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学人
!

方闻教授对中国艺术史学界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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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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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青
年 ! 离开了他的出生地上海 !

远赴当时全世界最富强的美
国 ! 面对他不可预测的将来 "

令人惊讶的是 !就在那之后的
半个世纪之中 !他凭借着过人
的才智 #不懈的奋斗和对推展
中国艺术研究的强烈使命感 !

在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美国 !

与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菁英互
相竞争 !终于在艺术史学界与
博物馆界脱颖而出 !打开一个
新局面 !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
研究 ! 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提
升了它们在学术界的地位和
在西方的能见度" 他就是方闻
教授"

方先生最先在美国学术
重镇普林斯顿大学就学与任
职 ! 期间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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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茁壮 !培育人才 '

本身成为西方学界研究中国
艺术史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 (

而且 !枝叶繁茂 !他的学生毕
业后也纷纷在世界各地的学
界和博物馆界推展亚洲艺术
的研究 " 后来 !他又受邀在代
表全世界艺术橱窗的纽约大
都会博物馆中 !担任亚洲艺术
部的特别顾问 ! 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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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疆拓土 !使
它成为馆中最大的部门之一 !

同时大量收藏 #研究和展示亚
洲艺术品 !助使西方人士了解
亚洲艺术的优美和价值" 方先
生的聪明才智 #心胸气魄与胆
识毅力都非常人可及" 他的奋
斗与成就也像传奇一般令人
惊叹) 但由于方先生的论著多
以英文发表 !而且 !他在学术
界与博物馆界的活动也多以
美国为主 !因此 !西方学界对
他比较熟悉 (但 !相对的 !中文
读者对他的学说与贡献便不
尽清楚 " 到目前为止 !他的著
作曾译作中文的只有一小部
分 !包括 *心印%%%中国书画
结构与分析研究 +*超越再现 +

*夏山图 + 和 *中国艺术史九
讲+等" 在后二者之中!北京清
华大学谈晟广教授特别为文 !

简介了方先生的学说 !有助于
读者对他的了解"

虽然方先生已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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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别从 普 大 和 大
都会博物馆退休 ! 最近也较
少参与学界活动 !然而 !他半

世纪以来在异国 ! 对中国和
亚洲艺术的研究与推展所作
的贡献之大 ! 几乎无人能出
其右 " 其功厥伟 !不容忽视 "

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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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夏天 !离开台北
故宫博物院 ! 到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从方先生学 ( 毕业前
后 !又随方先生工作数年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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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天返回台大教书为
止 ! 总计在普大亲聆教诲的
时日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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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半 " 为时虽
久 !愧未能窥其学养之堂奥 "

以下 ! 个人谨据那些年间在
普大的见闻 ! 略述方先生的
学术背景和见解 ! 以及他在
海外为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研
究与推展 ! 所作的努力与贡
献之事例 " 如此以管窥天 !难
免不全 !惟望藉此 !与年轻同
道分享所知 ! 并向方先生表
达个人的感谢和敬意 "

从上海到普林斯顿

大学

方先生 $浙江仙居人 &出
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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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上海 ! 天资颖
异 !从小便对中国书画具有强
烈的感受 " 他在童年时期 !便

从清末著名书家李瑞清 $清道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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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侄李健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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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书 #画 #古
文 !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
份深厚的感情 !特别是书画方
面 " 方先生年仅

%(

岁左右便
曾举行个人书展 !轰动了当时
的上海书坛而被誉为神童" 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方先生
曾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 (

曾从王蘧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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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国古文" 就读一年后 !方
先生因发现理科与他的志趣
不合而离开 ! 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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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远
赴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普林
斯顿大学研读 !主修西洋史和
艺术史"

当时普大的西洋艺术史研
究方法主要师承德国艺术史大
师沃弗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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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格分析理论(

重 要 的 教 授 为 潘 诺 夫 斯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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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依规定修完了系中
所有艺术史的课程之后! 便从
大学部毕业! 直接进入博士班
研读( 在学期间曾特别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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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授学习西方
艺术史 ! 此外也从罗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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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中国艺术史"在此!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 当时美国对中国
艺术品的收藏与研究的情况日
趋热络" 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之后! 美国博物馆界和学术
界逐渐对中国艺术史的收藏和
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因此
一些重要博物馆便陆续收集了
许多中国艺术品" 其中比较有
名的!比如 '波士顿美术馆 #华
盛顿特区的弗利尔美术馆 #芝
加哥美术馆 # 菲尔德博物馆 #

克利夫兰美术馆 #堪萨斯城的
纳尔逊美术馆 #旧金山的亚洲
美术馆 #哈佛大学的佛格美术
馆 #费城的宾州大学美术馆和
普大的大学美术馆等等 " 同
时 !在许多大学中也产生了一
些比较著名的教授和具体的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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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原来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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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意大利绘画 !后来渐对
中国山水画产生浓厚的兴趣 !

自己也收藏许多石刻拓本和
画作 $后来赠予普大美术馆 &"

方先生是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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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所
收学生当中最年轻的一位" 方
先生在中国书画方面独特的
能力!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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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重
视 !不但常与他谈论中国书画
的问题 !而且在购买中国画时

也常会询问他的意见" 这些因
素促使方先生重拾他对中国
艺术的兴趣 !因此日后转而专
注于中国书画的研究" 方先生
才能出众而且十分勤学 !因此
教授们对他印象极为深刻" 据
当年曾经教过方先生 ,美学 -

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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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笔者 !方先
生当学生时十分用功 !当周末
其他同学都在玩乐时 !他却利
用时间勤练中国书法 !偶尔也
作简笔风格的树石画" 方先生
的这些特质获得了他同届同
学 艾 礼 德 先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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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信任 !

两人后来成为终生的好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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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和他的母
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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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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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是富而好礼 # 修养很好的人 !

且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文物
的收藏具有浓厚的兴趣" 长期
以来母子二人都以 ,无名氏 -

的身份支持普大的东亚研究
和艺术史研究 !同时也都是普
大美术馆的赞助者和捐赠者 "

在方先生的协助下 !他们收藏
了许多珍贵的中国书画作品 (

其中不乏稀世之作 ! 特别是
8660=DD

先生所收的书法作品 !

不论在质与量上都可称是欧
美地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收
藏" 他们过世之后也将大部分
的收藏捐给普大美术馆" 他们
对普大的东亚艺术与文化研
究的贡献巨大 !功不可没 " 以
下我们回头来谈方先生的艺
术史研究"

博士生的名著 !"溪

山无尽 #与 "罗汉和

天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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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方先生从普大大
学部毕业后 !直攻艺术史博士
课程" 他在修课#研究之外!也
担 任 大 学 部 的 课 程 助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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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又曾到克利
夫兰和弗利尔美术馆研究 !并
开始出版重要的学术论著" 当
时他虽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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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 !但已是中

!下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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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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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生一定相信!玉不琢"不成器#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这些说法%所以他训练学生的方法是要
他们自励自强"主动去发现问题"面对问题"&全力以赴$"&使命必达$' 他的这种方法逼使学生面对严
苛的挑战"在绝境中设法突破自我的限制"借以激发他们的潜能"促使他们独立去解决困难后"对自己
产生更大的信心' 我相信每一个从他学习过的学生"都有过这类难忘而令人感激的经验与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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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方闻
&

岁时书写照片#附记$%民国

廿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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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双亲赴吉隆坡坤成女校

访姨母&适逢该校十周年纪念&奉姨命对

客挥毫&有五龄童之称# ' 方闻夫妇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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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术年鉴)%方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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