家大小的生计，从年头忙到

年尾。大哥忠厚老实，为了帮助父亲种好地，减轻父亲的

压力，同时也为了弟弟能读好书，他过早地挑起了繁重的

农活重担，同父亲一道，无论是炎夏寒冬，还是刮风下

雨，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不辍。母亲则要承受更

加繁重的家务重担，每天晚上在那盏古老的油灯下，幽暗

微弱的灯焰，映照着母亲焦黄的脸庞。夜深人静，只有纺

纱机低吟的声音还在为我们唱着催眠曲。朦胧中，听到三

更鸡鸣，窗月西斜，疲倦的母亲还在一脚一脚地踏着纺纱

机。为了全家大小的衣着，常常通宵达旦地劳作。织布机

律动延伸的粗布上，印渍着母亲的一滴滴汗水。到了农忙

收割季节，母亲还要下地干农活，收工回来又要忙着生火

做饭、洗衣、喂奶……她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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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名叫“文石”，也效仿他在每一幅国画作品中署上“新

喻文石”，以示我对故乡的怀恋和对抱石先生的崇拜。

儿童时代的生活丰富多彩，家乡的田园风光使我陶

醉。每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父亲就催促我起床去放

牛，最令我难忘的是我们乡村少年放牛时，不是烤红薯就

是下池塘捉鱼虾，不是上树掏鸟窝就是追逐野兔。我的家

乡是个鱼米之乡，每到夏天，村前村后莲叶擎伞，荷花吐

香，菱藕满塘，让人流连忘返。这些充满诗情画意的美好

环境和生活潜滋默育着我的艺术灵感。每年暑假，我都要

下田插秧、耘禾、拔草、割稻，每天只有3个工分。最令

我难忘的是下田插秧，蚂蝗爬在脚上，抓了一只又一只，

两条腿被蚂蝗咬得鲜血淋漓，还要坚持干完；炎热的夏

天，打着赤膊顶着烈日下田双抢，背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

层，口渴难忍，就喝口池塘里的清水；寒冷的冬天，光着

脚去打猪草，挖莲藕，红肿的双腿早已麻木。一年四季在

庄稼地里撒猪粪、牛粪、鸡粪、人粪，更是我们农家孩子

的必修课。干农活的经历，磨练了我吃苦耐劳的意志，使

我终身受益。故乡的泥土散发出沁人肺腑的馨香，故乡的

山水充满着勃发生机，也给了我结实的身板和对艺术的憧

憬。

考进了罗坊中学的我，刚报名就开始参加建校劳动，

勤工俭学，半农半读。没有校舍，村旁大香樟树下就是我

们的课堂；没有宿舍，就住在乡亲们的堂屋里。为了早日

把校舍建起来，学校组织一批男生到新余良山去搬运木

头，我亲身体验了把木头运出深山的艰苦过程，还到煤矿

上去挑煤炭，在学校的田里栽水稻、种蔬菜，到山里去炼

钢铁……能文能武，劳动、读书两不误。学校没有美术

老师，我就自己在学习之余乱涂乱画，尤其是那本《齐

白石老公公的画》临了又临，几乎可以默画出书中的每一

幅。毕业了，学校领导对我说：“你家经济条件差，生活

困难，就考南昌的一个艺术学校吧，到这个学校读书不要

钱。”我说：“我不会画画，又从来没有美术老师教过，

肯定考不上的。” “不要紧，你考考看吧，你就画一只茶

杯，一把牙刷，一支牙膏就可以了。”于是，我就把自己

使用的茶杯、牙刷、牙膏拿到教室里随便摆放在课桌上，

并找来一张白纸，照着茶杯、牙刷、牙膏用铅笔勾了一张

线条画，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交到学校教务处去了，同时还

到新余县城参加了统一招生考试。对于我自己摆设这几件

东西所画的考试卷，我根本想也没有去想，几乎把这件事

遗忘了，结果，做梦也没有想到，在一个月之后，我收到

了江西文化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为了筹备到南昌上学

的费用，我和一个同学到新余钢铁厂去打工搬运钢铁，一

个月后，我父亲到新余来看望我，问我挣了多少钱，我

说：“挣了100块钱。”父亲说：“好了，回去吧，不要

把身体累垮了。”就这样，到了开学那天，我穿着母亲织

的土布衣裳和赶做的新布鞋，在父亲的陪同下，用这100

元钱买了到南昌的火车票和生活用品。第三天，父亲把回

家的火车票钱2元6角留下，其余的都交给我，并千叮咛万

嘱咐要节约用钱，好好读书。后来，我遵照父亲的嘱托省

吃俭用，用剩余的那些钱读完了四年大学。

进了江西文化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看到同学们个个

画得棒极了，而我一无所知，什么叫素描、速写都不知道。

记得开学的第二天，全体同学都集中在学校门口打扫卫生，

其中有几个同学在间隙中画速写，我当时不知道这几个同学

在干什么，就轻轻地问了一下我身边的一位同学，他们在干

什么？他说：“画速写，这个你都不知道？”我说：“不

知道。”他用蔑视的眼光看着我说：“画速写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考进来的？”我又说：“我不知道。”第二天正

式上课了，第一堂课是班主任介绍了学校的概况，讲完之

后，就给每个同学分发了绘画材料。回到宿舍我就专心专

意地听同学们谈论绘画情况，听得很投入，以后每堂课，

我都非常认真地听老师讲，一丝不苟地记好笔记，有不

懂的地方就问老师和同学。我知道我没有一点绘画资本，

作画的技术也很缺乏，可是我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因此我

不自卑，不气馁，老师讲课的内容及向同学们做的示范，

我都像海绵吸水一样，统统地吸进我的脑海里。“焚膏油

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我一心扑在学习上，并勤于思

考。张允中同学的绘画水平很好，特别是水彩、水粉画非

常棒。我和他是头靠头的临床室友。我个子瘦小，特别在

寒冷的冬天，常常穿着单薄的衣裳冻得发抖。他个头大，

身体结实。我们俩干脆睡在同一张床上。在校四年里，靠

他的热量传给我，度过了四年的寒冬，我还向他学到了不

少色彩技法。每天我总是第一个进教室打扫卫生，晚上又

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我笃信勤能补拙。上世纪60年代

初，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每人每天只有9两米。

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还是坚持天天画画不辍，刻苦攻

读，勤学苦练。终于，第一个学期结束，我的每一门功课

考试成绩都在60分以上。第二个学期开学后不久，学校就

宣布我为美术系团支部书记、学院团委委员。因此，我更

加倍努力地学习，尊敬老师，团结同学。每年寒暑假回到

家里，父母亲再也不要我下田干活了，要我一心一意画好

画，专心致志地在自己家的小楼上钻研功课。那四年里，

我得到了雷震、万昊 、梁邦楚、漆德琰、谢天锡、陈松茂

等恩师的精心教导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特别是雷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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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一年地用甘甜的乳汁和汗水，把我们兄弟姐妹一个个哺

育成人，直到2009年4月1日以101岁的高龄仙逝。母亲含

辛茹苦育儿教子的无私大爱，犹如澎湃的大海与广袤的大

地，博大而宽厚，感人致深，成为我们做儿女的永恒的记

忆和永远的缅怀。

孩提时代，每每提到读书，我就头痛，如果有小伙伴

邀我去玩或者去捕鱼、摘莲蓬、采菱角，就有一身使不完

的劲，更喜欢一个人在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天气出去捕

鱼。每次出去总是满载而归，母亲笑在脸上，喜在心里。

我家门前有一个废弃的小菜园，我很喜欢在这个小菜园里

栽花种树。有一年，我在园子里栽了一株南瓜苗和一株冬

瓜苗，当这两株苗长得很高时，竟别出心裁地将南瓜苗和

冬瓜苗靠叶部用刀削去一点皮，再用布片将这两株瓜苗扎

好。后来，结出了不少南瓜和冬瓜，其中有的南瓜长得像

冬瓜，有的冬瓜像南瓜。我又在别的地方剪下了一枝李树

嫁接在园里的一棵桃树上，由于村里进行环境改造，把园

子填成平地，那棵桃树被砍掉了，这件嫁接之事成功否，

成为不解之谜。除此之外，我的兴趣就是画画，喜欢用树

枝在地上乱涂乱画，特别喜欢在课本的空隙中涂涂画画，

画太阳、房屋、飞机、火车、树、鸟……当父亲和大哥看

到书本上如此乱糟糟的东西后，我不是挨骂就是挨打。直

到有一天，我用一张白纸画了一幅国外伟人的肖像贴在我

家中堂的墙壁上，父亲、大哥端详着称赞我画得好，亲戚

和乡亲们都夸我画得真像，我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记

得在罗坊镇小学读书时，学校大门口的墙壁上挂了一幅大

型宣传画，画面上的女青年栩栩如生，颜色又非常漂亮。

我羡慕极了，每天总要在这幅画前看几次，心想，我要是

也能画出这样的水平该有多好啊！后来，我知道这幅画是

学校的美术老师带领他的学生胡秉义、胡秉勇画的，我很

敬佩他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增强了我画画的决心和

勇气。可惜我在小学阶段一直没有美术老师教过我，也没

有上过一节美术课。在中学阶段也还是没有上过美术课。

我二哥知道我很喜欢画画，就给我买了一本《齐白石老公

公的画》。我爱不释手，于是，每天有空就临摹。我天天

不是画小鸡、小鸟，就是画鱼虾、蜻蜓。从此，我父亲和

大哥再也不打骂我了。从这以后，我就经常听父亲和大哥

讲起家乡土圪垯里出了一个大画家，讲他的故事，讲他的

传奇，这位画家就是傅抱石。抱石大师时刻铭记着生他养

育他的故土，也不忘在作品上署上家乡的名字，名不见经

传的家乡从此名扬四海。后来，我认真读着他的画，研磨

他的笔墨技法，当读到他在画上的题款并署名“新喻傅抱

石”时，心头不时地会涌起一股激荡的波澜。我决定取个

我出生于江西省新喻县罗坊区(现为新余市罗坊乡)高

磡村一个世代耕耘的农民家庭。从呱呱坠地那一刻起，母

亲就用大爱抚慰着我孱弱的身体，为了能使我健康成长，

在我蹒跚学步时，母亲给我戴上了银项圈和银手镯，祷求

上天赐给我智慧和强壮的身体。（我长大后，母亲告诉

我，我戴的那些银饰品为了抗美援朝都捐献给国家了。）

自从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进了一所只有十来个孩子上课

的私塾学堂，先生是一位同族长辈的女婿。先生教我们

很严，以启蒙读物《三字经》为日课，朝诵夕背，枯燥无

味。这样的学习方式让我这个天性好动的蒙童感到蹙眉头

痛、鲁钝难语，经常不是逃学就是捣乱，几乎天天要挨先

生的竹片打。我每天在母亲面前哭着不肯去上学，父亲的

打骂也无济于事，我宁可去放牛，也决不去上学。

第二年，我又被送进了另一个私塾学堂，教我们的是

一个女先生，哪知道这个女先生更加严厉，对我们这些不

听话的孩子除了用竹片打手掌外，还要跪鹅卵石。这样，

我更不愿去上学，几乎每天都是被父亲打骂并流着眼泪去

学堂。母亲温柔、慈祥、贤惠，对儿女十分宠爱，每次看

到我哭着不肯去学堂，只好随我的便，于是母亲就成了我

的保护伞。无论是我躁动、任性，还是赌气、倔强，母爱

无所不在。我大哥要我好好念书，管教我则比父亲还要厉

害，天天不是骂我，就是打我，还要在天寒地冻的下雪天

强迫我打赤脚去地里打猪草。母亲看到我小小年纪就被惩

罚成这个样子，一边流眼泪，一边责骂我大哥：“他又不

是你的儿子，他是你弟弟啊，何必这样无情？你就不怕他

长大以后记你的仇吗？！”我大哥和母亲争辩说：“我不

怕他记仇，我是为他好，我这个当大哥的没有机会上学，

宁可在家种田，再苦再累也要让几个弟弟好好念书，将来

他们如果有出息的话，我脸上也有光彩……”

父亲勤劳倔强，为了全家大小的生计，从年头忙到

年尾。大哥忠厚老实，为了帮助父亲种好地，减轻父亲的

压力，同时也为了弟弟能读好书，他过早地挑起了繁重的

农活重担，同父亲一道，无论是炎夏寒冬，还是刮风下

雨，总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不辍。母亲则要承受更

加繁重的家务重担，每天晚上在那盏古老的油灯下，幽暗

微弱的灯焰，映照着母亲焦黄的脸庞。夜深人静，只有纺

纱机低吟的声音还在为我们唱着催眠曲。朦胧中，听到三

更鸡鸣，窗月西斜，疲倦的母亲还在一脚一脚地踏着纺纱

机。为了全家大小的衣着，常常通宵达旦地劳作。织布机

律动延伸的粗布上，印渍着母亲的一滴滴汗水。到了农忙

收割季节，母亲还要下地干农活，收工回来又要忙着生火

做饭、洗衣、喂奶……她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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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会见了井冈山老赤卫队员，接

见了井冈山群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构思并创作了

年画《毛主席来到我的家》。上世纪70—80年代，有很多

年轻姑娘都喜欢现役军人，她们都以同兵哥恋爱为荣。因

此，我就构思并创作了年画《心心相印》。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的旅游业也开始兴旺起来。

人们利用节假日到祖国各地游览观光，遍游名山大川。因

此我便构思创作了年画《无限风光》，并入选第七届全国

美展。1992年冬天，我到鄱阳县去组稿，乘船穿越鄱阳

湖，看到湖上水鸟成群，回南昌后画了一幅草图，直到退

休后的2004年才完成了这幅工笔画《故乡情怀》。京九铁

路贯通了我省南北，穿越了陈毅同志曾经在赣南打过游击

的罗霄山脉。当时，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报导，

由此，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构思并创作了山水画《南

国风采》，并入选了第八届全国美展。为纪念长征胜利50

周年，我创作了中国画《待到山花烂漫时》，入选了江西

美展，并获二等奖。199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全国

首届山水画展”，我创作了山水画《雄风》并入选。2000

年底，江西美术出版社迁至抚河西岸边，透过我的画室看

到窗外抚河对岸高楼林立，与原来陈旧的老房子对比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构思并创作了中国画《家住抚

河畔》。2003年为“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作品展”而构思

创作了山水画《皓月照千秋》并入选，同时还入选“中国

美术出版界美术作品展”。2004年我去云南、贵州两省

采风，特别是在贵州省毕节、安顺等地，有人在石头山上

的顽石空隙中种上一棵、两棵玉米，我感慨万分，回到南

昌后，创作了山水画《一寸土地一寸金》并入选了“中华

精英展”。 1999年我到乐安县“千古第一村——流坑”

参观，看到流坑村一直保留完好的百年古民居建筑风貌，

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因此立即产生了创作灵感，

创作了中国画《故乡风韵》。2006年春节，我随江西摄

影家采风团到甘肃南部藏族自治县采风。在海拔3000余

米的高寒地区，藏族同胞不论老人、妇女、儿童每天绕着

寺庙行走好几百圈，以求神灵保佑一家平安，佛教信仰非

常虔诚。回到南昌后，我就创作了中国画《甘南纪事》，

入选了江西出版集团举办的“江西出版集团书画摄影作品

展”，并获二等奖。到了盛夏，故乡的荷花盛开，荷叶如

伞，好一幅美好的田园风光。孩提时代的生活，让我永远

不能忘怀。因此，我最乐于表现的是荷塘系列，作品多次

入选了全国性美展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高速公路还没有

通到革命老区井冈山时，从南昌到井冈山需要两天时间，

而现在井冈山通了高速公路之后，从南昌到井冈山只需要

4个小时，我在去井冈山的高速公路上感叹不已，回到南

昌后，就构思创作了中国画《故园惊梦》……

吃苦耐劳是我的长处，刻苦钻研是我的动力，我利

用一切空余时间进行美术创作。20世纪60年代，我就开

始在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几十年来，从东北平原到云贵

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四川盆地，我曾一览泰山，两攀黄

山，三游龙虎山，四上井冈山，数次登匡庐。寒来暑往，

观山读水，“临春风思浩荡，望秋水神飞扬”，欲将匡庐

瀑布、桂林漓江、黄山苍松、泰山雄姿……连同万里黄

云、九道白波、古今风烟、万千气象一一搜入脑中，物我

相融化作真情落入笔端。我一路观察世界，拥抱自然，陶

冶灵性；一路挥毫泼墨，以画吟咏，写自然之趣，绘山川

灵秀，描胸中之象，乐在其中。2004年11月6日，我在南

昌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

长桂晓风先生给我的画展题词：“既会编好书，又会画好

画”。 2004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编辑出版了《美术家钟文

斌图册》。2010年10月1日我在故乡新余举办了“新喻文

石从艺50周年画展”。

我时刻铭记同乡抱石大师的教诲：“一是不能从我

入手，要以传统为师。师古人要不以师古人之迹为满足，

而要师古人之心。二是面向真山水，师造化不能以师造化

之状貌为追求，要师造化之神，移画家真情于山水间。”

（见左庄伟《傅二石画集》序）抱石先生这一教诲虽是给

他儿子二石的，却可以让所有学画人受用终生。我学抱石

志向，一学他敢于同命运抗争的坚定意志，二学他在创作

上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历代名家我都仰慕，名家技法我

都揣摩，博采众长，以补己短。师古师今为的都是创新，

惟创新才有新境界，惟创新才有新生命，惟创新才有新艺

术。以古朴而率真的诗情画意，流畅地展示“入乎其内”

又“出乎其外”的真、善、美的内心世界，既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演绎既有“生气”又有“高致”的绘画人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对我几十年

来从事业余创作的轨迹做一次审视，自选了100余幅作品

结集出版，旨在就教于读者和同仁，亦令自己在这面镜子

前顾影思索。不以年过花甲为老，不以个人成就为傲，在

艺无止境的追求中扬鞭奋进。抱石老虽已作古，忝列其同

乡的我，追随其人品、画品，矢志不渝。

新喻文石（钟文斌）

2011年11月11日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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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张，一时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

1989年，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江西省新闻出版局

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江西美术

出版社。作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我参与编辑了

《八大山人画集》一书。后来，我便开始以编辑字帖为工

作重点。我想到儿时使用过的描红字帖，随即策划了一个

选题——《小学生描红本》，为此还特地到上海邀请著名

的楷书书法家胡问遂老先生书写范字。此书出版后发行量

十分可观，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印。1991年全国首届美术

图书评奖中，我省获2个银奖、5个铜奖，我参与编辑的图

书获2个银奖、3个铜奖。我还参与了江西美术出版社重点

出版工程“美术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江西美术出版

社成为全国优秀美术教材的出版单位尽了一份心力。为了

给中小学生及老年大学学员提供实用的书法临摹读物，我

策划编辑了《颜真卿大楷字帖》、《柳公权大楷字帖》、

《欧阳询大楷字帖》、《禇遂良大楷字帖》，出版后，一

而再、再而三地加印。为了适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儿童练

好毛笔字，我又将这几本字帖换成水写字帖，在塑料袋中

还配备了一支毛笔，创造了我国出版界的先例。经市场调

研，放大字帖很受读者欢迎，我又策划出版了8开本的古

代名家碑帖放大系列字帖。选题通过后，我立即找到《历

代名家草字选》选编者聂文豪先生商谈选择哪些古代名家

及用哪些碑帖，然后找人选编。这套系列字帖出版后，发

行量前所未有，立即在全国出版界产生巨大反响，一年又

一年重印，给江西美术出版社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后来，我又策划了美术基础训练系列书《临

摹》，该套书出版后，再一次地在全国出版界产生很大的

影响。我策划的畅销、长销图书不少，发行5年、8年、10

年、15年的均有。参与编辑的《黄秋园画集》，荣获全国

首届美术图书奖银奖；我策划并参与编辑的《八大山人全

集》，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参与编辑出版的《珠山八

友》，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为了开拓选

题，与时俱进，我走遍全国，四方组稿，呕心沥血，无私

奉献。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所编的图书、年画几可

等身，为江西的出版事业贡献了我的毕生精力。然而，我

尽管这样加倍努力地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业绩，却连续

两年未评上编审（正教授）职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我

心里至今还是个“疙瘩”。

1960年9月，我踏进江西文化艺术学院大门时，对美

术知识一无所知。在老师们耐心教授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

下，我通过刻苦攻读和顽强拼搏，终于学到了一定的绘

画技术。1963年我画出了第一幅工笔画——《习作》；

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传授基本的学习方

法。梁邦楚先生是传授国画技法的老师，只要有空，我就

到他的卧室兼画室，一边给他磨墨，一边看他画画。梁老

师一边画，一边讲解国画的章法、用笔、用墨，我在梁先

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可真是受益匪浅。四年里我年年

被评为“三好”学生、“五好”团干，毕业时，终于以优

异成绩，向学校和我亲爱的父母亲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64年8月，我响应祖国的召唤，带着父母亲的殷切

期望，穿着我母亲织的土布衣裳和新布鞋，走上了工作岗

位，在江西新华印刷厂当了一名工人。我牢牢记住父母亲

的嘱咐：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永远不能忘记自

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到工厂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将毛主席的“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字放大成高5米、

宽3米的大型标语牌。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所学的知识进

行检验，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工厂的木工师傅通力合

作，将这块大型标语牌竖立在工厂大门口，得到了厂领导

及工人们的称赞。不久，我便成了工厂一名武装基干民

兵。我虚心向工厂师傅学习，苦练基本功，每天提前1个

小时到车间烧开水，并随时为师父们泡茶。当我第一次领

到工资时兴奋不已，下了班就到邮电局将我工资的一半

（15元钱）寄给父母亲。我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每天中

午在食堂只买一个最贵的和一个最便宜的菜吃一天。我发

誓一定要努力工作，钻研业务，保持艰苦朴素的农民本色

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一年后，我被宣布为车间团支部

书记和工厂团委委员。

8年后，我被借调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工

作上兢兢业业，4年后正式调入。我多次参与组织省内年

画作者到出版社进行年画创作学习，其中还参与组织过一

次有50余人参加的大型年画创作学习班。学习班的绝大

多数年画作品都得到出版发行，为出版社带来了很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不少作品入选“全国年画展览”或

“全国美展”，有些作品获得了金、银、铜奖，其中有些

作者还成了中国美协会员。上海是月份牌年画创作的发源

地，那里有全国著名的老月份牌画家李慕白先生和一批月

份牌创作作者，他们都很乐意为江西提供高水平的年画作

品，还有全国各地的年画作者也纷纷寄来稿件，江西的出

版进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当时门画的出版和发行数量非

常之大，但都是以单线平涂的形式表现，还没有以月份牌

形式表现过。我大胆地尝试将月份牌的艺术形式表现到门

画上，于是我给画家刘称奇先生出了一个“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的选题，请他以月份牌的形式来画，结果，这幅

门画首次出版发行了80万张，后来供不应求，又加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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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毛主席重上井冈山，会见了井冈山老赤卫队员，接

见了井冈山群众。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构思并创作了

年画《毛主席来到我的家》。上世纪70—80年代，有很多

年轻姑娘都喜欢现役军人，她们都以同兵哥恋爱为荣。因

此，我就构思并创作了年画《心心相印》。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国大地，人民群众的生活

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全国的旅游业也开始兴旺起来。

人们利用节假日到祖国各地游览观光，遍游名山大川。因

此我便构思创作了年画《无限风光》，并入选第七届全国

美展。1992年冬天，我到鄱阳县去组稿，乘船穿越鄱阳

湖，看到湖上水鸟成群，回南昌后画了一幅草图，直到退

休后的2004年才完成了这幅工笔画《故乡情怀》。京九铁

路贯通了我省南北，穿越了陈毅同志曾经在赣南打过游击

的罗霄山脉。当时，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纷纷进行了报导，

由此，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构思并创作了山水画《南

国风采》，并入选了第八届全国美展。为纪念长征胜利50

周年，我创作了中国画《待到山花烂漫时》，入选了江西

美展，并获二等奖。1993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全国

首届山水画展”，我创作了山水画《雄风》并入选。2000

年底，江西美术出版社迁至抚河西岸边，透过我的画室看

到窗外抚河对岸高楼林立，与原来陈旧的老房子对比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我构思并创作了中国画《家住抚

河畔》。2003年为“中国当代实力派画家作品展”而构思

创作了山水画《皓月照千秋》并入选，同时还入选“中国

美术出版界美术作品展”。2004年我去云南、贵州两省

采风，特别是在贵州省毕节、安顺等地，有人在石头山上

的顽石空隙中种上一棵、两棵玉米，我感慨万分，回到南

昌后，创作了山水画《一寸土地一寸金》并入选了“中华

精英展”。 1999年我到乐安县“千古第一村——流坑”

参观，看到流坑村一直保留完好的百年古民居建筑风貌，

感受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因此立即产生了创作灵感，

创作了中国画《故乡风韵》。2006年春节，我随江西摄

影家采风团到甘肃南部藏族自治县采风。在海拔3000余

米的高寒地区，藏族同胞不论老人、妇女、儿童每天绕着

寺庙行走好几百圈，以求神灵保佑一家平安，佛教信仰非

常虔诚。回到南昌后，我就创作了中国画《甘南纪事》，

入选了江西出版集团举办的“江西出版集团书画摄影作品

展”，并获二等奖。到了盛夏，故乡的荷花盛开，荷叶如

伞，好一幅美好的田园风光。孩提时代的生活，让我永远

不能忘怀。因此，我最乐于表现的是荷塘系列，作品多次

入选了全国性美展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高速公路还没有

通到革命老区井冈山时，从南昌到井冈山需要两天时间，

而现在井冈山通了高速公路之后，从南昌到井冈山只需要

4个小时，我在去井冈山的高速公路上感叹不已，回到南

昌后，就构思创作了中国画《故园惊梦》……

吃苦耐劳是我的长处，刻苦钻研是我的动力，我利

用一切空余时间进行美术创作。20世纪60年代，我就开

始在报刊上发表美术作品。几十年来，从东北平原到云贵

高原；从东海之滨到四川盆地，我曾一览泰山，两攀黄

山，三游龙虎山，四上井冈山，数次登匡庐。寒来暑往，

观山读水，“临春风思浩荡，望秋水神飞扬”，欲将匡庐

瀑布、桂林漓江、黄山苍松、泰山雄姿……连同万里黄

云、九道白波、古今风烟、万千气象一一搜入脑中，物我

相融化作真情落入笔端。我一路观察世界，拥抱自然，陶

冶灵性；一路挥毫泼墨，以画吟咏，写自然之趣，绘山川

灵秀，描胸中之象，乐在其中。2004年11月6日，我在南

昌美术馆举办了第一次个人画展，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

长桂晓风先生给我的画展题词：“既会编好书，又会画好

画”。 2004年由中国美术家协会编辑出版了《美术家钟文

斌图册》。2010年10月1日我在故乡新余举办了“新喻文

石从艺50周年画展”。

我时刻铭记同乡抱石大师的教诲：“一是不能从我

入手，要以传统为师。师古人要不以师古人之迹为满足，

而要师古人之心。二是面向真山水，师造化不能以师造化

之状貌为追求，要师造化之神，移画家真情于山水间。”

（见左庄伟《傅二石画集》序）抱石先生这一教诲虽是给

他儿子二石的，却可以让所有学画人受用终生。我学抱石

志向，一学他敢于同命运抗争的坚定意志，二学他在创作

上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历代名家我都仰慕，名家技法我

都揣摩，博采众长，以补己短。师古师今为的都是创新，

惟创新才有新境界，惟创新才有新生命，惟创新才有新艺

术。以古朴而率真的诗情画意，流畅地展示“入乎其内”

又“出乎其外”的真、善、美的内心世界，既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演绎既有“生气”又有“高致”的绘画人生。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对我几十年

来从事业余创作的轨迹做一次审视，自选了100余幅作品

结集出版，旨在就教于读者和同仁，亦令自己在这面镜子

前顾影思索。不以年过花甲为老，不以个人成就为傲，在

艺无止境的追求中扬鞭奋进。抱石老虽已作古，忝列其同

乡的我，追随其人品、画品，矢志不渝。

新喻文石（钟文斌）

2011年11月11日于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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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万张，一时形成了洛阳纸贵的局面。

1989年，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江西省新闻出版局

在江西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部的基础上组建成立江西美术

出版社。作为江西美术出版社的图书编辑，我参与编辑了

《八大山人画集》一书。后来，我便开始以编辑字帖为工

作重点。我想到儿时使用过的描红字帖，随即策划了一个

选题——《小学生描红本》，为此还特地到上海邀请著名

的楷书书法家胡问遂老先生书写范字。此书出版后发行量

十分可观，被一次又一次地重印。1991年全国首届美术

图书评奖中，我省获2个银奖、5个铜奖，我参与编辑的图

书获2个银奖、3个铜奖。我还参与了江西美术出版社重点

出版工程“美术教材”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江西美术出版

社成为全国优秀美术教材的出版单位尽了一份心力。为了

给中小学生及老年大学学员提供实用的书法临摹读物，我

策划编辑了《颜真卿大楷字帖》、《柳公权大楷字帖》、

《欧阳询大楷字帖》、《禇遂良大楷字帖》，出版后，一

而再、再而三地加印。为了适应农村和偏远地区的儿童练

好毛笔字，我又将这几本字帖换成水写字帖，在塑料袋中

还配备了一支毛笔，创造了我国出版界的先例。经市场调

研，放大字帖很受读者欢迎，我又策划出版了8开本的古

代名家碑帖放大系列字帖。选题通过后，我立即找到《历

代名家草字选》选编者聂文豪先生商谈选择哪些古代名家

及用哪些碑帖，然后找人选编。这套系列字帖出版后，发

行量前所未有，立即在全国出版界产生巨大反响，一年又

一年重印，给江西美术出版社带来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后来，我又策划了美术基础训练系列书《临

摹》，该套书出版后，再一次地在全国出版界产生很大的

影响。我策划的畅销、长销图书不少，发行5年、8年、10

年、15年的均有。参与编辑的《黄秋园画集》，荣获全国

首届美术图书奖银奖；我策划并参与编辑的《八大山人全

集》，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参与编辑出版的《珠山八

友》，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为了开拓选

题，与时俱进，我走遍全国，四方组稿，呕心沥血，无私

奉献。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所编的图书、年画几可

等身，为江西的出版事业贡献了我的毕生精力。然而，我

尽管这样加倍努力地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业绩，却连续

两年未评上编审（正教授）职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在我

心里至今还是个“疙瘩”。

1960年9月，我踏进江西文化艺术学院大门时，对美

术知识一无所知。在老师们耐心教授和同学们的热情帮助

下，我通过刻苦攻读和顽强拼搏，终于学到了一定的绘

画技术。1963年我画出了第一幅工笔画——《习作》；

经常问寒问暖，关心我的生活和学习，传授基本的学习方

法。梁邦楚先生是传授国画技法的老师，只要有空，我就

到他的卧室兼画室，一边给他磨墨，一边看他画画。梁老

师一边画，一边讲解国画的章法、用笔、用墨，我在梁先

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可真是受益匪浅。四年里我年年

被评为“三好”学生、“五好”团干，毕业时，终于以优

异成绩，向学校和我亲爱的父母亲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1964年8月，我响应祖国的召唤，带着父母亲的殷切

期望，穿着我母亲织的土布衣裳和新布鞋，走上了工作岗

位，在江西新华印刷厂当了一名工人。我牢牢记住父母亲

的嘱咐：认认真真做事，老老实实做人，永远不能忘记自

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到工厂上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

将毛主席的“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题字放大成高5米、

宽3米的大型标语牌。我知道这是领导对我所学的知识进

行检验，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我与工厂的木工师傅通力合

作，将这块大型标语牌竖立在工厂大门口，得到了厂领导

及工人们的称赞。不久，我便成了工厂一名武装基干民

兵。我虚心向工厂师傅学习，苦练基本功，每天提前1个

小时到车间烧开水，并随时为师父们泡茶。当我第一次领

到工资时兴奋不已，下了班就到邮电局将我工资的一半

（15元钱）寄给父母亲。我勤俭节约，省吃俭用，每天中

午在食堂只买一个最贵的和一个最便宜的菜吃一天。我发

誓一定要努力工作，钻研业务，保持艰苦朴素的农民本色

和吃苦耐劳的工作作风。一年后，我被宣布为车间团支部

书记和工厂团委委员。

8年后，我被借调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当美术编辑，工

作上兢兢业业，4年后正式调入。我多次参与组织省内年

画作者到出版社进行年画创作学习，其中还参与组织过一

次有50余人参加的大型年画创作学习班。学习班的绝大

多数年画作品都得到出版发行，为出版社带来了很好的社

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不少作品入选“全国年画展览”或

“全国美展”，有些作品获得了金、银、铜奖，其中有些

作者还成了中国美协会员。上海是月份牌年画创作的发源

地，那里有全国著名的老月份牌画家李慕白先生和一批月

份牌创作作者，他们都很乐意为江西提供高水平的年画作

品，还有全国各地的年画作者也纷纷寄来稿件，江西的出

版进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当时门画的出版和发行数量非

常之大，但都是以单线平涂的形式表现，还没有以月份牌

形式表现过。我大胆地尝试将月份牌的艺术形式表现到门

画上，于是我给画家刘称奇先生出了一个“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的选题，请他以月份牌的形式来画，结果，这幅

门画首次出版发行了80万张，后来供不应求，又加印了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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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来到我的家（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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