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 铸 夫

黄铸夫(1913 年-2004 年），广西合浦县人。擅长木刻、漫画、中国画。20 世纪 30 年

代初，入广州美专学习油画，1932 年底与上海党中央出版局取得联系，参加地下革命活动。

1937 年后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参加鲁迅倡导的“新兴木刻活动”，参与“现代版画社”

的工作。1938 年赴重庆，任《新华日报》美编主任，并参加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木

刻运动”，发表了大量漫画及木刻作品，影响颇大。

1938 年底赴延安，到新华社总部从事美术工作。1945 年赴东北，在“四野”工作。

1950 年，随“四野”南下武汉后，到地方开展工作，任中南广播电台台长。

1954 年到北京，任中侨委对外司专员，负责海外华侨宣传工作，并经常参加何香凝所

邀集的国内外著名画家作画活动。

1958 年到中央美术学院任院党委委员、中国画系副主任，工作期间他团结全系老师，

积极组织教学研究，在此期间，也与李可染、李苦禅、黄胄、朱丹等老一辈书画艺术家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任教期间，带领学生赴敦煌莫高窟、内蒙古、广西等地区写生学习，为中国画教学

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继而在中国美术研究所工作直至 80 年代离休。亦擅书法，为中国

书法家协会发起人之一。

作品有《墨海青山》《源头活水》等，出版有《黄铸夫画选》等。



盈 尺 天 地 宽

《新华日报》美编主任

1938 年 1 月 11 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出版发行，同年 10 月 25 日从汉口迁

入重庆。发刊词宣称：“本报愿将自己变成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团体、个人的喉舌。”黄

铸夫任《新华日报》美编主任。

当时，《新华日报》直接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领导之下。中共中央南力局和八路

军驻重庆办事处设于红岩村。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

等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曾在此生活、工作。黄铸夫就是在这些领导人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但黄铸夫没有公开党员身份，而是以版画家的身份开展新闻丁作。

当时，王琦、丁正献、卢鸿基、黄铸夫、酆中铁等青年版画家汇集重庆，大后方木刻

运动方兴未艾。上世纪三十年代前期，中国新文化运动主将鲁迅举起新兴版画运动的旗帜。

上世纪 dg 十年代后期，新兴版画运动的中心一分为二，在以延安为中心的边区和以重庆

为中心的大后方迅猛发展起来。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因易于创作、印刷方便的优势，版画成为广大艺术工作者乐于

采用的方式。在民族危亡时刻，木刻版画犹如长枪出击，大批艺术青年用画笔和刻刀，高

扬正义、鼓舞将士。

社团是领导大后方木刻运动的核心。王琦与丁正献、刘铁华、黄克靖等人在重庆创建

中国木刻研究会。

中国木刻研究会成立后，王琦随后在《新蜀报》上发表了文章《木刻工作者与反侵略》。

他在文中呼吁：“木刻工作者应担当着斩灭法西斯侵略强盗的刽子手的任务。他们武器—

—刻刀——应当是一把锋锐的斩妖刀，不但要砍下法西斯侵略者的脑袋，还要一刀一刀划

破这些灭绝人性的强盗的皮囊……”

黄铸夫就是这样的一位木刻工作者，他手上的刻刀，是一把锋锐的斩妖刀。

赴延安、进东北

1938 年底，新华社把黄铸夫调往延安总部工作，继续从事美术编辑工作。1939 年初，

中共中央决定将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开，新华通讯社开始独立发展。在延安期间，黄

铸夫与八路军女战士沃野相识。经过接触，相爱而成婚。

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随即出兵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全面进

攻。八路军冀热辽军区遵照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派出一部兵力就近

进入东北，会同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

中共中央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

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以此组建了东北民主联



军（即后来的“四野”）。黄铸夫夫妇来到了哈尔滨，在“四野”的领导下，继续从事新闻

工作。

绘画与书法并进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国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四野”从东北直驱而下。黄铸夫

夫妇随着部队南下。“四野”解放武汉后，把黄铸夫夫妇留在了武汉，从事地方政府各项

事业的重建工作。1950 年，黄铸夫任中南广播电台台长。

1954 年，由于黄铸夫曾在重庆期间开展过统战工作，对各方爱国人士比较熟悉，于是，

中央有关部门又把黄铸夫调往北京，任命他为中侨委对外司专员，负责海外华侨宣传工作。

黄铸夫利用这个工作平台，经常参加何香凝所邀集的国内外著名画家作画活动，以画会友。

从五十年代末起，黄铸夫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一直从事中

国画教学研究和创作工作，对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黄铸夫还着重对黄宾虹先生的绘画技巧和创作实践进行了研究，并发表过不少论著。

为了掌握黄宾虹先生的山水技法，黄先生曾临摹过不少原作，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黄铸夫在绘画、书法方面均有较高造诣，齐头并进。黄铸夫绘画擅长大写意花鸟和山

水画。黄铸夫的花鸟画师承徐渭、癫道人、八大山人和吴昌硕。黄铸夫酷爱他们的笔墨和

风格，也深爱吴昌硕的书画篆刻。为了研究吴昌硕的大写意画技法，黄铸夫曾专程去上海

与王个簃先生切磋研讨。黄铸夫所画花鸟走兽紧墨酣畅、大刀阔斧、淋致、意趣生动。

黄铸夫的山水画师承石溪、石涛、戴本孝和黄宾虹。为了博采各家之长，他几乎足迹

踏遍祖国名山大川，其中曾五上黄山，三游四川、湖北、湖南、贵州以及大、小三峡，进

行写生，收集素材。所作山水画力求引人入胜、意境幽深、可居可游、回味无穷。

黄铸夫从四十年代开始便研究书史、书论。书法以隶、行见长，隶书雄强博厚、豪放

超逸，行书刚健婀娜、庄严洒落。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大展览并散见于各地书法孝集和

碑林中。黄铸夫曾为中国书法家会“五人筹备小组”成员之一，可见黄铸夫的书法也是蛮

厉害的。

后来，黄铸夫在国内外发表过大量的书画作品、艺术论文、诗歌及回忆录等，书画作

品还在国内外多次展出并被制成专题录像带在内外发行。

黄铸夫在北京、桂林、北海等地举办过个人书画展。

盈尺天地宽

黄铸夫出版有《黄铸夫画选》。他的山水画，画面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整幅画面显得

有勃勃生机及独特韵味。在这些咫尺小作中，黄铸夫对于章法的起伏、宾主、曲折、回环……

都匠心独运，在用笔上是地道的黄宾虹式的“金刚杵”，那带有血浓的苍老的点与线，纵



横交错，九转千回。在整个画面中的厚重、博大、沉雄、磅礴的大气象，使得读者感到清

新，深远，随画而入，让人从中去体味，从中去感悟。

五十年代中期，黄铸夫在中央美院和美术研究所从事教学和创作工作，曾担任中央美

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等职，对于中国画教学体系的建立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黄铸夫除了是一名画家，他还担任过不少美术、新闻、出版界的要职。他的一生曾与

诸多大师合作作画，深交博义。他的一生曾有过相当辉惶的历史。但是他不以资深而自许，

不以“名利为所动”，在他的画室他自己书写的横幅“有米万事足”，是他人品的写照。他

默默地渗淡经营。到了他六十五后，他的双目几近失明，他用自己的心灵拥抱世界，以自

己的感情温暖生活，数十年如日。凭着他那颗对艺术无限爱恋的心，执着那支坚硬的画笔，

把自己的情感深深地印在每一幅作品上，唱着心底的歌去呼唤。

黄铸夫绘画擅长大写意花鸟画和山水画。在花鸟画方面，他师成徐渭、癫道人、八大

山人，尤其推崇近代的吴昌硕先生，如他的“梅竹双清图”，用笔大刀阔斧，用墨酣畅淋

漓，专以篆籀运笔，将钟鼎金石之力气、姿、韵融于画中。除去有吴昌硕先生的“苦铁画

气不画形”以外，还在用色和黑色的深、浅、干、湿以及构图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在

山水画方面。

在山水画方面，黄铸夫除师承石溪、石涛、戴本孝外，主要以黄宾虹先生的绘画技法

为自己的习学对象。在山水画的用笔上，他主张以写入画，以画传情。强调绘画用笔不拘

成规，随意挥洒，笔生处尽得情在。

多年来，黄铸夫以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为创作源泉，曾五上黄山、三游川、鄂、

湘、贵以及大小三峡、搜集素材，融黄山的奇险之势，漓江船排的乡土之情，三峡九曲回

肠的万水之灵入笔端，去迁想妙得，挥毫泼墨，展现给读者一幅幅饱含着深刻思想内容与

时代精神的作品。

黄铸夫除在绘画上有相当深厚的造诣外，在书法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黄铸夫自

四十年代开始研究书法史、书论，曾习临过不少古代碑帖，他多年来以隶书行书见长。他

的隶书奇趣逸宕，如高山落石宏大无比，行书圆劲流畅，每入笔时但见锋藏不露，行笔以

“积点成线”的高深功力形成转折点都处处中锋运笔，在书法的造型处理七，黄铸夫主张

“拙中见巧、丑中见美、刚中带柔、奇中见正”的方法，追求内在的神韵与优美。

有米万事足

黄铸夫在自己的画室挂有一幅他自己书写的横幅：“有米万事足”，让人怀有一种钦佩

之情。

1998 年，曾有广西美协副主席、北海画家蔡道东和北海市作协主席邱灼明等人到北京，

专程拜访了黄铸夫伉俪。黄铸夫和夫人沃野见到有来自家乡的客人，十分高兴。画家蔡道



东与黄老夫妇早就熟悉了，见了面更是异常兴奋。是年，黄铸夫已经八十几岁高龄了，走

路时两腿有些抖动，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非常爽朗。他们夫妇都很健谈，一坐下来就很随

意地谈起他们的往事和一些日常生活情况。黄夫人沃野极富幽默感，她喜欢插黄老的话，

使谈话的气氛显得轻松愉快。

对于曾担任过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主任等职，对于中国画教学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等

等，黄铸夫不愿多谈，他最有兴趣的话题，是当年在何香凝先生寓所的大客厅，与众多的

画家，包括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王个簃、李苦禅在内的中国画大师切磋画艺的情景。

当他谈论这些往事时，双目特别有神，人也好像变得年轻，仿佛整个身心都回到往日那种

谈笑风生、宽松自由的艺术氛围中。

黄老夫妇在与客人交谈时，还给他们看了一盒录像带。那是中央电视台专门拍摄的黄

铸夫的专题片，片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黄铸夫的艺术成就与他的创作方法。黄铸夫所作的

山水画往往引人入胜，意境幽远，令人回味无穷。

在黄铸夫家的茶几上，有一本《20 世纪国际现代美术精品荟萃》。翻开一看，中国画

部分排列的艺术大师依次是徐悲鸿、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周怀民、林风眠、李琦、

李苦禅、黄铸夫……，可见黄铸夫在中国画坛的杰出成就与地位。面对客人的赞赏，黄铸

夫却很平静地说，这些都是过去了，我现在还要改变画法，要吸收国外印象派的色彩，画

得更好一些。

黄铸夫说，他六十五岁后，双目几近失明，1991 年才做白内障手术，在这之前画画全

凭感觉，笔到意到。直到现在才知道，白内障手术什么时候都可以做，当时没有及时做手

术，结果白白耽误了几年时间。说完这些话，他沉默一会，宁静的神情里流露出深深的遗

憾。过了不久，他风趣地说：“你们千万不要老，人老了就糊涂。齐白石老了，有时画青

蛙画三只脚，画鸡画了几个头，有时没画上，叫他补上，结果把头画在鸡屁股上”。说完，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至于那幅“有米万事足”的条幅，客人们看不到了，原来是想问一下缘由的，但此时

大家已经觉得没有必要问了。“有米万事足”，正是黄铸夫虚明之心的写照。多少年来，黄

铸夫不为名利所动，不以资深自许。那幅书法，虽然不一定要知道具体悬挂在哪一面墙上，

但它永远悬挂在黄铸夫的心里。这是谁都带不走的。

（根据田文科《盈尺天地宽》，邱灼明《有米万事足》以及黄铸夫亲属提供资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