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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1897—1971），浙
江宁海人。现代画家、教育
家。早年名天授，字大颐，自署
阿寿、寿者。擅画花鸟、山水，
兼善指画，亦能书法、诗词、篆
刻。1915 年考入浙江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受教于经亨颐、李
叔同等人。其写意花鸟初学吴
昌硕，后取法石涛、八大，曾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浙江
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
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
联委员；1958 年被聘为苏联艺
术科学院名誉院士。著有《中
国绘画史》、《听天阁画谈随笔》
等。

父子画家

潘家萍

在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有一
对父子值得关注：那就是潘天寿与
潘公凯。他们都是浙江省宁海县
冠庄人氏，是我的本家与同乡，他
们是从冠庄流出的一条河。所以，
借《冠庄潘氏族谱》重修的机会，我
专门访问了潘公凯。这篇专访，是
一个族人对族中精英的访问，也可
以说是一个业余文学作者对一个
颇负盛名的美术专家的访问。

上篇 源流与反哺
专访时间是 2014 年 9 月 15 日

的下午，潘公凯温厚内敛的神态，
与我心目中的冠庄人形象颇为一
致。

问：潘院长，请原谅我作为冠
庄人的率真，我问的是您有家乡概
念么？

答：我也是冠庄人，就坦白回
答你——以前没有，后来有了，很
浓。我出生在宁海冠庄，在杭州长
大。上世纪 80 年代，时任省领导的
宁海籍人氏王家扬带队来宁海参
加一个活动，从此有了交往。当
然，心里早就有家乡的位置，血浓
于水，一接触真实的家乡，那蓄积
已久爱家乡的热情，一点即燃，一
发不可收拾，终成烈火。

问：由于文革时家乡人（包括
冠庄人）批斗了您父亲——国画大
师潘天寿，据说，您恨家乡。不过，
在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先说一
段往事：1997 年，宁海县隆重集会，
纪念潘天寿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
逢大雨，可当主持人宣布纪念大会
开始，天雨止住，直到主持人宣布
会议结束，天复雨如倾盆。有人
说，宁海人民的优秀儿子潘天寿含
冤而死时，家乡父老甚至不敢掉一
滴眼泪，乘此诞辰之时，人与天共
悲，泪与水交融。这是我亲眼看
到，也是亲耳听到。

答：不恨。这是时代造成的。
那天的悼念活动，我也在现场，是
这样的。我感恩家乡父老，感恩苍
天。

问：据说您父亲被押回故乡批
斗，客观条件是文革，主观因素却
是由于一位被您父亲视作入室弟
子的家乡学生的“反戈一击”，导致
您父亲在家乡父老面前颜面尽失、
生存下去的最后防线被彻底摧毁；
又听说文革后你们作为家属，已经
原谅了您父亲生前的这位学生？

答：是的。这位学生入学考试
时成绩不佳，是我父亲看在家乡人
情面上帮助了他，后来一直视作最
亲近的学生，可以在我父亲作画时
入室观摩；无所谓原谅不原谅，人品
的刻痕就在那里，是无法磨去的。

问：您为家乡做的事很多，最
为感触的有哪些？

答：你看眼前的故居，让我感
触至深。你是本村人，肯定知道这
里以前的情况吧？上世纪 80 年代，
随着我父亲冤案的评反昭雪，我接
到一个来自家乡的电话，说是要为
父亲修缮故居，以期永久的纪念。
我十分高兴，召之即来，这院子里
本来住着我的叔伯兄弟几户人家，
我很感激他们为故居搬迁到另地
居住（当然政府也作了补偿），房屋
修缮也需要钱，布展更需要钱，而
当时家乡很穷，政府财政也不富
裕，当时我就从设在杭州的潘天寿
基金会拨出 5 万元钱，用于故居的
修缮，我直接参与了布展的设计和
安装，也使得支出大大减轻。之
后，历次的修缮、布展，我都直接参
与了。

除了故居修缮，我参与了历届

关于潘天寿先生诞辰的纪念活动，
还设计了《潘天寿作品选》特种邮
票一套6枚。

问：潘天寿故居现在不仅是冠
庄的品牌，更是宁海县对外宣传的
亮点之一，我经常把全国各地来宁
海的作家、诗人和别的朋友带来这
里，这里不排除炫耀的成分，更多
的是精神上的膜拜。（不瞒您说，每
一次来，我都从潘天寿先生论及人
品与文品话题中得到人生有益的
启迪。）包括您为历次潘天寿纪念
活动助力，设计特种邮票，带动了
宁海在书画艺术上的发展提高，为

宁海在精神面貌和层面上的改变，
作出了努力。我这里要问，您为家
乡的经济建设也作过贡献么？

答：你问到了点子上。我在广
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发现宁
海是全国文具之乡，文具是县里的
支柱性产业。可是，存在式样单
一、陈旧过时、创新设计能力差的
问题。我想，这可是我们可以发挥
作用的地方。

问：这是爱乡热情给予您的灵
感吧？

答：是的。我们可以搞一个全
国文具设计大奖赛，以此推动整个

文具产业的创新能力发展。当灵
感的火花来袭时，我整个人都被一
种喜悦笼罩。因为，我找到了一条
为家乡经济服务的好路子，比作画
时得到的创作灵感更令人兴奋。

后记：在之后的补充采访时，
宁海县文联主席刘尚才向笔者介
绍了历届大赛情况。这个赛后来
的名称为：“潘天寿设计艺术奖”全
国文具设计大赛。刘尚才说，“这
个大赛是潘公凯先生鼎力支持的
结果。‘潘天寿设计艺术奖’是为推
动设计艺术的发展而架设的一道
连接产、学、研的桥梁，这是潘院长
当年的构想，现在已经实现了。”

笔者从资料里看到，首届的大
赛，打了两个响当当招牌，即如征
集作品告示中所说：一是潘天寿为
命名，二为“活动期间有中央美院
院长潘公凯先生携中央美院有关
专家、教授组成评委对参赛作品进
行评、颁奖及举办点评讲习班。”从
第二届开始，主办单位直接为：中
央美术学院城市设计学院。

全国文具设计界的热情被激
起。据统计，四届大赛，共有 22 省
市的 500 多所高等院校及设计机构
相关企业参与了活动，参赛作品达
1万多件，400多件获奖作品，有100
多件作品被文具生产企业买走或
有参考和关联。

原来宁海的文具一副老面孔，
现在的文具式样五花八门、多姿多
彩，大大提高了宁海文具在市场的
吸引力和竞争力；原来的生产企业
只有得力集团有专门的研究机构
和设计人员，现在家家企业都有了
相应的配置。清华科教一家企业
一次就引进了创意设计大学生五
六位。四届大赛间，全县文具企业
引进了 500 多位相关人才。二是丰
富了宁海县作为全国文具之乡的
品牌内涵。三是开辟了一条企业
与大专院校的联络通道。

采访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建云时，王部长深有感触地说，“潘
公凯院长不仅激活了宁海文化建
设的积极性，也激活了宁海经济的
创新能力。”

下篇 弥散与生成
弥散与生成，取自于潘公凯最

近在北京和杭州的两次展览名。
问：弥散与生成，我看是哲学

命题，是量变向质变转变的过程，
是 矛 盾 的 一 般 性 与 特 殊 性 的 展
现。我更一步理解是在全球化鱼
龙混杂的背景下，作为一个艺术
家，不能迷失自我，更要创造新的
自我。您是这样考虑的么？

答：“弥散”是流通网络发达的
结果，是全球化不可避免亦无需避
免的积极现象。但“弥散”是信息
能量从高阶位向低阶位的流动，是

“熵”的增值。在“弥散”的大趋势
中，寻找新的生长点，不断地寻求
与建构某种“负熵”的涌流，是必要
的平衡与补充，希望有新的艺术系
统不断生成，仍然是有利于全球艺
术生态的。

问：您与您父亲在艺术之路
上，是同宗继承，还是另起炉灶？

答：你不是搞美术专业的，可
是，你提了专业性很强的问题。我遵
循的是父亲生前极力捍卫的传统，并
努力将这个传统往前推进了一步，让
传统文人画能够适应当代人的视觉
审美和环境空间欣赏要求。

问：“父子院长”，有人这样称
呼您父亲和您。可我记得，由于你
们的时代不同，潘天寿先生面对民
族艺术遭受巨大冲击下，提出“中西
绘画要拉开距离”的学说，“（中西绘
画流系）可以互取所长，但又要泾渭

分明，不可漫无原则”。而您任职
时，面对是如何处理全球一体化和
区域文化的关系这个大问题。不同
的时代，不同的使命，是么？

答：是的。不仅是艺术上的，
还有教学管理上的。

后记：潘公凯从 1996 年起担任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 年，从国
美调入中央美院担任院长。他说：

“央美和国美由于建校历史不同，
拥 有 两 种 不 同 的 风 格 和 学 术 氛
围。所以要根据学校原有的规律
和传统，从不同基础、不同结构出
发，因地制宜的进行改革。”

2009 年，中央美院的设计学院
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 30 所世界
一流的设计学院之一，中国大陆入
选的仅中央美院设计学院一家。
他说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大家
努力的结果。

在国美任职时，学校面临各种
问题：资金短缺、设施陈旧、生源
少，师资匮乏。而在央美任职时，
困难更多。潘公凯说，“什么都要
做，很多地方都要改进。”不管有多
累他每件事坚持亲力亲为。回顾
在两个中国最重要的美院分别担
任院长的岁月，潘公凯说：“院长是
我最累的工作。没有双休日，没有
寒暑假，每天都很晚离开办公室，
几乎95%的时间都是用在学校工作
上。”但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他
始终保持着工作激情。

除了当院长，潘公凯还是为中
国近现代美术“正名”的美术史家。

作为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当
仁不让一直致力于对父亲潘天寿
的艺术研究。1983 年完成《潘天寿
评传》的撰写，1995 年完成《潘天寿
绘画技法简析》，从笔墨、构图、境
界三个方面研读潘天寿艺术的心
得与札记。1996 年组织编定的《潘
天寿书画集》上下两编，该集是潘
天寿作品鉴定的权威依据和潘天
寿研究的基准文献。关于潘天寿
艺术思想的整理，先后编撰了《潘
天 寿 美 术 文 集》和《潘 天 寿 谈 艺
录》。后者用语录的形式摘编画
论，单刀直入，重点突出，是学界研
究 潘 天 寿 思 想 理 论 最 基 础 的 材
料。潘公凯在《自述》中谈到，在做
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无
论潘天寿研究还是画展，不仅是家
族的事情，它更是百年中国画事业
中的一部分。他也想逐渐从潘天
寿研究扩展到中国画教学研究，并
渐渐地开始以宏观的角度思考中
国现代艺术的发展问题。

潘公凯还是国家形象的设计
者。上海世博会中国馆室内展陈
设计、2008 年北京奥运会视觉设计
项目、中国南极科考站设计、国美、
央美的一些著名建筑，等等，都是
他带领团队或亲自完成的。

潘公凯曾经在《自述》中写道：
“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一个实
验。”这是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看
多了人性的“恶”之后，更想保持无
私向善的人格，一种高尚的个人精
神修养。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工
作处事，他说：“我始终把自己的作
品和其他的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
命的痕迹。”

这与潘天寿先生关于人品艺
品画品的观点相吻合。直到这里，
我看到从冠庄流出的两条河，在这
里找到了汇合点。不，他们就是一
条河，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后浪推
前浪，直到波澜壮阔。

（作者潘家萍，笔名浦子，出生
于宁海冠庄，中国作协会员，创作
以冠庄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王庄三
部曲》，其中的《龙窑》入围第八届
茅盾文学奖）

宁海县冠庄孕育了中国现当代美术史上的一对父子画家：潘天寿与潘公凯——

一条从冠庄流出的河 影像志影像志

潘天寿摄于1965年。潘天寿摄于1965年。

潘公凯，1947 年 1 月 24 日
出生于浙江宁海，国画大师潘
天寿先生的次子。著名艺术
家、美术理论家、美术教育家，
连续在中国两所最重要的美术
学院（中国美院、中央美院）担
任院长，主持并领导了两所学
院的跨越式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潘公凯提出的中、西
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双向
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
界颇有影响。其装置作品《融》
曾参加第五十四届威尼斯双年
展；其水墨作品尺幅巨大、气势
磅礴、格调高雅、意境深远，既
保有了传统文人画笔墨书写的
精妙趣味，又与现代建筑展示
空间形成绝佳的融合互动，具
有独特的现代审美情趣和艺术
张力，堪称中国传统大写意水
墨艺术现代化转型的代表与典
范。曾在纽约、旧金山、西雅
图、圣地亚哥、密歇根、巴黎、威
尼斯、布拉格、东京、香港、澳
门、台北、北京、上海、广州、成
都等世界各地最重要的美术馆
举办个人展览，广获好评，作品
被各大博物馆、艺术机构、私人
藏家大量收藏。著有《中国绘
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
绘画技法简析》、《潘天寿评
传》、《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等，
主编《现代设计大系》、《潘天寿
书画集》、《中国美术 60 年》、

《潘天寿全集》等大型画册丛
书，在人文社科界影响巨大。
曾任第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中央
美术学院院长。现任国际艺术
学院院长网络（IAPN）联席主
席，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中国文联委员，中央文史馆馆
员、中央文史馆书画院副院长，
文化部高级职称评审专家，中
国国家画院顾问、研究员，欧美
同学会海归美协主席，教育部
全国艺术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
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评审委员，教育部
科技委能源与土木建筑水利学
部委员，中国城市发展研究院
专家委员，国家级有突出贡献
的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潘公凯摄于2013年。

潘公凯和他的作品。潘公凯和他的作品。

金文“敦厚”（136×136cm） 2006 潘公凯

初堕（180×617cm） 2005 潘公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