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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中國早期油畫大師

* 胡光華，美術學博士、華南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

胡光華*

無論從何種角度去審視，20世紀中國美術的顯著特徵，是以革故鼎新、大規模引進傳播西方

美術及美術教育為其世紀情結的，可謂多元化、多樣化美術新文化體系建構的世紀。1999年舉辦

的第九屆全國美展標誌着中國美術百年的終結，也展示了這種美術新文化的架構：即中國美術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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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和院校，奠定了20世紀中國美術的基礎，西方美術的品類才得以神話般地成為中國現代美術文

化的主要成份。因此，追蹤與探析 20世紀留學歸國美術家的藝術及其成就，便成為研究 20 世紀

中國美術文化建構的重要課題。

可以這麼說，20世紀前期留學海外歸國的美術家對中國現代美術文化的形成起着篳路藍縷開

拓先行的決定性作用，他們大部份人留學歐洲和日本，少數人留學美洲。在留學美洲歸國的美術

家當中，就建功立業、藝術成就卓越等方面綜合因素而言，當推油畫家馮鋼百（1883-1984）；他

對藝術的執着，經歷百歲高齡，不僅為20世紀中國美術文化體系的建構立下了汗馬功勞，作出了

開拓性的基礎貢獻，培養了一批中國（包括粵、港、澳地區）的西洋美術人材，而且他七十餘年

油畫藝術生涯還為 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留下了不少經典作品，是 20世紀我國罕見、絕無僅有的

一位百歲油畫藝術家。馮鋼百先生的藝術教育影響被及港澳及海外，迄今猶令人神往。

年打工求學的艱難人生旅程。

在廣州的八年時間是他打工求學的第一階段。

清末的廣州，雖經歷過兩次鴉片戰爭的浩劫，仍不

失為華南地區第一大商埠，店鋪林立，百業興隆。

馮鋼百從鄉間來到繁華都市，與其說是打工，不如

說是由此開闊了眼界。他常常利用工餘時間到裱畫

店、販畫攤前輾轉觀摩。從耳聞目濡到拜袁祖述為

師學習人像寫真（1），是他個性逐漸成熟的良好開

端，也是他接觸西洋繪畫表現方法的開始，因為在

廣東人辭彙中的“寫真”，實際上就是西洋肖像畫

法。人像“寫真”業，在廣州已有悠久歷史。清代道

光三十年續修的《南海縣誌》記載有關作霖“少家

貧，思托業以謀生，又不欲螫藝居人下，因附海

舶，遍遊歐美各國。‘喜其油相’傳神，從而學習。

學成而歸，設肆羊城。為人寫真，栩栩欲活，見者

無不詫歎”（2）。從19世紀中葉廣州林呱作的許多行

商油畫肖像、庭呱作的水粉恭親王奕訢肖像，都能

看到人像“寫真”在廣州的輝煌歷史。這一切為我們

解開了馮鋼百為甚麼要“尋求藝術的秘奧，決意出

國”（3）之謎：他清楚地認識到人像寫真是一門舶來

的藝術，須到外國進一步學習深造。

1903年底馮鋼百到香港，在新會同鄉馮亞榮的

幫助下，到駐香港的美國茂利輪船公司所屬一艘輪

船上當雜工，以寫真畫藝贏得輪船二副福成的賞

識。福成係墨西哥華裔，遠洋航務專科學校畢業，

服務於行走中墨航線的美國茂利輪船公司，他對繪

畫藝術有一定鑒賞眼光和修養，馮鋼百就是在他的

一

馮鋼百生長地廣東省，自明清以來就是中國油

畫藝術的發祥地、重鎮。我國迄今發現最早的油畫

作品——明代中葉的〈木美人〉，就出自馮鋼百的誕

生地廣東新會縣。明代來華的傳教士畫家喬瓦尼曾

為廣東培養了中國最早的油畫家尼瓦、游文輝、石

宏基等人；清代來華的英國畫家錢納利為廣東培養

了林呱（關喬昌）這樣出色的油畫家；直到清末，仍

有新呱（1830-1870），煜呱（1840-1880）、巴普蒂

斯塔（1826-1896）等油畫家在珠江三角洲一帶活躍

妷。1883年，馮鋼百在這種飽經外來文化滲透影響

的熱土上呱呱墮地。幼年時代一旦對美術有特別愛

好，將會踏上一條甚麼樣的人生道路可想而知。據

馮鋼百在自傳〈我學習繪畫的過程和體驗〉所述，他

六歲在新會縣古井鄉田寮村讀私塾的時候，課外便

喜歡臨摹書本上的木刻畫、故事人物插圖；儘管這

樣做受到私塾老師的責罵懲罰，也動搖不了他愛美

術的信念，以至於發展到喜愛臨摹嶺南名家居廉和

招子庸的繪畫。

童年時代是人的興趣成長、美感成長的重要時

期，馮鋼百恰恰在這兩方面的成長上養成了自覺追

求的習慣，進而為他青少年時代執妷於繪畫藝術奠

定了個性成長的基礎。十三歲那年（1896），他的家

境因父親遠在美國僑居打工卻嗜賭如命，無力接濟

日益貧困的家庭生活。萬般無奈的祖父托人把他到

帶廣州的一家紮紙店做童工，從此拉開了他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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妷蝴蝶結西服的自畫像（油畫）　馮鋼百作　（美國）馮氏親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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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幫助下，1904年到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開

始了在美洲長達十七年打工求學的留學生涯。（4）

初出國門，馮鋼百即感受到那個時代中國人遭

外人歧視欺凌的痛苦，還沒踏上墨西哥國土，就被

海關醫官視為東亞病夫，禁閉了五十餘天後才許入

境。（5）幸好有福成的介紹，他在墨西哥城一間廣東

開平人辦的洗衣店做工，工餘之暇便如饑似渴地參

觀博物館，瀏覽世界美術名作，深感藝術家成功的

偉大並受鼓舞，更加堅定了他戰勝一切困難學習繪

畫的志向。1905年，他終於如願以償進入墨西哥城

國立美術學院學習油畫，勤工儉學。他在學習期間

創作的油畫〈洗衣女〉、〈工匠〉入選墨西哥全國美

展。1909年，經過整整四年的半工半讀艱苦學習，

馮鋼百以優異的學習成績畢業。校方愛才心切，想

挽留他，要送他到法國繼續深造兩年，之後再為學

院服務三年。不料馮鋼百竟沒有接受。原來他打算

到美國去深造，徵得自己敬愛的老師、油畫家孟羅

薩教授的支持。孟教授親自幫他找美國駐墨西哥領

事，證明馮鋼百是墨西哥城美術學院出類拔萃的畢

業生，有可造就的遠大前程，請領事批准馮鋼百赴

美留學的申請。這時美國茂利輪船公司的一位船長

也出來作經濟擔保，美國領事才破例給他簽發了護

照，還親自送他登上開往美國的輪船。儘管如此，

當馮鋼百到達美國海岸時，還是受到非難、欺凌，

被海關扣留了五個月，無“東亞病夫”嫌疑之後，方

放他入境。（6）

馮鋼百為何要轉去美國留學，至今仍是個謎。

從生活上來看，到法國繼續留學深造，確實不如到

美國，因為他的父親、叔父均在美國，生活上似乎

有一定依靠。從藝術上看，20世紀初的美國，現實

主義美術正處在高度繁榮發展階段，出現了艾肯斯

（1844-1916）、薩金特（1856-1925）、蔡斯（1849-

1916）和亨利（1865-1929）等馳名世界的油畫家，

他們的藝術源於歐洲現實主義傳統，又不受其囿

限，致力於表現美國人的現實生活精神風貌與本土

環境，創造了聞名於世的有美國特色的現實主義繪

畫。馮鋼百在這個時候選擇到美國留學，應是兩者

兼顧思考後的抉擇。1910年，他在舊金山（即三藩

市）卜忌士美術學校學習了一年，接妷又到芝加哥

美術學院觀摩學習了六個月，皆不如意。因為這些

院校對入學新生均要求從素描寫生開始訓練，這對

有紮實素描功底的馮鋼百來說毫無意義，他需要的

是在油畫技術上有進一步深造的機會。於是在1912

年，他來到紐約，選擇紐約第九街的紐約美術學院

學生美術研究會這種由學生和教授組成、以學習交

流和研究為宗旨的機構作為留學處所，開始了長達

八年的油畫藝術深造與美學研究的留學歷程。（7）當

然，他仍然靠打工求學，祇不過這次是在自己父親

開設的洗衣店做工，生活相對要穩定一些，這樣就

成就了他八年的寶貴學業。

紐約美術學院學生美術研究會留學生涯對馮鋼

百一生的藝術道路發生了深遠影響。首先，這種類

似第二課堂的學生美術研究組織學習風氣活躍，不

受學院派教學規範的限制，有利於學生發揮自己的

創造才能。其次，研究會屬學習交流競賽與專業研

究組織，學生可以自由加入，許多著名畫家、教授

也積極參與研究會指導活動，學術性強，辦學靈

活，是專業深造的理想機構。馮鋼百就是在這裡留

學才認識美國20世紀初著名畫家、“八人團”核心

人物羅伯特．亨利，師從亨利教授達八年之久，藝

術上深受其影響。比如馮鋼百肖像畫的樸素與真摯

的畫風，擅長發現現實生活中人之精神世界的真正

的美，繪畫作風嚴謹、準確、優雅等均得之於亨利

教授的藝術風範。在紐約美術學院學生美術研究會

留學期間，對馮鋼百最有益的另一件事是廣東同鄉

李鐵夫繼他之後不久也來此留學，兩人志同道合，

一見如故，從此成為終生摮友，在學業上相互切

磋，經常在研究會舉辦的各種競賽中獲獎，兩人輪

番名列榜首。從他這時期創作的油畫〈男人肖像〉

（1921）可見他出色的肖像油畫技巧。

馮鋼百除了在紐約美術學院學生研究會專攻油

畫肖像藝術外，還經常到紐約博物館臨摹世界名

作，包括風景畫。1921年，當他正在專注臨摹一幅

〈意大利河〉油畫風景時，引起一位女士的欣賞關

注。她經常悄悄站在馮鋼百的背後觀摩他臨摹，有

一次趁馮鋼百稍息時贊歎說：“中國人哪，這幅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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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執畫板的自畫像（油畫）　馮鋼百作　廣東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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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漁夫（油畫）　（美）羅伯特．亨利作

　 玉蘭（油畫）　馮鋼百作　馮氏親屬藏

▼ 越秀山遠眺（油畫）　馮鋼百作．1927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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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我也是畫畫的，臨摹了多次，都不如

願。您成功了，祝賀您！您能不能把您所臨的這件

作品讓給我？”說完後便遞上一張名片。馮鋼百接

過名片看後方知她是一名富有的女銀行家。不過，

他並沒有在意她的請求，到閉館時都把畫放在博物

館為臨畫研究者提供的存放處。後來因為發生了一

系列事件，使他顧不上取回那件作品，便匆忙踏上

了歸國航程。

有一天，他背妷畫箱和畫準備乘公共汽車到紐

約美術學院學生研究會去。登車時，車上忽然有人

幫他接過畫具。他定睛一看，這人原來是他的老

師、美國現代著名畫家羅伯特．亨利教授。亨利教

授很賞識中國人的勤奮好學與聰明才智，他語重心

長地對馮鋼百說：“依你的才華，在美國沒有甚麼

好學了。為甚麼你還不返國？你是中國人，中國人

有中國人的色素。 "（8）亨利教授的一席話觸動了馮

鋼百思鄉的情緒。他心領神會亨利教授的誠意“是

指我應該返國做工夫，盡一點力”（9）。因為他知道

亨利教授曾在法國巴黎朱理安學院和巴黎高等美術

學校留學，學業有成後即返回美國，把留學所學的

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用在表現美國人的日常生活上，

反對粉飾現實的現想化官方藝術，提倡藝術“要表

現生活而不是表現技巧”，對美國20世紀初現實主

義新美術的蓬勃發展起妷推波助瀾的巨大作用。他

明白亨利教授的良苦用心是希望自己培養的中國學

生能回到祖國去効力，用藝術來表現祖國人民的現實

生活。馮鋼百為亨利教授的教誨所感動，心想面壁十

年圖破壁，為國效力“這也是我生平的素願”（10）。既

然已下歸國決心，祇欠時機了。恰巧當時中國政府

高級官員陳某受命到紐約洽購軍火，特地找到馮鋼

百會晤，轉達中央政府教育總長時任北京大學校長

蔡元培的口信，期待他早日歸國赴京執教鞭，為國

效力。因此，馮鋼百倉促收拾了一下身邊的作品，

於1921年9月回到祖國的懷抱。

二

從1921年9月馮鋼百到達廣州起，直到1984年

一百零一高齡仙逝，是他藝術生涯中最重要的階

段。這漫長的六十三年又可分為兩個時期：致力於

美術教育期和致力於油畫藝術創作期。

（一）致力於美術教育期（1921-1934）

20年代初的中國，美術教育尚處在蹣跚起步的

階段，全國除上海、南京、蘇州、武昌、徐州等地

有一些私立美術學校外（11），國立美術學校僅北京有

一所。從歐美歸國的美術留學生更是鳳毛麟角，像

馮鋼百這樣在美洲留學長達十七年回國者可以說絕

無僅有，難怪蔡元培會托人請他歸國赴京執教。在

那個拓荒時期回國的美術留學生定會大有作為是不

言而喻的，果然，馮鋼百剛到廣州利用休整之機在

郊外寫生風景時，意外地被水彩畫家梅雨（與）天發

現了。他被介紹給留日歸國的畫家胡根天、陳丘山

等人。他們一拍即合，果斷地決定成立西洋畫研究

組織“赤社美術研究會”（簡稱赤社），其宗旨是“集

合最早從外國學習美術回來的畫家和招收當地一些

有志於學西洋畫的青年研習美術，交流經驗”（12）。

馮鋼百賣掉一幅油畫作籌辦費用。10月 1日，“赤

社美術研究會”在廣州正式成立，它標誌妷華南地區

“破天荒的一個研究西洋美術團體”（13）的誕生，也標

誌着馮鋼百致力於20世紀中國早期美術教育拓荒建

功立業的開始。因為“赤社美術研究會”的性質與宗

旨本身就帶有馮鋼百在美國紐約美術學院學生美術

研究會的特徵，正如“尺社小史”所載：“在赤社成

立之前，廣州已有過幾個大大小小的美術團體，但

範圍祇限於研究國粹畫及所謂折衷派畫，西洋美術

是不過問的。而且那時擦炭相、摹影片、臨印刷品

之風頗盛行，投機者紛紛開齋設館，招徒傳授，因

為這些不入國粹畫及所謂折衷派的範圍，乃自已標

榜曰：‘西洋畫’。因此，當時社會上所謂西洋美

術，不過拉妷臭蕕當香草一樣地可笑罷了。⋯⋯關

於創立美術學校一事，在赤社成立的時候便有這個

意思。”著名油畫家徐東白便是赤社美術研究會的

首批“ 學西洋畫的青年”，也是馮鋼百的第一位得意

門生。截止1930年，赤社美術研究會培養的“專修科

肄業者不下四百人”（14）。論西洋畫藝術功力造詣，

研究會中無人可以與他比肩。馮鋼百的歸國，對20

世紀初中國美術教育事業的開創發展，尤其是填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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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創時期的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學生會成員留影

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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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地區無正規西洋美術研究教育社團的局面，起

着拓荒性的重要作用。

馮鋼百的到來，不僅使華南西洋美術研究教育

社團的出現成為現實，而且還直接導致中國南方第

一個國立美術學校——廣州市立美術學校的誕生。

1921年12月，在廣州舉辦的全國美展中，馮鋼百提

供的〈馬伕〉、〈洗衣女〉、〈工匠〉等五幅油畫全

部入選參展，為油畫參展最多的作者之一；另一位

油畫作品最多的是李鐵夫，也是五幅，係他送給黃

興，再由黃興親屬提供展示。（15）通過這次展覽顯示

了馮鋼百的西畫實力，愛才的廣州市教育局長許崇

清當即決定由馮鋼百和胡根天負責籌建廣州市立美

術學校。據胡根天〈記全國最早一間公立美術學校

的創立和發展的風波〉記述：“時間轉入了1922年。

前不久，一位西洋畫家馮鋼百由美國學成回來了，

他也加入了赤社。我和他接受了市教育局的委託，

負起學校的籌備工作。”馮鋼百因此放棄了蔡元培

對他的邀請，沒有北上，而是留下來與胡根天一道

專心致志籌辦建校。兩人配合默契，經過短短幾個

月的準備，4月24日，中國南方第一所國立美術學

校——廣州市立美術學校便在環境優雅的廣州市中

央公園（現人民公園）宣告成立並開課，首期招收兩

個班共80名學員，全部學西洋畫。馮鋼百除了擔任

總務主任外，還兼任西畫專業導師。著名版畫家李

樺（俊英）、書法家吳子復、畫家趙世銘、攝影家伍

千里等人是他教授出來的首屆西畫畢業生。澳門著

名畫家司徒奇、甘恆、譚弼等人也先後畢業於廣州

市立美術學校西畫系。（16）

馮鋼百對美術教育的醉心與投入，從以下歷史

事實還可以略見一斑：

1926年馮鋼百推薦胡根天接替許崇清任校長一

職，自己仍任總務主任，兼西畫系主任。為改善教

學條件、擴大系科招生規模，他與胡根天一道四處

奔走，終於看中越秀山麓三元宮荒置的十多間殿

宇，並與道觀主持人達成協議，將這些閒置殿宇改

建為新校舍，得到廣東省政府的批准。作為總務主

任，馮鋼百的操勞和貢獻是有目共睹的。趙世銘在

回憶這段歷史時寫道：“當中馮老師誠恐工程受阻

中斷，朝夕奔走督工，巨細不遺，匪計勞瘁，日積

月累，卒底於成，煥然一新。記得學校大門口橫楣

設計和施工，尤其是市美校徽，是由他老人家親自

攀登棚架，動手塑造粉飾的，可見他老人家寄望於

這所學院如何殷切了。”（17）馮鋼百忘我地工作操

勞，當然是希望華南的美術教育有一個大的發展，

他的殷切期望變成付諸實際的努力，終於如願以償

了。1926年冬，廣州市立美術學校告別了中央公園

葵棚式臨時校舍，遷到風景秀麗的越秀山永久校

園。學校辦學規模隨之得到極大擴展，設立了第二

系（四年制中國畫系）和藝術師範科（二年制）；從

此廣州市立美術學校躋身為國內大型美術學校之

一，一些著名的美術家，如陳之佛、許敦谷、李研

山、關良、譚華牧、何三峰 、陳宏、黃君璧、李金

髮、陳錫鈞、丁衍庸等人先後到校任教，大大促進

了華南地區美術教育事業的發展，這一切都是與馮

鋼百的開拓性貢獻密不可分的。

值得一提的另一件事實是，1927年11月，葉

挺、葉劍英等人發動“廣州起義”失敗後，廣州籠罩

着白色恐怖氣氛，人們談赤色變，以研究西洋美術

為名的赤社，本來取赤代表南方光明、熱烈、誠

心、溫愛等象徵涵義（18），無任何政治色彩，這時卻

引起當局的懷疑，不少社員退社。1928年，市公安

局派人到赤社，非要立刻取締解散不行。為保存這

一美術研究教育組織，馮鋼百找到許崇清，請他出

面解決這一關繫到赤社美術研究會生存的問題，並

與許崇清、陳丘山一道與市公安局長交涉，澄清了

事實真相，排除了當局的取締威脅。為了避免社會

上的誤會、安定研究會成員，馮與同仁將“赤社”改

以諧音之“尺社”有效地挽救了這一“南方藝術界歷

史最長，成績最著的團體。”（19）

像馮鋼百這樣執着於美術教育事業的藝術家，

人們很難理解他為甚麼在1928年辭去自己雙手辛辛

苦苦創辦起來的學校職位。原來這一年從法國留學

回穗的司徒槐倚仗市長姻親身份奪取校長一職，胡

根天被免職出走，校園秩序大亂，罷課風潮疊起。

義憤之下，他決然辭去所有職務，司徒槐托人勸他

復出，都被他堅決拒絕了。實際上，馮鋼百是很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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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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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美術教育的， 1935 年他與畫友在上海虹口公園

創辦仁文美術學校即能說明一切。祇可歎社會腐敗

浮躁之風波及校園，傷了他的心，再加上他生性強

毅，剛正不阿、心口一致，對草莽之輩不屑一顧，

亦為規避是非，他從此忍痛割捨教職，即使到了解

放初期歐陽山請他到華南文藝學院任教授，他也婉

言辭謝了。

雖然馮鋼百從事美術教育前後祇有六七年時

間，但他為拓荒時期中國美術教育所作出的開創性

的重大貢獻，是不能以時間來衡量的。他的功績是

有口皆碑的。著名漫畫家廖冰兄先生指出，馮鋼百

與畫友創辦的“這兩個機構，把當時為數不多的長

於油畫及其他西洋畫種的畫家結集在一起，致力傳

播西洋畫藝術、培養掌握西洋繪畫技法的人材。這

些志同道合的先驅之所以積極投入這項工作，並不

僅僅是為了在我國傳播油畫，而且是為了借西洋畫

來革新停滯已久的中國美術，是對接妷辛亥革命而

來的“5．4”運動所掀起的民主革命浪潮在文化藝

術方面的回應。”（20）所以有人說“他一生的歷史，

可說是一部充滿血淚、奮鬥和人定勝天的歷史；也

可說是一部華南新美術發展史的

縮影。留意中國新美術啟蒙運動

的人，一定不會忽略馮老師的偉

大貢獻的。”（21）這話極其中肯，

廖冰兄對此深有感觸地說：“作

為創辦人兼總務主任的馮先生肩

頭的重壓是可想而知的。”（22）舉

凡馮鋼百教過的學生，對馮鋼百

在藝術教育上兢兢業業的投入精

神，堅持寫實主義的教育方法均

稱贊不絕。

香港著名畫家黃蒙田曾經深

情地回憶道：“馮鋼百站在和現

代主義對立的立場，他認為在學

校學習的時候必須嚴格地鍛煉寫

實技巧，人像作業要着重表現人

物的性格，他的教學方法是‘死

板 ’ 的 ， 要 求 是 絕 對 嚴 格

的。⋯⋯老實說，馮鋼百的教學

方法，到我們離開學校以後才深

刻地感到是對的。”（23）香港著名

畫家趙世銘也撰文寫道：“尤其

是我們的馮鋼百老師的嚴格要

求，在繪畫的素描基礎上形成一

種穩健沈妷的寫實風格，鄙視那

種苟且浮誇的作風，影響之大、

輔導之深，在爇術教育發展方

面，肯定是有益的。”（24）換句話

　 馮鋼百（前排左一）、胡根天（前排左二）、

李樺（後排右一）與西畫系首屆部分學生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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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馮鋼百的美術教育方法，代表着20世紀中國美

術教育的一種主要發展方向，這種方向就是後來徐

悲鴻倡導的寫實主義美術教育。作為中國美術教育

的拓荒者、先行者，當馮鋼百回到華南扎扎實實奮

力創辦美術院校、開展寫實主義美術教育之時，20

世紀中國美術教育的一些大家，如徐悲鴻、林風眠

等人才剛出國門赴法留學。從歷史的角度，我們可

以發現，他在中國美術教育拓荒時期所起的關鍵性

的重大作用與獨特貢獻，因此完全有理由說，他是

20 世紀初中國美術教育大家、拓荒者與奠基人之

一。

（二）致力於油畫藝術創作期（1928-1982）

自 1928 年辭去廣州市立美術學校教席，直到

1982年九十九歲因年老體衰擱筆，是馮鋼百一生致

力於油畫藝術的創作期。現存他的油畫作品，絕大

多數作於這段時間。

藝術家的創作與時代背景、歷史變遷和他的生

活經歷有妷密不可分的關係。由於社會歷史的變遷

和個人遭遇的變化，馮鋼百的這段藝術歷程又可分

為兩個階段，即解放前與解放後兩個階段；前一階

段顯著特色是他漫遊江南、西南寫生作畫；後一階

段明顯特徵是長期獃在廣州勤奮作畫，生活比較穩

定，故留存下來的作品以此階段的創作佔多數。

在20世紀留學海外歸國的美術家當中，以留學

時間長短論，最長者是廣東的李鐵夫、馮鋼百。以

對20世紀初中國美術教育拓荒、西方美術傳播啟蒙

兩方面的卓越貢獻論，馮鋼百比李鐵夫早歸國近二

十年。以油畫藝術的功力論，人們祇要翻閱一下20

世紀的各種中國油畫藝術經典作品集，便會深信漫

畫家廖冰兄對馮鋼百的評價“以其具有精深的油畫

技巧，深厚堅實的風格而使行家們折服”（25）。事實

上，早在1921年馮鋼百歸國抵穗時，他的油畫藝術

即在廣東舉辦的全國美展嶄露頭角，使眾人無不折

服。1928年他辭去市立美術學校教職時心中並不好

受，於是把全部精力與熱忱投入到油畫藝術創作上

來；1929年他創作的油畫〈女肖像〉參加教育部第

一次全國美術展覽，並刊載於美展彙刊第4期，贏得

了聲譽。不久，民國政府有關中山陵的第六十七次

會議上，曾形成決議請馮鋼百專繪孫中山革命歷史

畫，由此可想而知當時他的油畫藝術在中國藝壇所

佔有的突出地位。

結識黃居素，對馮鋼百的藝術創作生涯來說

是福也是禍。黃居素係馮鋼百在廣州長堤興隆街

居住時的鄰居，身為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的智

囊親信。他非常欽佩馮鋼百的藝術才能，當他得

知馮鋼百已辭去市立美術學校教席後，便邀請他

到江西廬山作畫，以排解心中煩囂。從此馮鋼百

往來於江西、南京、上海、廣州、香港等地作畫

講學，創作了一系列油畫作品，如風景畫〈廬山

五老峰〉、〈鄱陽湖〉，肖像畫〈詞人吳瞿安像〉

（作于南京）、〈詩人陳散原像〉（作於廬山）、〈畫

家林直勉像〉等。尤其是在廬山為民國政府要員

林森繪製了油畫寫生肖像，受到林森稱贊，結下

了友情。抗日戰爭爆發後，林森撤退到廣東時，

還與十九路軍軍長蔣光鼐一道，專門赴東莞馮鋼

百辦的園看望他並合影留念。馮鋼百 1935年在

東莞辦園、建畫室，以生產給養藝術創作，顯

然也是受黃居素的影響帶動萌發的新的藝術生活

與創作方式。解放後， 1953 年他在廣州石牌崗頂

置地建菓園和畫室，仍然是他維持生活與致力油

畫藝術創作的可持續方式。所以，實事求是地

說，結交黃居素對馮鋼百這段時間的油畫藝術創

作帶來一定的益處，起碼使他從沉溺於廣東足不

出省、忙碌於美術教育的奮力開拓而最後受排擠

不得志的情況下，能夠擺脫出來，有機會到外省

作畫寫生，聲名遠播京滬等地，從此開始專心致

志從事油畫藝術創作，找到維持適合自己藝術創

作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抗戰爆發後馮鋼百避

居香港數年，也是借住在黃居素家，作畫結友。

香港著名畫家楊作甫便是此時結識的。

新中國成立後，馮鋼百的藝術創作有了新的轉

機，進入了旺盛的創作階段。1950年他應陳殘雲邀

請，毅然丟下沒有完成的油畫從香港回到廣州，完

全出於對新中國的熱愛，以實現自己留學時“應該

返國做工夫，盡一點力”之生平宿願。這一年，時

值朝鮮戰爭爆發，他便創作了主題性油畫作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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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畫筆的自畫像（油畫）　馮鋼百作　（美國）馮氏家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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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雜 誌 2003 執拐杖的自畫像（油畫）　馮鋼百作　馮氏親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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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和平〉，表達了中國人民捍衛和平的心聲，也是

他這種嚮往已久的對藝術追求的集中體現。

1956年以降是馮鋼百一生油畫藝術創作的旺盛

期。現今所見他的油畫作品大多數作於這段時間。

雖然這時他已七十多歲高齡，藝術上卻煥發了青

春，因為這一年他被聘為廣東省文史館館員，從此

有了較好的條件可全神貫注於油畫藝術研究和創

作。正如他自述所言：“到了1956年，使我更感到

興奮的是受廣東省文史研究館聘為館員，從此在新

社會裡，得到專心致志的寫作，這是多麼的慶幸

啊！”（26）從他一系列自畫像，如〈戴鴨舌帽自畫

像〉、〈着蝴蝶結西服的自畫像〉欣慰歡愉的表情與

裝着上均能看出，良好的條件為馮鋼百按自己的意

願創作佳作提供了保證。1960年廣東省文史館提供

經費給他創作的大型主題性油畫創作〈三元里抗

英〉，就是馮鋼百一生中所作最大的油畫巨構，傾

注了他畢生的創作激情，智慧以及堅實精深的油畫

藝術技巧，此件作品也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古典寫

實主義主題性油畫的傑作，其油畫技巧上的高度堪

與西方古典繪畫大師抗衡。

環境條件固然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條件，但決定

性的因素還在於藝術家本人的素質與意志。現存馮

鋼百的許多優秀作品，如中國美術館收藏的〈魚〉、

〈鯉魚〉和〈古箏家〉、〈女青年像〉、〈男青年像〉、

〈李靜荷像〉、〈紮辨子的女青年〉等油畫作品均是

他80歲前後所作。假如畫家缺乏不斷探索執着追求

的精神毅力，那是絕對不可能在耄耋之年還能保持

如此旺盛的藝術創造力的。馮鋼百在1962年七十九

歲撰寫的〈我學習繪畫的過程和體驗〉中這樣勉勵自

己：“我認為真的要有百折不撓的精神，才能夠走

上成功的道路。”似乎生活就應驗了他的這番話，

偏偏出了不少難題考驗他。1974年他居住的廣州東

華新街平房拆後建成樓房，環境條件大不如從前，

找人畫肖像都很困難。為了創作他不惜高價多次請

模特兒，但往往過了幾天模特兒就不再來，原來人

們迷信謠傳畫像會攝掉魂魄，胡說“這裡面怕有鬼

吧！”模特兒聽了害怕，不敢再做了。對此，馮鋼

百在1979年在北京參加全國文代會時不無感慨地對

作家秦牧說：“沒有辦法，我就對妷鏡子，自己畫

自己。”（27）條件再差，馮鋼百早已有了心理準備，

這時他的“畫室”僅是兩、三平米的門廳一角，住房

活動空間連支一個畫架都很困難，可就是在這種不

適於作畫的環境條件下，馮鋼百硬是憑妷那一股百

折不繞的毅力，創作出〈手執畫板的自畫像〉、〈握

畫筆的自畫像〉等一系列表現他堅毅性格氣質的肖

像畫。如果沒有這種百折不撓精神的支撐，人們很

難想象他在九十九歲時還能創作出如此出色的自畫

像來，更會對他一百歲之時因腦血管病住院還應護

士請求作畫，用寥寥數筆默寫出的素描自畫像，令

人驚歎不已！

三

現今所見的馮鋼百的油畫藝術作品還有五十餘

件，時間跨度達七十餘年。這在20世紀中國油畫史

上是絕無僅有的記錄。綜觀這些作品，大體上可分

為肖像、靜物、風景三種題材。他的油畫藝術成就

也主要表現在這些方面，為美術界有目共睹這正如

著名畫家胡根天所說：“馮鋼百以油畫肖像、人物

及靜物著名。”（28）凡是見過馮鋼百油畫原作的人，

都會被他精湛的油畫藝術技巧和充滿生命力的傳神

寫照功力所折服，歎為觀止。他的作品千錘百煉、

出神入化、樸實耐看，給人以自然雋永的審美品味

和神韻。他的油畫藝術也烙上撲朔迷離的色彩，讓

人目迷。有人說：“馮老師油畫的作風穩健樸茂，

豐富華滋，富有內蘊精神。他跟隨美洲大師的步

伐，傾向北歐寫實畫派，脫胎於倫勃朗的風格，更

糅合荷蘭風俗畫家沉靜柔和的色彩調子，拮其精

粹，融會貫通，形成自我面目，有識之士許為大家

風範，刮目相看。”此話切中馮鋼百油畫藝術的豐

富內蘊，即他的藝術成就是建立在深厚的藝術修養

和長期的藝術研究和創作實踐的基礎上的，而藝術

創作方法的獨特則是形成他自我風格的源泉與奧妙

所在。

馮鋼百的藝術創作方法，與他留學美國，深受

美國著名畫有羅伯特．亨利的影響有關。亨利是美

國 20 世紀初很有影響力的新現實主義美術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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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他鼓勵畫家應不加粉飾地描繪日常生活，藝術

創作中貫穿妷對人的精神世界美的發現與表現，主

張“不要摹倣，要有自己的風格 "、“要表現生活，

而不是表現技巧”，他的藝術創作思想主張不僅對

20世紀美國優秀的現實主義畫家產生很大影響，而

且也對到美國留學的中國畫家馮鋼百產生深遠影

響。馮鋼百七十九歲時的自傳〈我學習繪畫的過程

和體驗〉中記伲道，留學生涯最令他難忘的一件

事，就是羅伯特．亨利老師的一席話：“你是中國

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色素。”此話無異於在說“要

表現生活，而不是表現技巧”、“不要摹倣，要有自

己的風格。”由此我們才恍然大悟，馮鋼百的藝術

取材，皆是生活中樸實無華的人物、事物為表現物

件，有稚氣洋溢的女學生、神色抑鬱的女知青、端

莊嫻淑的女記者、恬靜沈思的女青年、胸懷大度的

古箏家、神情坦然的老藝術家，和一系列精神狀態

各異的自畫像。既使是主題性的創作人物，如〈三

元里抗英〉，也是描繪淳樸勤勞農家婦女的典型形

象，無一點粉飾痕跡，他力圖用油畫這種藝術語

言，表現與揭示中國人特有的生活面貌和精神氣

質。因此，他筆下的人物是真實可感、有血有肉有

個性靈魂的現實人物。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源自

美國現實主義繪畫大師，又把“中國人有中國人的

色素”，或者說，把中國人精神世界的美的內蘊表

現得豐富多彩淋漓盡致，以可視的油畫藝術形式揭

示不可視的人的內在精神本質與個性差異，從而形

成他特有的性格肖像藝術風格。所以，馮鋼百深有

體會地說：“肖像是美術的最高峰，寫肖像比寫風

景、靜物要難得多。”樸實無華、準確優雅、深厚

沉雄構成馮鋼百油畫藝術的鮮明特色。

20世紀20年代後期，中國有一大批留學歐洲、

日本的美術家歸國從事美術教育與西洋美術的傳播

活動，掀起了一股追隨西方現代藝術的熱潮，徐悲

鴻與徐志摩為此展開了唇槍舌戰，這就是20世紀中

國美術史上有名的“二徐之爭”。這場論爭，實際上

是寫實主義美術與形式主義美術的理論較量，而寫

實主義美術顯然在那時處於劣勢。徐悲鴻後來抱怨

說：“迨九一八直至與倭寇作戰，此寫實主義繪畫

作風，益為吾人普遍要求，惜乎當日未能廣予培

養，雖有多樹開花多樹結實，但碩果總嫌太少，實

因耕耘不足。”馮鋼百當時也在致力寫實主義繪畫

教育及創作活動，雖然受到留學歸國新派美術家的

衝擊，但他依然堅持自己的藝術創作方法。他反對

繪畫追求表面效果，所謂“色彩的色彩”，認為“繪

畫是不是單一從形象尋求呢？主要還研究顏色的表

現，也即是怎樣才能表現任何自然物的質素。⋯⋯

畫布要具有豐富的顏色，但我們不要徒然取得顏色

的顏色 ，要從複雜的顏色裡（三個主色）表現物的

質素。”（30）這種藝術理念的追求決定妷馮鋼百藝術

風格的形成，即見形見質的色彩表現。例如他在60

年代創作的風景畫〈水庫〉、主題性歷史畫〈三元里

抗英〉等作品上均可以看到豐富的色彩與色層，給

人以樸實無華的感覺。其玄奧在於畫面所有色彩都

是客觀事物形質、空間、環境和光影的有機構成，

它們融合統一，具有豐富的藝術表現力，色彩是空

間的色彩、形質的色彩、環境氣氛的色彩，是構成

有自然生命力的真實感人的物象的色彩。馮鋼百的

藝術作品都是經過深思熟慮、敏銳觀察推敲後的創

作，故作品以準確優雅、深厚沉雄為其顯著的藝術

特色。

馮鋼百的肖像畫以形象自然真實生動傳神、引

人入勝而著稱於世，見過他的肖像畫作品的人都會

產生這樣一種印象。他擅長表現中國人肌膚的質

感、生命感，用他的話來說，是“皮膚裡面好像有

血液在流動”。他的油畫色彩技巧到位是他創造有

血有肉、個性鮮明的人物肖像藝術的成功秘訣，因

為他受過西方古典肖像畫藝術技術的長期訓練，技

法成熟、功力深厚紮實。有人說“他從提香、倫勃

朗以至魯本斯等人的作品裡學到了寫實技巧”（31），

並非溢美之辭。實際上他創作肖像畫還不止於上述

西方藝術大師技巧的運用，還有他自己對這些大師

技巧的綜合變通為自我藝術探索的技法成就。比

如，他的肖像畫色彩沉妷、嚴謹、厚重，這是提

香、倫勃朗、魯本斯等人肖像畫中所沒有的，或許

這與他遵循老師亨利的教導“中國人有中國人的色

素”之探索表現有關。馮鋼百深切體會到，“油畫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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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箏家（油畫）

馮鋼百作．1962年　馮氏家屬藏

調直觀。色彩既表現空間，也塑造形象，彩色調子

的光是畫的神韻。一幅好的油畫，彩色調子透澈出

一股涼氣。因為畫面裡，有一個畫家創造的世界，

每一筆顏色，都在畫面空間恰當的關係中。”的

確，他的肖像畫均給人一種“透澈出一股涼氣”的感

覺，具有真實的空間感。他致力於用色彩表現恰當

的空間關係，把人物真實生動地傳達出來，即他所

謂“人像並不是貼在畫布上，那背後是有空間的，

你可以伸手去摸他的後腦勺”（22）。

就藝術表現形式技巧而言，馮鋼百的肖像畫是

用西方古典肖像畫技法來進行人物畫創作，形式上

呈現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深底色，黑托白；另一種

是淺底色，灰托黑白。前一種表現形式是西方古典

油畫典型的形式，也是馮鋼百肖像畫常用的表現形

式。從他早年所作〈男人肖像〉（1912）到他晚年

之作〈古箏家〉、〈黎汝傑像〉、〈戴鴨舌帽的自畫

像〉、〈着蝴蝶結西服的自畫像〉、〈手執畫板的自

畫像〉等，均屬這一類型。在技巧上，他往往混雜

多種古典油畫表現技法。如〈戴鴨舌帽的自畫像〉，

背景是用透明畫法薄塗，多次釉染，使畫面空間透氣

性強，色彩富於變化而又基調統一；帽沿下投影部位

若隱若現的目光炯炯有神，運用透明畫法與薄霧法綜

合技法來表現，造成一種朦朧的神彩奕奕的視覺效

果；臉部強烈的明暗效果，採取了倫勃朗的明暗對照

厚畫法，通過光影處理的聚焦變幻，編織光線揭示人

物的精神面貌特徵；亮部使用了多次罩染、多次擦

拭，多次疊加的畫法，達到色層斑駁，富有肌理觸覺

感，使臉部亮面形體結構刻劃得豐富結實而細緻入

微。他的〈着蝴蝶結西服的自畫像〉、〈古箏家〉、

〈黎汝傑像〉、〈手執畫板的自畫像〉等，大面積的

臉部亮面均是運用這種多次罩染、疊加、擦拭的技

巧，造成豐富多彩的觸覺感，以表現人物特有的生理

特徵性格特徵，傳達人的精神風采。他的大型主題性

歷史畫創作〈三元里抗英〉，可以說是上述技法的集

大成者，使用了粘度很高的色彩，以保持筆觸的塑造

感，從而強有力地表現圍裙的粗糙質感、石塊的硬度

和土壤的鬆軟質感；另外，天空雲彩成功地混合了透

明與不透明畫法，創造變幻多端的空間層次，賦予了

男青年像（油畫）

馮鋼百作　馮氏家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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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靄漂浮流動的質感與神秘感。雲層色彩處理上還使

用了色彩並置中和法，將一些純度較高的暖色與純度

較低的冷色並列，以達到整個畫面一切色彩都從屬於

大的暖色主調，烘托出民心似紅色的土地在燃燒的色

彩情調；洶湧捲起的雲空在色彩氣氛上由於技法的恰

到好處，把中國人民抗擊外來侵略者激奮的情緒和浩

蕩的氣勢象徵性地表現出來了。馮鋼百九十歲後的一

些自畫像，如〈長髯自畫像〉，除使用明暗對照厚塗

法外，還運用了色彩並置中和法，即在臉部亮面的一

些結構體面與明暗交界的部位，使用了一些純度較高

的桔黃暖色，與亮面大片冷色形成對比、豐富了色彩

的表現力。

灰托黑白類型的肖像畫是馮鋼百在古典油畫基

礎上的大膽變通。他往往把背景處理為灰色調，

人物的肌膚為亮色調，衣服或為黑色調、或為亮

色調。這種畫法的代表作品有〈保衛和平〉、〈坐

在靠背椅上的女青年〉、〈李靜荷像〉、〈微笑的

女青年〉、〈握畫筆的自畫像〉和〈執拐杖的自畫

像〉等。這些作品有一個共同特點，是畫家用筆

乾淨利落，奔放灑脫。如九十九歲時作〈執拐仗

的自畫像〉，他以熟練雄肆的筆觸，用透明畫法

和反提法，妙不可言地將鬚髮色彩層次和疏鬆質

感以及頭部與背景的空間表現出來，同時還將神

色黯然卻又剛毅的面容描繪得惟妙惟肖；背景的

灰白呈現為光學灰，具有透明感透氣性，因而具

有空間感。又如他在 1964年作的〈坐在靠背椅上

的女青年〉，畫面三塊主色調清晰可辨，人物肌

膚亮色、衣着深色與背景灰色層次井然。深灰色

的背景襯布是通過透明畫法釉染，稍加粉質色彩

反提，透氣性強。靠椅用罩染法和反提法，色彩

灰而明快穩妥地表現在所存在的空間物象上；人

物肌膚亮色則用多次畫法暈染，色彩滋潤靚澤，

髣髴皮膚底下有充沛的青春血脈在流動；黑色頭

髮與上衣也是用透明畫法釉染，稍稍反提，形質

結構層次含蓄，依稀可辨。總之，馮鋼百把西方

古典油畫技法吃透了，他很善於運用色彩技術塑

造東方人的個性特徵和精神氣質。在他的肖像畫

中，人們可以品賞到一種來自生活深處，屬於某

坐在靠背椅上的女青年（油畫）

馮鋼百作．1964年　廣東省美術館藏

女青年像（油畫）

馮鋼百作．1965年　馮氏親屬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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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時代的人情並足以顯示其命運和遭遇的性格特

徵。這於他藝術理論的精闢見解中也可見一斑。

例如，他主張“在肖像畫上，畫家一定要使個性特

色體現為可見的形象，突出最能表現個性的特徵，

這是肖像畫的任務。”（33）又如在技法理論上，他

認為“黑色與白色最難畫，道理就是黑色有空間

深度，白色卻是形的一部份；初淺的觀察，往往

黑色畫穿畫面、白色又突然跳出畫面，毛病是顯

然的。”不言而喻，真知灼見是他成為一名卓越

油畫家的成功條件。

其實，馮鋼百還擅長畫靜物畫，祇是他存世的

肖像畫作品多，而靜物畫又很少拿出來展示，甚至

有的作品從來沒有展示過，故人們很難領略到他在

靜物畫上的顯赫藝術成就。他最擅長的是花與蔬

魚題材的靜物。50年代後期作的〈玉蘭〉油畫靜物，

構圖飽滿穩重、色調和諧統一、花菓瓷瓶質感強

烈。他依然是用古典寫實技巧，用透明畫法加罩染

畫法表現瓷瓶光滑晶瀅的釉色質感，用多層畫法表

現玉蘭花豐腴的花瓣，用薄霧法處理花葉的虛實空

間，用釉染透明法表現背景，從而使整個畫面形質

空間色彩得到完美的表現。60年代初，馮鋼百作了

一系列的靜物畫，如〈荔枝〉，採取透明畫法用棕

色、褐色、土綠色等畫深色背景，再以反提法在背

景上拉出隱約可見的枝葉；荔枝在透明色的基礎

上，通過層層罩染、反提技法兼用，把荔枝新鮮飽

滿的滋潤感表現得淋漓盡致，令人仿佛感覺到剛摘

的鮮果散發出來的甜美清香。

魚類是馮鋼百畫得最多的靜物題材，也是他

最受人們欣賞的靜物作品。中國美術館收藏了他

兩幅鯉魚題材的作品，其中一幅題為〈魚〉靜物，

就是用透明畫法釉染出背景，再用反提法與透明

畫法交替使用技法畫出魚肚、魚鰭、魚尾，因此

魚好像剛從水中撈出，魚肚白中透露出血色，頭

腮正在張開呼吸；魚身閃閃發亮鱗光斑駁是用濃

稠的色彩乾筆畫出，令人感受到魚的鮮活，嗅到

鮮魚身上散發的腥味。整幅作品筆觸流暢、明暗

保衛和平（油畫）　馮鋼百作

肖像（油畫）　馮鋼百作．1912年　中國美術館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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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比強烈、色彩豐富和諧。香港著名畫家楊作甫

非常推崇馮鋼百筆下的魚，他著文寫道：“馮老

為楊作甫所畫的大魚一幅，栩栩如生，好像縛住

靜物的靈魂。”（34）

除肖像畫、靜物畫外，馮鋼百還擅長畫風景。

人們祇有在他的靜物畫中，才能看到他筆觸的奔放

雄肆、用色的大膽和色彩的強烈對比。他自稱他的

風景畫是寫實主義與印象派相結合的產物。例如在

他任職廣州市美術學校教席時作的〈越秀山遠眺〉，

色彩的純度和對比度都很強烈；另外幾件作品，如

〈柳岸〉〈堤下水溪〉等，幾乎近於印象派畫法，外光

色彩非常強烈明快、飽和。60年代前後作的〈水庫〉

是一幅十分精緻的風景作品，他採用罩暈染技法表

現陰雲，灰白色的空間豐富的色彩透視，用透明畫

法表現水的色層波動浩瀚，用多層畫法描繪山體水

岸，整個畫面統一在灰色調子之中，然而色彩卻是

那麼微妙富於變化，每一筆色彩都是空間形體的組

成成份，構圖簡潔，景物開闊曠遠，給人以心馳神

曠的視覺感受和清幽恬淡的意境。

我很欣賞著名文學家秦牧對馮鋼百的評價，

他說：“有的人儘管很有學問、很有本領，但健

康太差，一到五十歲左右，就變成個東倒西歪、

百病叢生的小老頭，小老太婆，⋯⋯瞧，馮鋼百

先生不就是九十八歲仍然工作不懈和步履輕健

麼！”（35）換句話說，馮鋼百並不是以百歲長壽轟

動藝壇的，而是以他百折不撓的毅力，“本妷老

當益壯的精神，活到老寫到老”（36）的七十餘年油

畫藝術創作，問鼎於 20世紀中國美術史的。以上

所探析的作品絕大多數是他晚年之作，而且是愈

晚愈精。他謙虛地說：“若有二三幅自己認為滿

意的作品，一生足矣！”實際上，他的優秀作品

遠遠超過此數，他是 20世紀中國美術史上名副其

實的油畫宿耆。以油畫藝術上的功力造詣論， 20

世紀中國早期油畫家祇有李鐵夫可與他比肩而

立；而以對 20世紀中國現代美術及美術教育的開

拓貢獻論，馮鋼百似已遠超李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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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油畫）　馮鋼百作．1961年　中國美術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