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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男，汉族，浙江宁波人， 祖籍浙江慈溪，

1942

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文学家、艺术家，

民间艺术工作者。著名民间文艺家。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
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文学自由谈》杂志和《艺术家》

杂志主编，并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冯骥才：面对艺术 背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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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驾马车———冯骥才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览，曾在北京画院美术馆开幕，众多
文化名人前往助阵。冯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他要站在明天看现在，对文化保持先觉性。对于那些注重
市场的年轻艺术工作者，冯骥才告诫说：“我特别希望对年轻人说一句话———面对艺术，背对市场。 ”

举办画展答谢恩师
北京画院美术馆最近迎来了冯骥才

的绘画、文学、文化遗产保护与教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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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开展当天，现场人头攒动，不乏文化界
名家，从中一眼就能望见

190

厘米高的冯
骥才。

70

岁的他慈祥地和每一位要求合影
的观众拍照留念。

这次展览是冯骥才在北京举办的第
三次展览，有着特殊的意义，就是感谢恩
师惠孝同。 前天接受采访时，回忆起十几
岁跟着恩师学画的场景，他像个小孩子一
样纯真地笑了，“那时候我一放假就到老
师位于王府井的家里住，老师家收藏了很
多古画，我就临摹古画”。 正是因为恩师是
北京画院的画家，所以冯骥才选择在这里
办画展。

冯骥才指着展厅中最醒目的两幅画，

一幅是恩师
1959

年创作的《湖山雾霭》；

第二幅画是
1964

年冯骥才创作的《山居
图》，由恩师题字。 他说：“我把这两张画放

在展览的最前面， 第一幅是老师遗作，第
二幅是老师对我的鼓励。 ”

学绘画就像练京剧
谈到绘画技巧时， 冯骥才认真地说：

“要练好基本功，没有别的捷径。 研习中国
画的基本功就像学京剧，学京剧要从小拜
师学艺， 光吊嗓门是唱不出好京剧的，唱
不出字正腔圆。 ”

冯骥才认为，一定要在研习基本功的
基础上吸收新东西。 新元素可以是西方
的、现代的，可以是摄影或影视方面，“我
对这点没有任何的自我约束”。 他总结道：

基本的中国画元素不变， 不断吸收新东
西，技巧再变也不会变中国传统文人画的
基本元素。

冯骥才指出，一名好画家必须具备的
第二点是修养， 唐代诗人杜牧说：“‘功夫
在诗外’，人生的历练、命运的跌宕、自身
的修养都可能是写好一首诗的重要元素。

这些元素并不在诗里面，在诗外面，但它

们是一首好诗表现的最基本元素。 ”

劝告晚辈背对市场
谈及现在的艺术圈，冯骥才劝告青年

画家，不要着急追求市场效益，“人是为了
看见自己的心灵才画画的”。 在他看来，市
场价格和画作价值并不对等。 他以著名画
家凡·高为例说：“我去过凡·高的故乡，看
到他生前住的房子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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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 他最好
的一幅画，在当时只能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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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郎。 ”冯骥
才认为，市场上画卖得好的画家不一定画
出非常好的作品。

“鹰有时会飞得像鸡一样低，但是鸡
永远不可能飞得比鹰高。 ”冯骥才幽默地
说，市场规律并不等同于艺术规律，“我从
来不看这个画家的画能卖多少钱，我只看
他的画。 只有投资者才看价格，也就是只
有不懂画的人才看画的价格。 ”冯骥才把
为了市场而去画画的行为称为“烹调艺
术”，“我特别希望对年轻人说一句话：面
对艺术，背对市场。 ”

爱与恨是写作动力
作为作家，冯骥才创作了《珍珠鸟》、

《挑山工》、《花脸》等优秀作品，多篇文章
被收入小学教材。 “我到现在还在坚持写
作，最大的动力就是热爱生活。 ”冯骥才坦
言，人要懂得欣赏生活，并热爱生活，但一
定要憎恨和这些东西相对的假、恶、丑，这

些爱和恨就是他写作的动力。

冯骥才直言非常羡慕如今那些十几
岁就能出书的小作家，“我小时候也有文
学梦，初中年代会偷偷地写诗集，画插图，

但这些作品都在动荡中丢失了。 ”所以，他
非常鼓励有梦想的年轻人，“对他们不要
有太多的指责和要求，年轻人有喜好总比
没有喜好来得好”。

抢救大同胜地是责任
冯骥才已经抢救了多处文化遗产，如

今他在不遗余力地保护大同文化。 他说：

“每次到大同都是朝圣之旅， 对艺术的朝
圣，对文化的朝圣。 ”

大同被称为中国古代雕塑博物馆，冯

骥才感叹道：“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容量
巨大

,

雕刻者把对生命的感觉融在了石头
里。 ”面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逐步遭到
破坏的现实，他感到非常心痛，“我把大同
的雕塑看了四五遍，大概算了一下，大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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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件以上的雕塑， 所以我决心帮助
保护大同文化。 ”

中国大学缺人文精神
冯骥才称，到大学任教是他人生接受

的最后一件大事。 他直言，现在中国的大
学缺乏人文精神。 “文化建设应该从教育
开始，从孩子开始。 ”在冯骥才看来，教育
不能局限于课本知识，更多的文化是需要

感受的。 他认为，需要用更多的办法让大
学生有文化情怀，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根
本。 他指出，文化界应该有先觉性，“这涉
及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不是说我们站
在现在看过去，更重要的是站在明天看现
在，从明天来认识今天，有些东西是可以
进入历史的。 ” （据《京华时报》）

大冯也浪漫
圈里人都管冯骥才叫“大冯”。

一个人能在诸多领域获得如此丰硕
的果实，着实令人惊叹。他不仅是位
幽默风趣的老人，更是位思想活跃、

精力充沛的灵魂指挥家。采访时，冯
骥才一边品茶，一边朗朗吟诵起“离
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他挥着手
臂，把咖啡厅想象成草原，还笑着让
在座的人和他一起想象坐在草原的
感觉。他的浪漫情怀，正如他的绘画
文学，如涓涓细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