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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介紹並討論了最近在新加坡發現的徐悲鴻的一套十二生肖小幅作品的
相關問題。新加坡的這套生肖冊，已經徐悲鴻後人以及有關專家鑑定，是
迄今所發現的第三套徐悲鴻關於十二生肖的作品。筆者特地比較了目前發
現的徐悲鴻創作的這三套十二生肖作品，認為新加坡的這套是目前三套
中創作最早，是後來兩套的來源和基礎。這套十二生肖作品，為研究徐悲
鴻的創作和藝術生涯，為探討徐悲鴻在南洋的經歷，為討論中國和新加坡
如何承繼這些文化遺產，提供了一個思考的機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徐悲鴻；十二生肖畫；南洋；新加坡；黃曼士；江夏堂

一、緣起

大 約 三 年 前， 新 加 坡 本 地 一 位 書 畫 收 藏
家 約 我 去 他 家， 向 我 展 示 了 他 多 年 來 收 藏 的 許
多 徐 悲 鴻 的 作 品。 這 些 署 名 為 徐 悲 鴻 的 作 品，
有 油 畫， 有 素 描， 但 主 要 是 傳 統 的 水 墨， 其 大
小 不 一， 其 中 特 別 引 人 注 目 的 是 徐 悲 鴻 創 作 的
十 二 小 幅 生 肖 畫， 令 我 驚 喜 過 望。 筆 者 當 時 雖
然 初 步 判 斷 為 徐 悲 鴻 的 真 跡， 可 是 由 於 本 人 學
識 寡 陋， 人 微 言 輕， 不 敢 斷 言， 只 能 建 議 和 希
望 能 夠 由 中 國 的 徐 悲 鴻 專 家 來 鑑 定， 特 別 是 請
徐悲鴻的後人前來鑑賞研究。

機 緣 巧 合。2017 年 12 月， 徐 悲 鴻 的 孫 子
徐 驥 來 到 新 加 坡， 看 到 了 這 十 二 小 幀， 他 興 奮
地 把 圖 傳 給 了 其 父 徐 慶 平 先 生 ( 徐 悲 鴻 之 子 )。
徐 慶 平 先 生 看 圖 後， 馬 上 意 識 到 這 可 能 是 徐 悲
鴻 在 新 加 坡 遺 留 作 品 中 的 最 新 的 發 現， 於 是 邀
請 藏 家 去 北 京。 經 過 徐 慶 平 先 生 鑑 定 �，2018
年 3 月 16 日 至 4 月 22 日， 這 十 二 幀 生 肖 作 品
在“徐悲鴻藝術大展（Xu Beihong:  L iv ing Art  
Fore ver）”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展出，這也是

中 央 美 術 學 院 慶 祝 建 校 100 周 年 的 一 個 重 要 活
動。 �2019 年 4 月 27 日 至 6 月 15 日，“ 春 風
得 意 ⸺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1939—1942) 百 幅 原 作
展 ” 在 長 沙 美 侖 美 術 館 展 覽， 展 出 了 徐 悲 鴻 南
洋 時 期 創 作 的 113 件 作 品， 其 中 有 許 多 是 來 自
新加坡的藏品。 �

徐 悲 鴻 十 二 小 幅 生 肖 在 新 加 坡 的 發 現， 對
於 研 究 徐 悲 鴻 的 生 平 和 藝 術 生 涯 是 有 着 極 其 重
要 的 意 義 的。 徐 慶 平 先 生 指 出， 徐 悲 鴻“ 抗 戰
時 期 在 新 加 坡 留 下 的 一 批 小 幅 書 畫 作 品， 對 這
些 作 品 的 研 究 和 初 版 是 中 國 現 代 藝 術 史 眼 中 的
一項重要工作。”����� 年 � 月，《中國美術》
���� 年 第 � 期 發 表 了 關 於 徐 悲 鴻 研 究 的 一 組 專
題 論 文， 其 中 包 括 鄧 鋒 的 文 章《 萬 古 雲 霄 一 羽
毛⸺ 新近發現新加坡藏徐悲鴻小幅作品之介紹
與 初 探 》 �， 專 門 介 紹 了 最 近 新 加 坡 發 現 的 這 批
徐悲鴻的小幅作品，其中包括了十二生肖作品。
鄧 峰 文 章 介 紹 的 這 批 藏 品， 即 作 者 數 年 前 在 新
加坡某藏家處所見。鄧鋒介紹這批作品說：

����年，筆者到新加坡出差，機緣巧
合之下見到這批徐悲鴻小幅作品。初見非

常驚訝，因為如此精微之作幾乎完全跳脫

出悲鴻先生常見的作品尺幅狀貌，但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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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置信中又震驚於其藝術水準。後來這批

作品經過徐慶平先生的目鑑和肯定，並在

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悲鴻生命⸺ 徐悲
鴻藝術大展”中展出，使觀眾在悲鴻先生

諸多巨作力著之外，尚能觀賞到如此精微

有趣的小品。或許可以讓大家在不同的視

覺感受之外，由直觀反差進一步思考悲鴻

先生力倡“盡精緻廣”的深意所在。6

鄧 鋒 關 於 新 加 坡 新 發 現 的 這 批 徐 悲 鴻 作 品
的 特 點 分 析 和 整 體 評 價， 作 者 完 全 同 意。 這 部
分 作 品， 多 數 尺 幅 很 小， 其 中 的 一 幅 小 馬 大 小
幾 乎 和 火 花 或 郵 票 一 樣， 而 馬 鬢 飛 揚， 纖 毫 可
見， 精 美 異 常， 從 而 更 新 並 豐 富 了 大 家 對 徐 悲
鴻 作 品 多 樣 性 的 認 識。 此 外， 這 批 作 品， 相 當
多 的 是 徐 悲 鴻 本 人 留 在 身 邊 尚 未 出 版 的， 既 有
成 品， 又 有 習 作， 對 於 認 識 徐 悲 鴻 的 創 作 過 程
非 常 有 意 義。 再 次， 這 批 作 品 材 質 豐 富， 因 為
當 時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是 隨 寫 隨 畫， 對 於 材 料 和 紙
張 沒 有 要 求， 體 現 了 徐 悲 鴻 作 品 的 多 樣 性 和 創
作 的 不 拘 一 格。 徐 慶 平 先 生 總 結 了 徐 悲 鴻 在 新
加坡創作時候的艱苦條件，他說：

從這批畫作的質地，我們可以想見當

時物質條件的艱苦。它們應該是畫畫過程

中裁下的畫紙邊角，而且不僅僅是他畫中

國畫常用的宣紙、皮紙、高麗紙的邊角，

也有白報紙、法國素描紙的邊角，甚至有

藥方紙的邊角。我們常講畫中國畫惜墨如

金，而他則不僅惜墨、惜色，更惜紙如金，

他的學生――畫馬名家韋江凡先生就保存

有先君為他們上課時在地上拾起的一張紙

上畫的寒鴉圖。7

當 然， 非 常 珍 貴 的 是 這 批 作 品 中 的 十 二 生
肖。 徐 悲 鴻 一 生 留 下 的 保 持 完 整 的 十 二 生 肖，
目 前 僅 有 三 套， 而 以 新 加 坡 新 發 現 的 這 套 創 作
最 早 ( 圖 1-12)， 因 而 其 藝 術、 文 化 和 歷 史 價 值
格 外 引 人 注 目。 徐 慶 平 先 生 看 到 藏 於 新 加 坡 的
十 二 生 肖 作 品 後 指 出：“ 此 套 生 肖 應 為 先 君 悲
鴻公 1939 年旅居新加坡所畫，存世最早、尺幅
最 小。 彌 足 珍 貴， 方 寸 之 間， 精 微 至 極。 令 人

歎 為 觀 止。” 8 針 對 具 體 的 藝 術 特 色， 徐 慶 平 分
析說：

有一套可以算是微型化了。每幅只有

撲克牌大小，但每種動物形象特點突出，

帶有豐富的神情，在以動態加強形象特點

的表現上尤顯其匠心獨運。比如牛，半側

臥姿是勞作之後的休憩之態，馬則是全側

角度，呈奔跑之狀；蛇盤於樹上，有枝葉

的陪襯；龍則以全幅飽滿的雲朵與閃電造

成濃重無比的氛圍；而兔以兩隻兔共同吃

草的場景表現其樂融融的和諧之美，在構

圖與動感上均有仔細精到的安排。9

關 於 新 加 坡 的 這 套 生 肖 作 品 對 於 徐 悲 鴻 創
作的意義，徐慶平先生畫龍點睛地概括說：

它們成為後來兩套此題材作品的稿

本，以後的兩套中，動物大多與此相同，

也有幾幅形象、動態略有變化，說明創作

者仍在不斷地精益求精。10

本 人 當 年 在 多 次 欣 賞 和 揣 摩 這 批 作 品 後，
特 地 比 較 了 目 前 發 現 的 徐 悲 鴻 創 作 的 這 三 套
十 二 生 肖 作 品， 也 曾 經 斷 斷 續 續 地 寫 了 一 些 感
受。 這 兩 年 趁 着 這 批 作 品 在 北 京 和 長 沙 展 覽 的
春 風， 形 成 一 篇 文 字， 不 憚 於 自 己 學 識 淺 陋，
與 同 好 分 享， 一 是 抛 磚 引 玉， 二 是 為 徐 悲 鴻 和
南洋及新加坡添個註解。

二����明�

2014 年 12 月 3 日 晚， 北 京 匡 時 秋 拍“ 澄
道 ⸺ 中 國 書 畫 夜 場 ” 在 北 京 國 際 會 議 中 心 舉
槌。 該 場 拍 賣 中 極 其 引 人 注 目 的 便 是 徐 悲 鴻 作
品《 十 二 生 肖 冊 》。 這 套 十 二 生 肖 以 3,500 萬
元 起 拍，4,000 萬 元 落 槌， 加 上 佣 金，4,600 萬
元 成 交， 買 家 是 剛 以 2.78 億 元 購 買 永 樂 唐 卡 的
劉益謙。

這 套《 十 二 生 肖 冊 》 並 非 第 一 次 露 面。
早 在 2006 年， 香 港 蘇 富 比 秋 拍 的“ 霧 明 樓 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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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 二 十 世 紀 書 畫 專 場 ” 中， 此 畫 冊 以 549.6 萬
港 元 成 交。“ 霧 明 樓 ” 的 主 人 即 張 蒨 英、 費 成
武 夫 婦， 是 徐 悲 鴻 在 中 央 大 學 藝 術 系 的 弟 子。
張、 費 二 人 曾 協 助 徐 悲 鴻 在 重 慶 創 辦“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 在 上 世 紀 四 十 年 代 頻 繁 活 躍 於 重 慶
文藝圈，與許多文藝界的重量級人物都有交誼。
1946 年 間， 經 過 徐 悲 鴻 以 中 英 庚 子 賠 款 董 事 名
義 多 次 爭 取， 中 國 美 術 學 院 派 出 張 蒨 英、 費 成
武、 張 安 治、 陳 曉 南 赴 英 國 研 究 美 術。 去 洋 之
際， 張 蒨 英 向 老 師 徐 悲 鴻 索 畫， 徐 悲 鴻 欣 然 命
筆， 張 大 千 為 畫 冊 題 簽。1949 年 底， 張 安 治、
陳 曉 南 學 成 歸 國， 而 張 蒨 英、 費 成 武 則 結 為 伉
儷， 留 居 英 國。 此 間， 徐 悲 鴻 不 斷 寫 信 催 促 張
蒨 英、 費 成 武 夫 婦， 期 盼 他 們 回 國。1953 年，
張 蒨 英、 費 成 武 夫 婦 正 欲 回 國 效 力， 突 然 傳 來
從 前 留 英 的 同 學 張 安 治、 陳 曉 南 遭 受 不 公 平 待
遇 的 消 息， 轉 而 決 定 留 英 國， 此 後 永 遠 未 能 踏
上 故 土。2006 年， 在 張 蒨 英 去 世 三 年 之 後， 香
港 蘇 富 比 拍 賣 了 包 括 十 二 生 肖 冊 在 內 的 霧 明 樓
60 多幅珍貴書畫。

徐 悲 鴻 的 霧 明 樓《 十 二 生 肖 冊 》 讓 中 華 文
化 中 十 二 種 生 肖 動 物 逐 一 入 畫， 以 現 實 主 義 筆
法 表 現 傳 統 文 化 題 材， 造 型 簡 練 真 實， 神 態、
筆 墨 都 生 動 有 趣， 既 體 現 了 徐 悲 鴻 動 物 畫 創 作
的極致，可以說是他中西結合體系的一個標誌，
突 顯 了 徐 悲 鴻 的 藝 術 風 格。 這 生 肖 冊 也 彰 顯 了
師 生 情 誼， 歷 史 價 值 很 高， 因 而 極 其 珍 貴。 此
外， 畫 冊 由 張 大 千 題 簽， 可 謂 錦 上 添 花。 斯 人
斯 畫 斯 時 斯 情， 不 可 復 得， 而 民 國 風 流， 盡 在
此 冊 當 中， 所 以 拍 出 4,600 萬 的 價 格， 既 在 意
料之外，豈非當在意料之中？

除 了 霧 明 樓 的 十 二 生 肖 冊（ 以 下 簡 稱 霧
冊 ）， 目 前 傳 世 的 徐 悲 鴻 十 二 生 肖 還 有 另 外 一
套，即徐悲鴻作於 1945 年底的《十二生肖冊》。
這 套 生 肖 冊 是 徐 悲 鴻 離 婚 前 畫 給 蔣 碧 薇 的（ 以
下 簡 稱 蔣 冊 ）， 以 創 作 時 間 而 論， 蔣 冊 早 於 霧
冊 約 半 年。 中 國 藝 術 研 究 院 美 術 研 究 所 華 天 雪
在 其 短 文《 為 永 別 而 作： 徐 悲 鴻〈 十 二 生 肖
冊〉》11 中曾經比較了蔣冊和霧冊。霧冊，紙本，
水墨設色，每頁 28x37 厘米，在最後一開《豬》

中 有 題 詞：“ 蒨 英 弟 游 歐， 索 寫 十 二 幅， 即 以
付之。丙戍悲鴻。”鈐白文方印“東海王孫”。
其 餘 十 一 幅 均 無 一 字 一 印。 蔣 冊 則 每 一 幅 均 有
不 同 題 字 和“ 東 海 王 孫 ” 鈐 印。 華 天 雪 指 出，
蔣冊相對工細，霧冊略顯“鬆弛”；霧冊較活潑，
而 蔣 冊 則 較“ 沉 ”。 蔣 冊 似 非 同 一 時 間 完 成，
霧冊則一氣呵成。這兩冊頁，均為難得的珍品，
是徐悲鴻書畫、人生、情感的重要見證。

可 是， 問 題 來 了， 難 道 這 兩 套 十 二 生 肖
冊 是 大 師 憑 空 而 來 的 麼？ 徐 悲 鴻 的 鳥 獸 作 品 眾
多，馬當然眾所周知，他的獅、貓、豬、水牛，
以 及 喜 鵲、 八 哥、 鵝、 雞、 麻 雀、 鷹 也 著 稱 於
世，為人所重。而十二生肖中鼠、猴、龍、狗、
蛇、 兔、 虎 或 極 為 罕 見， 或 不 為 人 知。 更 重 要
的 是， 徐 悲 鴻 擅 長 寫 實 主 義 的 巨 幅 作 品， 其 著
名的《巴人汲水圖》《九方皋》《愚公移山》，
以 及 種 種 奔 馬、 雄 獅 圖， 均 縱 橫 捭 闔， 使 人 以
為徐悲鴻的作品均以大氣磅礴著稱於世。其實，
全 面 整 理 徐 悲 鴻 的 作 品 就 可 以 發 現， 十 二 生 肖
冊 並 非 空 中 樓 閣， 而 是 大 師 在 平 時 扎 實 練 習 的
技 術 上 提 高 創 作 的， 故 似 乎 一 揮 而 就 的 霧 冊 有
其 本 源。 其 本 源， 在 徐 悲 鴻 若 干 幅 關 於 十 二 生
肖 的 作 品 中 可 見 一 端。 其 次， 徐 悲 鴻 的 十 二 生
肖 的 作 品（ 無 論 是 否 成 套 成 冊 ）， 尺 幅 遠 遠 小
於其它作品，從而增添了徐悲鴻作品的多樣性。
更 有 意 思 的 是， 南 洋（ 新 加 坡 ） 藏 家 多 年 來 曾
經 收 藏 有 十 二 生 肖 的 多 幅 作 品， 似 乎 可 以 證 明
在 南 洋 期 間， 徐 悲 鴻 曾 經 創 作 了 關 於 十 二 生 肖
中 若 干 生 肖 的 作 品。 這 為 徐 悲 鴻 後 來 創 作 蔣 冊
和霧冊打下了扎實的基礎，是後者的前奏。

三�十二生�在南洋

筆 者 在 新 加 坡 見 到 徐 悲 鴻 另 一 十 二 生 肖 作
品（ 因 其 作 於 當 時 稱 為 星 洲 的 新 加 坡， 故 以 下
簡 稱 星 冊 ）， 以 之 與 霧 冊 對 比， 或 可 管 窺 蠡 測
探 索 徐 悲 鴻 十 二 生 肖 創 作 的 歷 程， 別 有 一 番 滋
味在心頭。

星 冊 十 二 幀， 為 十 二 幅 單 頁， 每 頁 尺 幅 為
10.5x11.8 厘米，每幀均有徐悲鴻簽名，或“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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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 ”， 或“ 悲 鴻 寫 於 星 洲 ”； 更 為 珍 貴 的 是，
每幀亦有悲鴻鈐印，或朱文方印“江南布衣”；
或 朱 文 圓 印“ 徐 ”， 或 朱 文 方 印“ 悲 鴻 ”， 或
朱文方印“東海王孫”。

霧 冊 和 星 冊“ 鼠 ” 皆 為 雙 鼠， 極 為 相 似，
均 介 於 大 寫 意 和 傳 統 工 筆“ 絲 毛 ” 筆 法， 身 體
和 臉 部 用 淡 墨 沒 骨 順 結 構 勾 染， 同 時 用 疏 淡 之
墨 點 表 現 爪 痕（ 蔣 冊 也 如 此 ）。 惟 霧 冊 雙 鼠 略
為 聚 首 相 向， 故 可 見 其 二 尾 一 曲 一 展。 星 冊 則
二 鼠 均 扭 頭 側 對 觀 眾， 前 鼠 身 體 遮 住 後 者， 故
只 有 前 鼠 尾 巴 展 開 可 見。 霧 冊 並 無 書 名 鈐 印，
而星冊則署名“悲鴻”，鈐印朱文“江南布衣”。

第 二 幀 牛， 霧 冊 為 一 牛 屹 立 大 樹 之 下 綠 茵
之 中， 背 身 扭 頭， 粗 角 大 眼， 骨 骼 凸 起， 為 勤
勞 慈 祥 之 老 牛 形 象； 星 冊 則 為 一 臥 牛， 也 是 粗
角 大 眼， 目 光 慈 祥， 身 軀 肥 大 而 四 肢 均 省 去。
兩 牛 雖 然 一 臥 一 立， 主 題 和 精 神 是 一 致 的。 星
冊署名“悲鴻寫”，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 三 幀 虎， 霧 冊 為 一 走 虎， 頭 部 高 昂 略 有
回 首， 精 神 抖 擻； 星 冊 也 是 走 虎， 身 形 筆 法 色
彩 極 為 相 似， 為 頭 部 和 背 部 處 於 同 一 水 平， 眼
神 前 瞻， 和 霧 冊 的 虎 相 比， 略 顯 稚 嫩 可 愛。 似
乎 可 以 說， 霧 冊 為 壯 虎， 星 冊 則 為 稚 虎。 星 冊
署名“悲鴻寫於星洲”，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 四 幀 兔， 兩 冊 均 為 黑 白 雙 兔， 側 立 於 畫
面， 前 白 後 黑。 霧 冊 背 景 綠 草 如 茵， 而 星 冊 為
赭 黃， 大 概 是 作 者 考 慮 到 季 節 不 同。 霧 冊 黑 兔
頭 部 幾 乎 全 部 露 出 來， 兩 眼 可 見， 而 星 冊 黑 白
二 兔 各 露 一 眼。 星 冊 署 名“ 廿 八 年 悲 鴻 寫 於 星
洲”，鈐印朱文“悲鴻”。

第 五 幀 龍， 兩 冊 無 論 構 圖、 場 景 還 是 筆 法
幾 乎 完 全 一 致， 均 為 雲 霧 中 龍 頭 凸 顯， 大 眼 圓
瞪， 張 嘴 噴 水 如 柱。 星 冊 署 名“ 悲 鴻 ”， 鈐 印
朱 文 圓 印“ 徐 ”。 如 華 天 雪 分 析， 此 龍 圖 與 徐
悲鴻父親徐達章所作之龍相似。

第 六 幀 蛇， 兩 冊 構 圖 畫 法 略 似， 均 為 一 纏
繞 樹 幹 吐 舌 之 蛇， 仿 佛“ 巳 ” 之 寫 意 化 身。 樹
枝 新 葉 稀 疏 卻 綠 意 盎 然， 當 在 春 季。 霧 冊 之 蛇
略 小， 曲 頸 高 首， 彈 力 十 足， 蛇 頭 向 右， 視 線
與 停 在 下 垂 新 葉 上 的 一 隻 昆 蟲 呼 應； 星 冊 蛇 頸
部 長 長 探 出， 蛇 首 向 左。 星 冊 署 名“ 悲 鴻 ”，
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七幀馬，兩冊大為不同。霧冊色彩豐富，
背 景 為 遠 山， 近 處 為 蔥 蔥 綠 草， 主 題 是 垂 首 食
草 之 馬， 長 腿 高 軀， 盡 顯 優 雅； 星 冊 是 側 身 水
墨 奔 馬， 四 蹄 騰 空， 雲 鬢 飛 揚， 與 蔣 冊 類 似，
星冊署名“悲鴻”，鈐印朱文圓印“徐”。

第 八 幀 羊， 霧 冊 為 白 黑 二 羊， 白 羊 肥 碩 突
出， 而 黑 羊 隱 約 在 後； 星 冊 為 一 白 羊。 兩 冊 羊
身 均 以 淡 墨 乾 筆 皺 擦 為 主。 星 冊 署 名“ 廿 八 年
秋 悲 鴻 ”， 鈐 印 朱 文 方 印“ 江 南 布 衣 ” 和 朱 文
圓印“徐”。

第九幀猴，兩冊相異。霧冊為一灰猴攀躍，
下 肢 雙 爪 釘 入 樹 皮， 上 肢 雙 爪 抓 住 一 橫 枝， 身
體 直 立 前 傾， 躍 躍 欲 試； 星 冊 為 猴 子 偷 桃， 一
黑 猴 蹲 踞 於 樹 枝 上， 左 爪 抓 住 一 旁 枝， 右 爪 握
住 一 鮮 紅 大 桃， 主 題 鮮 明， 色 彩 豐 富。 星 冊 署
名“ 悲 鴻 ”， 鈐 印 白 文 方 印“ 東 海 王 孫 ”。 偷
桃獻壽是傳統作品的常見主題。

第 十 幀 公 雞， 兩 冊 幾 乎 一 致。 畫 面 為 一 直
立 昂 首 回 頸 之 雄 雞， 雞 冠 鮮 豔 高 聳， 尾 羽 漆 黑
而 高 揚， 兩 爪 尖 銳 有 力。 惟 霧 冊 背 景 為 坡 地，
故 而 更 加 寫 實， 公 雞 也 顯 得 愈 發 雄 偉。 星 冊 署
名“悲鴻寫”，鈐印朱文“徐”。

第 十 一 幀 狗， 兩 冊 大 相 徑 庭。 霧 冊 為 一 趴
着 的 長 毛 狗， 圓 滾 滾 的 身 軀， 亮 晶 晶 的 雙 眼 隱
藏 在 長 長 的 茸 毛 之 中， 格 外 可 親； 星 冊 則 是 一
常 見 的 農 家 狗， 用 濃 墨 勾 勒 輪 廓， 赭 色 渲 染 身
軀。 星 冊 的 狗 雖 然 也 是 趴 在 地 上， 可 是 四 肢 略
略 拱 起， 靜 中 有 動， 仿 佛 隨 時 可 以 一 躍 而 起。
星冊署名“悲鴻”，鈐印朱文圓印“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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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新加坡新發現徐悲鴻小幅十二生肖作品，分別為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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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認為作畫時間均為 1939 年 13，未免有
些 武 斷。 或 有 人 問， 那 麼， 新 加 坡 的 這 套 十 二
生肖其前生後世又是如何呢？

四�南洋鴻⽖

徐悲鴻有一書畫印，印文曰“南洋鴻爪”。
此 印 形 象 地 解 釋 了 徐 悲 鴻 和 南 洋 的 不 解 之 緣。
真 正 了 解 徐 悲 鴻 生 平 的 人 就 知 道： 沒 有 新 加 坡
就 沒 有 我 們 現 在 所 熟 知 的 被 譽 為 中 國 現 代 美 術
之 父 的 徐 悲 鴻。 早 在 徐 悲 鴻 赴 歐 洲 遊 學 時， 如
果 沒 有 黃 孟 圭 的 資 助， 徐 悲 鴻 可 能 無 法 完 成 那
段 窮 困 潦 倒 的 留 學 生 涯。 正 是 黃 孟 圭 每 月 拿 出
自己的 20 英鎊的獎學金支撐他和徐悲鴻夫婦三
個 人 的 生 活， 也 正 是 黃 孟 圭 把 徐 悲 鴻 託 付 給 自
己 在 新 加 坡 南 洋 兄 弟 煙 草 公 司 做 經 理 的 二 弟 黃
曼士，才讓徐悲鴻在最困難的時候擺脫了困境。
所 以 後 來 徐 悲 鴻 稱 黃 孟 圭 和 黃 曼 士 為 生 平 第 一
知己，稱呼兩人為大哥、二哥，情同手足。 14

徐 悲 鴻 曾 經 七 次 遊 歷 新 加 坡， 其 中 最 長 的
是 在 1939 年 初 至 1942 年 初， 時 間 長 達 一 千 天
多。在南洋的這三年間，徐悲鴻先後在新加坡、
吉 隆 坡、 怡 保 及 檳 城 展 出， 展 品 包 括 他 大 量 的
個 人 收 藏 品 及 作 品， 也 包 括 他 到 達 新 加 坡 後 創
作 的 作 品， 展 覽 所 籌 得 全 部 錢 款 也 用 來 救 助 抗
戰 期 間 的 難 民 和 為 國 捐 軀 將 士 的 遺 孤。 徐 悲 鴻
在 星 馬 的 展 覽， 是 他 人 生 和 藝 術 的 光 輝。 據 統
計，當時每二十個新加坡人就有一人參觀畫展，
可 謂 盛 況 空 前。 他 在 新 加 坡 的 畫 展， 平 均 一 天
有超過三千人到訪，寫下輝煌的紀錄。

徐 悲 鴻 這 次 之 所 以 再 次 投 奔 南 洋，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自 己 感 情 上 遇 到 了 危 機（ 與 妻 子 蔣 碧
薇 感 情 不 和， 又 和 自 己 的 學 生 孫 多 慈 有 感 情 瓜
葛 ）， 以 致 於 他 在 新 馬 和 鄧 小 姐 訂 婚 之 事； 另
一 方 面 是 應 美 國 邀 請 準 備 赴 美 舉 辦 中 國 現 代 繪
畫 展。 沒 想 到 來 到 新 加 坡 後， 徐 悲 鴻 的 作 品 受
到 一 致 的 好 評， 在 新、 馬 的 畫 展 均 獲 得 了 空 前
的 成 功， 因 而 心 情 大 好。 徐 悲 鴻 於 黃 曼 士 在 芽
籠 35 巷 的 江 夏 堂 裡 潛 心 作 畫， 創 作 了 很 多 佳
作， 特 別 是 奔 馬 在 這 段 時 間 達 到 登 峰 造 極 的 地

圖 13. 江夏堂。

最 後 一 幀 豬， 兩 冊 均 為 一 立 豕。 霧 冊 前 足
相 對 錯 開， 似 在 踱 步， 用 墨 相 對 淺 淡 卻 富 有 水
分，更顯活潑；星冊仿佛蔣冊，用墨濕重來突
出 豬 的 笨 拙 厚 實， 前 足 平 行， 似 在 側 身 觀 察，
署名“廿八年悲鴻”，鈐印朱文“悲鴻”。

以 上 分 析 可 以 看 到， 十 二 幀 生 肖 中， 星 冊
或 與 霧 冊 相 同 相 似， 或 與 蔣 冊 相 同 相 似。 霧 冊
是 徐 悲 鴻 一 氣 呵 成， 蔣 冊 是 徐 悲 鴻 為 蔣 碧 薇 在
短 期 內 陸 續 作 成， 星 冊 每 幀 均 有 署 名， 鈐 印 也
多 變 化， 這 是 因 為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主 要 是 新 加
坡 ） 或 為 朋 友 畫 成， 或 平 時 練 筆 作 品， 時 間 跨
度 也 相 對 較 長。 鄧 鋒 以 為 其 中 一 幀 署 有“ 廿 八

圖 14. 江夏堂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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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據 估 計， 從 1939 年 初 到 1939 年 11 月 底
差不多 10 個月的時間，除了在新馬兩地的抗日
籌 款 畫 展 以 外，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創 作 了 不 下 一 千
幅的作品。

然 而， 天 有 不 測 之 風 雲， 太 平 洋 戰 爭 的 爆
發 迫 使 徐 悲 鴻 放 棄 赴 美 展 覽 的 計 劃， 他 不 得 不
離 開 新 加 坡 而 回 到 中 國。 日 軍 攻 佔 新 加 坡 的 步
伐 導 致 徐 悲 鴻 身 邊 的 數 千 件 藝 術 品 成 為 他 回 國
的 累 贅。 倉 促 離 開 新 加 坡 前， 徐 悲 鴻 在 朋 友 的
説 明 下， 把 自 己 的 這 批 藝 術 品 分 藏 兩 處。 一 處
是 羅 弄 泉（Lorong Chuan） 一 所 由 福 建 安 溪
會 館 創 辦 的 崇 文 學 校， 校 長 鐘 青 海 善 書 法， 與
徐 悲 鴻 相 識。 另 一 處 就 是 徐 悲 鴻 好 友 韓 槐 准 的
愚 趣 園。 徐 悲 鴻 本 人 則 攜 帶 包 括 國 畫《 愚 公 移
山 》、 油 畫《 田 橫 五 百 士 》 在 內 的 約 一 千 幅 作
品， 登 上 淪 陷 前 開 往 印 度 的 最 後 一 班 輪 船， 離
開了新加坡。

藏 在 新 加 坡 的 這 批 藝 術 品， 根 據 歐 陽 興 義
的 研 究， 包 括 了： 徐 悲 鴻 從 南 京 帶 到 桂 林， 再
到 新 加 坡 的 一 千 多 幅 自 己 的 代 表 作， 包 括 他 當
年 在 法 國 留 學 時 期 的 素 描 和 歐 洲 各 大 博 物 館 世
界 名 畫 的 摹 本； 徐 悲 鴻 歷 年 搜 集 的 中 國 古 代 繪
畫、 陶 瓷、 文 玩、 善 本 和 印 拓， 當 中 包 括 著 名
的《 八 十 七 神 仙 圖 》； 徐 悲 鴻 在 星 馬 和 印 度 創
作 的 作 品； 徐 悲 鴻 收 藏 的 近 代 中 國 畫 家 數 百 幅
作 品， 包 括 任 伯 年、 居 巢、 齊 白 石、 張 大 千、
高 劍 父、 高 奇 峰、 陳 樹 人、 趙 少 昂、 吳 作 人、
黃 君 壁、 溥 雪 齋 等 人。 其 中 任、 齊 二 人 就 有 兩
百 多 幅。 這 批 藝 術 品 究 竟 有 多 少， 如 今 已 經 無
從 得 知 了。 光 是 送 到 羅 弄 泉 的 那 批， 根 據 當 年
年 僅 十 幾 歲、 講 述 黃 曼 士 搬 東 西 的 饒 力 吉 回
憶：“在日軍進城前，包括黃曼士自己的東西，
足 足 運 了 兩 羅 厘（ 卡 車 ）， 幾 十 個 箱 子 到 羅 弄
泉。” 15-16

圖 15. 江夏堂大門。 圖 16. 江夏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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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本 投 降 後， 友 人 取 出 這 兩 處 的 藏 品， 除
了小部分由徐悲鴻的學生陳曉南於 1949 年帶回
北 京 外， 多 數 留 在 了 新 加 坡。 這 是 徐 悲 鴻 生 前
的 最 大 遺 憾。 據 徐 悲 鴻 的 兒 子 徐 慶 平 回 憶， 徐
悲 鴻 一 生 留 下 了 一 百 多 幅 油 畫， 其 中 約 四 十 幅
就 藏 在 羅 弄 泉 的 枯 井 當 中， 最 終 散 落 新 馬。 這
四 十 幅 油 畫， 包 括 近 二 十 年 來 在 拍 賣 場 上 屢 創
高 價 的《 放 下 你 的 鞭 子 》《 愚 公 移 山 》《 珍 妮
小 姐 》 等。 油 畫 的 價 值 如 此， 遑 論 國 畫 和 其 它
藝 術 品。 以 國 畫 而 言， 徐 悲 鴻 的 作 品 也 不 斷 在
新 加 坡、 香 港、 台 灣 等 地 出 現， 其 中 不 少 來 自
這批南洋遺珠。 17

這 樣， 徐 悲 鴻 上 以 千 計 的 作 品 和 藏 品 就 散
落 在 南 洋。 這 幾 十 年 來， 許 多 出 現 在 新 加 坡、
香 港 以 及 北 京 等 地 的 拍 賣 場 上， 而 更 多 的 則 在
星 馬 的 私 人 藏 家 手 中 收 藏 或 流 通。 筆 者 所 見 的
數 十 幅 作 品， 即 廁 身 其 間， 可 謂 徐 悲 鴻 的 星 馬
煙雲的註腳。

筆 者 淺 陋， 揣 測 新 加 坡 的 十 二 生 肖 作 品 正
是 當 年 徐 悲 鴻 留 下 的 作 品 經 有 心 人 多 年 搜 集 而
成。 這 套 十 二 生 肖 作 品， 正 是 後 來 蔣 冊 和 霧 冊
的 來 源 和 基 礎。 大 師 不 是 一 日 練 成 的； 大 師 的
傑 作 也 不 是 一 筆 揮 就 的； 在 傑 作 的 背 後， 有 着
長期的觀察思考和無數的寫生練習！

值 得 新 加 坡 自 豪 的 是， 這 套 生 肖 還 留 在 新
加 坡。 藏 家 還 特 地 在 新 加 坡 郵 政 局 製 作 了 一 套
郵票，以志慶賀。

五�就�樣告別了江�堂�代�

新 加 坡 的 這 套 十 二 生 肖 作 品， 為 研 究 徐 悲
鴻 的 創 作 和 藝 術 生 涯， 為 探 討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的
經 歷， 也 為 討 論 中 國 和 新 加 坡 如 何 承 繼 這 些 文
化 遺 產， 提 供 了 一 個 思 考 的 機 遇， 具 有 極 其 重
要 的 意 義。 徐 悲 鴻 一 生 曾 經 留 學 東 京， 留 學 法
國， 遊 歷 南 洋。 在 這 三 段 外 國 經 歷 之 中， 前 兩
段 時 間 段， 經 歷 較 為 簡 單 清 晰； 相 比 之 下， 南
洋 這 段 經 歷 就 要 複 雜 得 多。 18 因 為 其 來 回 次 數
多， 時 間 長 短 不 一， 結 交 人 物 複 雜， 創 作 數 量

龐 大 且 創 作 情 況 不 明， 作 品 存 留 的 情 況 更 是 如
雲中迷霧。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的 這 段 歷 史， 在 許 多 有 關 徐
悲 鴻 的 資 料 中 都 被 省 略 或 輕 描 淡 寫， 徐 悲 鴻 的
前 妻 蔣 碧 薇 未 曾 隨 從， 故 在 其 回 憶 錄 中 沒 有 細
節； 徐 悲 鴻 的 遺 孀 廖 靜 文 當 時 並 未 和 徐 悲 鴻 結
交， 婚 後 也 只 是 聽 說 而 已， 對 這 段 南 洋 經 歷 也
是 不 知 其 所 以 然。 然 而， 南 洋 華 人 特 別 是 新 加
坡 把 徐 悲 鴻 在 南 洋 看 作 是 本 地 藝 術 史 和 現 代 史
上 非 常 重 大 的 事 件， 是 華 人 華 僑 足 以 自 豪 的 插
曲。 新 加 坡 前 外 長 楊 榮 文 在 其 紀 念 本 地 演 出 者
陳 文 希 的 講 話 中 曾 經 深 有 感 觸 地 說：“ 徐 悲 鴻
在 新 加 坡 逗 留 時 間 雖 短， 但 與 新 加 坡 的 千 絲 萬
縷， 卻 是 他 生 命 中 的 重 要 印 記。” 徐 悲 鴻 和 南
洋的不解之緣，不但沒有隨着時間流逝而褪色，
反而隨着歲月流水的洗刷更見其精神。 19

在 新 加 坡 時， 徐 悲 鴻 多 次 居 住 在 黃 氏 的 江
夏 堂， 在 那 裡 創 作 了 數 以 百 計 的 作 品， 接 待 了
無數來訪的華僑華人，留下了無比珍貴的記憶。
2018 年， 徐 悲 鴻 曾 經 生 活 和 創 作 的 江 夏 堂 終
於 被 拆 了。 在 此 之 前， 徐 驥 夫 婦 曾 經 最 後 一 次
代 表 徐 家 參 觀 了 江 夏 堂， 告 別 了 江 夏 堂。 而 徐
悲 鴻 的 女 兒 徐 芳 芳 夫 婦 也 在 拆 毀 之 前 到 訪 新 加
坡。作為徐悲鴻的直系後代，他們心中的滋味，
旁人恐怕無法想像。

筆 者 陋 見， 江 夏 堂 不 僅 僅 是 徐 悲 鴻 和 黃
氏 兄 弟 友 誼 的 象 徵， 也 是 徐 悲 鴻 和 南 洋 華 人 華
僑 親 密 關 係 的 象 徵， 當 然 也 是 近 代 中 國 和 南 洋
互 相 依 存 的 象 徵， 同 時 更 是 中 國 演 出 者 和 新 加
坡 文 藝 交 流 的 象 徵。 翻 看 南 洋（ 新 加 坡 ） 的 美
術 史、 文 藝 史， 從 二 十 世 紀 初 到 戰 前 的 每 一 個
重 要 階 段， 都 和 南 來 的 文 人、 學 者、 演 出 者 密
切 相 關， 不 可 分 割； 從 戰 後 到 新 加 坡 建 國 這
四 五 十 年， 新 加 坡 的 文 藝 美 術 世 界 依 然 還 是 一
批 南 來 逐 漸 紮 根 的 演 出 者 在 支 撐， 在 掙 扎， 在
繁 茂。 新 加 坡 賴 以 支 撐 的 演 出 者 張 荔 英、 陳 文
希、 劉 抗 等 等， 政 治 上 都 經 歷 了 從 中 華 民 國 到
新 加 坡 共 和 國 的 轉 變。 因 此， 江 夏 堂 存 在、 隱
喻 和 象 徵， 代 表 了 一 個 時 代 和 一 代 人， 影 響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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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個 時 代 和 幾 代 人。 同 理， 江 夏 堂 的 拆 毀， 自
然 是 一 個 標 誌 性 的 落 幕。 它 告 訴 世 人， 晚 清 以
來 以 傳 統 華 僑 華 社 為 代 表 的 海 外 中 國 到 此 終 止
了， 清 末 以 來 到 二 戰 之 前 華 僑 華 人 在 南 洋 建 立
的 社 會 就 此 終 結 了， 傳 統 的 華 人 華 僑 社 會 一 去
不 復 返 了， 一 個 時 代 消 失 了。 或 許， 這 也 是 另
一 個 新 時 代 的 開 始， 如 果 我 們 可 以 樂 觀 地 這 樣
斷言。

江 夏 堂 拆 除 的 時 候， 筆 者 不 在 新 加 坡， 很
想 前 去 撿 一 塊 破 磚 碎 瓦 以 作 紀 念， 可 惜 不 能 成
行。 巧 得 很， 在 新 加 坡 的 有 心 人 趙 峰 先 生 告 訴
筆 者， 他 已 經 問 工 地 的 工 人 要 了 一 段 樑 木， 準
備 製 成 鎮 紙， 讓 徐 悲 鴻 永 遠 留 在 新 加 坡。 這 自
然 是 令 人 欣 喜 的； 可 是， 難 道 徐 悲 鴻 就 這 樣 地
留 在 新 加 坡 麼？ 這 是 每 一 個 惠 澤 於 中 華 文 化 致
力 於 新 加 坡 文 化 的 文 化 人， 都 要 面 臨 的 問 題。
這或許是新加坡的難解之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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