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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爆发后，丁井文毅然投
笔从戎，组织抗日游击队并担任指导
员，后加入新四军。1939年4月，丁井
文携妻子一行七人奔赴革命圣地延
安，后被分派到陕北公学、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1940年3月18日，丁井
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丁井文进
入延安鲁艺美术系学画，他发挥绘画
特长，积极投身宣传画创作。当时，他
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就是用拉
洋片的方式绘制了《如何养娃娃》宣传
画，深受群众的欢迎，特别是受到周恩
来的赞赏。他曾为中共七大会场画朱
德、毛主席等领导的画像，还创作了连
环画《张思德》等，受到上级的关注和
好评。不久，丁井文被调到中央警卫
团政治处工作。1947年3月18日，丁
井文随中央转战陕北，同年夏天受命

奔赴西柏坡，与先期到达的中央工委
会合，为中央入驻西柏坡做准备工
作。1948年，丁井文任中央警备团内
卫连指导员，直接负责毛主席等领导
的贴身保卫工作。

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由衷喜爱美
术的丁井文决定重返美术界，为开拓
人民美术事业服务。后经组织安排，
他和艾青等人一道作为军代表，负责
接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北平艺专。
1950年，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丁井文
先后出任该院办公室主任、图书馆馆
长和国画系主任、人事科长等职，后又
奉命创办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并长期
担任校长。他精诚团结老一代画家、
教授，广育桃李，培养了许多美术人
才，被誉为“画坛伯乐”和中央美术学
院的“艺坛元勋”。

自1953年创建中央美术学院附
中并任校长至1983年离休，丁井文将
大部分精力和心血倾注到教育行政工
作中。尤其是创建中央美术学院附
中，从建校初期的基建到招生工作，从
学生的学习到食宿，甚至夜间检查宿
舍为学生盖被子，他是一位名副其实
的护花园丁。随着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的教学水平逐步提高，他一方面积极
为大学和美术界推荐艺术拔尖人才，
另一方面邀请著名美术家王式廓、何
海霞、蒋兆和、艾中信、吴作人、叶浅
予、傅抱石等人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
授课，还带领学生走访大师齐白石、陈
半丁等，并为刚刚调来北京的青年画
家黄胄在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安排了绘
画工作室。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越办越
好，丁井文喜在心头，邀请陈毅、郭沫
若等领导人视察学校，还邀请“中国的
保尔”吴运铎为学生作报告，培养他们
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丁井文和
全体同仁的共同不懈努力下，中央美
术学院附中培养出王学仲、周思聪、韩
书立、韩美林、金鸿钧、张仁芝、李中
贵、王仲等著名艺术家。

国家困难时期，为了保障中央美
术学院附中在校师生的生活，丁井文
经常带头捐献粮票，并坚持在校和同
学们吃一样的伙食。后来，丁井文经
过协调，为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
争取到每天早餐一个鸡蛋、一杯牛奶

的“特权”。至今，有不少毕业于中央
美术学院附中的艺术家提起丁井文，
还脱口直呼他为“老爸爸”。丁井文过
八十大寿时，当年的学生崔如琢出面
在北京饭店预先订好宴席，又和同学
们一起到家里把丁井文夫妇接到宴会
上。看着满园桃梨芬芳，丁井文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

1977年，组织上想安排丁井文到
南方某省担任重要职务，他谢绝了组织
上的的好意，说自己愿意留在美术界，
为中国美术事业的繁荣服务。后来，文
化部（现为文化和旅游部）成立了中国
画创作组，丁井文受命担任常务副组
长。他对有作为的艺术家逐一注册，将
李可染、李苦禅、刘海粟、程十发、朱屺
瞻、董寿平、黄胄、石鲁、何海霞等一大
批画坛巨擘调入京城，很快组建起新时
期的创作队伍。一批划时代的国宝级
艺术珍品问世，装点在人民大会堂、毛
主席纪念堂、天安门城楼、中南海、联合
国总部和各大宾馆饭店。

在把画坛巨擘调入中国画创作组
的同时，丁井文还把史国良、郭怡骔、
古干等年轻人吸收进创作组，请老画
家传帮带。中国画创作组的工作正常
开展后，丁井文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
附中继续担任校长，并兼任中央美术
学院国画系主任。丁井文对中国美术
事业的贡献有目共睹，先后当选为中
国美协第三届、第四届理事，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

1984年3月5日，丁井文光荣离
休。他一生严于律己，退休后不向学
校和组织提任何额外的要求，直到80
岁还自己骑着自行车参加活动。丁井
文的儿子退伍后想转业到中央美术学
院附中工作，他没有同意；女儿在空军
司令部医务室工作，转业时让他托领

导帮忙，他也没有答应。晚年，丁井文
勤于创作，擅画花鸟、梅兰竹菊和麻雀
图。著名画家黄永玉说：“井文先生除
了画得一手好水墨外，画麻雀也特别
精彩，换了别人，早就自吹是‘麻雀丁’
或中国画麻雀第一人了。”

晚年的丁井文有一个心愿——建
一所希望学校。他常告诉家乡人：“国
家对少数民族的政策非常优惠，我们
应该提高素质，当民族团结和经济繁
荣的表率。”他看到老家没有一所像样
的学校时，就捐助24万元扩建了一所
民族学校，当地政府将这所小学命名
为井文小学。

丁井文多年来一直资助湖南省凤
凰县10个土家族失学儿童完成九年
义务教育。1998年抗洪救灾中，他将
4幅价值上万元的个人收藏和一些作
品无偿捐给国家。

2001年9月7日，北京市民族文
化交流中心主办了民族艺术家、教育
家丁井文艺术生涯座谈会。时任北京
市民委副主任的赵书总结了丁井文默
默奉献的一生。他说：“丁井文干了一
辈子革命，只当了一名中学校长；教了
一辈子书，却没有教授头衔；画了一辈
子画，却没有办过一次个人画展。”

2002 年，女作家朱晴为丁井文
撰写的通俗传记文学作品《画坛伯
乐——丁井文》出版，黄永玉为此书
作序，黄苗子题写书名。2013年，河
南作家黄旭东撰写出版了《劳丁大
传》。

这一切，都成了对丁井文永久的
纪念。

图① 丁井文生前照。
（张海生供图）

图②③④⑤ 丁井文美术作品。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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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5 月 4 日 17
时 30 分，我国著名美术教育
家、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原校
长丁井文走完了他光荣的一
生，在北京大学附属第二医
院逝世，享年89岁。

丁井文，字劳丁，1914年
出生于博爱县磨头镇闪拐村
一个回族世家，祖父和父亲
都是颇有名望的阿訇。1918
年，4岁的丁井文被父母送到
信阳的祖父那里，在清真寺
旁听经堂教育。当时，他的
祖父在信阳府占坊当阿訇，
兼经营杂货生意。1926 年，
丁井文回到老家，先后考入
沁阳县初中、沁阳县立师范，
后来到开封求学，1933 年毕
业于河南艺术师范学校，先
后在中牟、郏县和信阳等地
当美术教员。

“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