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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张荣起

当代世界著名物
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
得者丁肇中先生，祖籍
山东日照市。可许多人
并不知道，他的生母王
隽英却是烟台海阳市
盘石店镇盘石店村人，
而且幼、少年在烟台市
区度过，是所就读的小
学、中学的高材生。

1995年，我在编纂
《人名大观》一书时，偶
然从杂志上读到王隽
英的名字来自她父亲
所作《箴女诗》中“隽笔
绘宏图，英才步锦程”
开头的两个字，又名崆
峒筱侠，则是源于在烟
台读书的经历，觉得很
有传奇性，便列为一个
词条。但按照本书体
例，每一个词条要涵盖
名主的简历与生卒年
月，正需作深入征集
时，得知海阳市设有王
隽英家教纪念室，便抱
着投石问路之念，给海
阳市档案局曲延纯局
长去了一封信，不想曲
局长十分热情，相继来
信提供有关资料和征
集线索，使我对这位伟大的女
性有了较系统的了解。

王隽英，生于1908年，自
幼聪慧过人，笃志于学，随执
教于烟台会文书院(美国传教
士郭显德创建，即今烟台二中
前身)的父亲王以成就读小学
部，毕业后又升真光女中就
读。其间，她不仅学习出众，而
且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时
受北京“五四”运动及学校进步
思潮的影响，她萌动着做秋瑾
式的女侠、为祖国为民族争光
的抱负，经常徜徉于面对崆峒
山的黄海之滨，因此自号“崆峒
筱侠”，还在同学中组织了崆峒
学社，带头撰写诗文。从她的

《言志》一诗中，足见这种壮志
豪情，诗曰：阔步朝登烟台顶，
犹见烽火焰正红。祖逖壮志更
激烈，挥戈驱虏庆升平。

后来她父亲参加诸城战
斗不幸牺牲，她被日照革命党
人丁维汾收为义女，并资助她
就读于燕京大学，以优异的成
绩读完研究生，苦学之余，她
编写了《伟伟华夏》三辑(《物

华天宝》、《人杰地灵》、
《励精图治》)，由中华书
局出版。

“九·一八”事变后，
王隽英积极参加抗日宣
传、募捐及抵制日货活
动，还把母亲赠给的金
戒指和自己节省的银元
10枚，一同献给东北抗日
义勇军，同时还到工厂、
学校、军营、街道演说。
她撰写的《告妇女同胞
书》说：“举木兰之剑，秉
文姬之笔，效庆龄之爱
心……”文辞激扬，号召
妇女允文允武，争当巾
帼英雄！燕京大学毕业
后，在义父的帮助下，她
公费留学美国，就读于
密西根大学获硕士学
位，归国后与志同道合
的丁观海结为伉俪，生
丁肇中。

她历任四川教育学
院教授、国立社会教育
学院教授、沙滋区女青
年联谊会理事长、山东
旅京妇女教育促进会理
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
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候补委员等
职。曾获“品学兼优，政
教并茂”之誉。

抗日战争时期，王隽英曾
上书国民党中央，敦促精诚团
结，抗日兴华；日本投降后，王
隽英眼见内战风云又起，心忧
国难，经常吟诗抒怀。1949年，
王隽英全家远游台湾，与丈夫
丁观海均任大学教授，儿子进
中学学习。其友周绍贤回忆
道：“观海、隽英我之贤师良
友，二君念及故乡，泪痕沾巾；
谈到国事，灼见在胸。殷切盼
望早日实现国父中山先生的
夙愿：‘振兴中华’。”王隽英的

《思乡》诗，悉见此心：盘石稳
若磐，梦寐思故园。隔海望招
虎，泣泪涌如泉。

1956 年，她送儿子到美
国自己的母校密西根大学深
造，随后夫妇也侨居美国，悉
心培育儿子成才。1960 年 12

月 3 日，她在儿子拿下硕士学
位后病逝，临终前叮嘱儿子：
爱科学、爱祖国、双爱双荣。

1994与2005年，丁肇中先
生两次回访母亲的故乡，深切
地说：“一生成就与母亲教育
密不可分。”

□鲍家虎

在一次美展开幕式后的酒会
上，我与女画家任海宁邻座，我对
她说：“我收藏有您父亲任迁乔的
遗作，如果您想要，我可赠给您。”
她说父亲留下的作品很少，很乐意
接受，高兴得频频与我碰杯。

可是，我回到家后，前不久见
到的任老作品不知放到何处，于是
翻箱倒柜了好几天，总算找到了，
另外还翻出了任老先生任省美协
常务副主席时的两张泛黄的工作
照一并交给任海宁。这时，我的心
才宽慰了一些。

据海宁告诉我，她父亲任迁乔
1919 年出生于山东省莱州市一个
贫农家庭里。祖父是一个民间画
匠，她父亲童年受祖父熏陶，从小
就爱上了绘画。1937 年日寇铁蹄
踏入胶东半岛，任迁乔毅然参加了
八路军，在山东纵队二旅当战士，
入了党，后来升为排长。在行军打
仗的空隙，他坚持搞美术宣传，办
墙报、写标语、画宣传画。后来，领
导发现了他的艺术才能，就分配他
到山东文协从事美术工作。1943

年，任迁乔到《滨海农村》报社任美
术编辑。在此期间，他积极响应毛
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精神，受滨海区党委派遣参加
了莒南县“减租、减息工作团”，任
迁乔住在佃农家里，访贫问苦，搜
集素材。他抓住出鹰殡这个典型事
例，编绘了《翻身》连环画，塑造了
恶贯满盈庄阎王的艺术形象。画中
描绘了佃户魏老汉为保护自家的
鸡，举锨打死了地主老财放养的猎
鹰，惹下了横祸。庄阎王逼老汉卖
地买棺材，全家披麻戴孝为鹰出
殡，这是故事主线，作品还淋漓尽
致地揭露了庄阎王催租、逼债、霸
占民女、残害佃户的种种罪行。

《翻身》连环画像歌剧《白毛
女》一样，发挥了文艺教育人民，揭
露打击敌人的作用，在全国广为流

传。曾三次再版，荣获山东文艺奖，
在中国美术史上写下光辉的篇章。

以后几年里，任迁乔又陆续画
出了如《一斤棉花发家》、《人间地
狱》、《连长何万祥》、《变工》、《日
出》、《天晴》、《反攻》等许多生动感
人的连环画册。解放战争时期，任
迁乔在《大众日报》农村版工作，
1946 年在临沂编《山东画报》，济南
解放后，任迁乔在华东新华书店编
辑部任美术科长。此间，他到中央
美院深造，画艺大增。回到济南后，
当选山东美协副主席，并出席了全
国第一次文代会。后又任省美术工
作室主任和文联艺术部部长，从事
美术创作、年画改革的组织和领导
工作。他的年画《提高文化》曾参加
在德国举办的《中国艺术展》，并在
苏联《星火画报》发表。

上世纪五十年代，任迁乔赴
印度尼西亚访问并担任国际博览
会中国馆的艺术总监，成为宣传
新中国文化建设、增进中外艺术
交流的先行者。1957 年反右扩大
化，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长期下
放基层，或在农村劳动，他忍辱负
重，默默承受这一切。

1977 年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35 周
年，省里举办“ 1942 年以来山东省
美术展览”，广泛征集作品，此时在
临沂的任迁乔兴致勃勃地为他的

《翻身》连环画复制了其中一节《平
鹰坟》十多张，因为当时他还没有
彻底“平反”，留有“辫子”，作品最
终没能展出。我保存的三幅画就是
其中的散页。原作品距今已有七八
十年，这些复制品距今也四十多年
了，堪称革命文物，弥足珍贵。

1979 年年底他获彻底平反，调
回省文联，1980 年省文代会的美协
选举中，他全票当选为省美协驻会
常务副主席。我保存的两张照片是
1980 年 3 月 12 日在省美协的批准
和领导下山东省剪纸学会成立时，
任老与到会的领导、嘉宾及邀请讲

学的专家合影与讲话的照片。其合
影者自右至左为叶又新、张鹤云、
于希宁、任迁乔、腾凤谦、王企华、
吕学勤、鲍家虎，当时腾凤谦是中
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被邀请来做
中国民间剪纸的学术报告，于希宁
是省美协主席，叶又新是省剪纸学
会会长，笔者是省剪纸学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

岁月无情，我的这几位师长们
都先后驾鹤西去，其中任老一生最
为坎坷，他离开我们已有 13 年了，
笔者也由青年变为古稀老人，面对
熟悉可亲的面影不免唏嘘不已，产
生无尽的思念……

八路画家任迁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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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丁肇中与母亲、弟弟、妹妹合影。(资料照片）

任迁乔连环画《翻身》

合影者自右至左为叶又新、张鹤云、于希宁、任迁乔、腾凤谦、王企华、吕学勤、鲍家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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