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烟台籍著名书法艺术家柳志光辞世

耄耄耋耋老老人人含含笑笑走走完完精精彩彩一一生生
本报5月5日讯 (记者 刘

高) 5月4日下午，前山东省书
协副主席、烟台书协首任主席、
著名书法艺术家柳志光因病去
世，享年88岁。

柳志光先生是烟台书法界
的“奠基人”，生前曾多次为本
报题词，与本报结下不解之缘。
5日中午，记者带着花篮、怀着
深深的哀思来到柳老生前的居
所吊唁。

柳老的灵堂布置在客厅
内，坐北朝南，黑色的布幔下照
片中的柳老笑容可掬，给人一
种慈祥、宁静之感。遗像两边，
分别是烟台书协主席宁兰智题
写的一幅挽联和一幅画。桌子
的四周，还整齐地摆放着许多
吊唁者带来的花篮。黑色的布
幔、黄色的菊花、白色的百合，
将灵堂衬托地肃穆而淡雅。

据柳志光友人谭鸿斌介
绍，柳老虽然已是耄耋之年，
但身体一直很好，心跳、血压
各项体检指标也均达标。但在
2013年11月初，柳老因肺部感
染住进烟台市中医院，后因病
情恶化，于当月月底转至毓璜
顶ICU病房。

病重期间，柳志光意识非
常清醒，虽然不能说话，但仍
可借助助听器和纸笔与人交
流。“他跟妻子魏筀筠之前交

流的纸条，充满了深情，让人
读来非常感动。”谭鸿斌说，
他还记得其中有一句是“你好
吗？”“你活着我才能好啊。”

在住院的这几个月里，柳
老通过纸笔交流，写下了他对
家人和朋友的关怀、寄托，以

及对他丰富多彩的一生的感
悟。

但近段时间以来，柳志光
病情几次反复后逐渐恶化。5

月4日下午4点左右，柳志光老
先生因心肺衰竭辞世。妻子魏
筀筠女士对记者说，老人走得

非常安详，他对自己的一生很
满意，在最后时刻，“他是微
笑着，非常祥和平静地合上双
眼的。”

据悉，柳志光老先生的追
悼会将于6日上午9：00在芝罘
区殡仪馆举行。

细细数数柳柳老老与与本本报报的的缘缘分分
烟台书法界泰斗级人物

柳志光，多年来和本报结下不
解之缘。

2 0 1 0年老人节来临之
际，本报拜访了柳志光先生
和夫人魏筀筠。二人在丧偶
后相遇，一个写字、一个作
画，从相知到相伴，琴瑟和鸣
的动人爱情故事打动了许许
多多的烟台读者。

2013年6月，烟台姑娘王
亚平“一飞冲天”，本报推出
三天的特刊《乡见》《乡送》

《 乡 望 》，其 中 特 刊 封 面 的
“乡”字即为柳老所写。为了
这个封面的乡字，去年87岁
高龄的柳老反反复复写了大
小不一的几个乡字。最终，这
个“乡”伴随着一份份齐鲁晚

报《今日烟台》，出现在烟台
的大街小巷，寄托出烟台对

“女儿”王亚平和中国航天事
业的祝福。

2 0 1 3年1 0月，是本报记
者最后一次拜访柳志光先
生。此时的柳老因为肺部感
染，身体已经十分虚弱。此时
正值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六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感觉
到下午状态能好一些，柳老
在午休后运气提笔写下“大
众心声”四个大字。随后，这
幅字亮相本报六周年书画笔
会，耄耋老人提笔写字的一
幕，感染了烟台书画界的众
人。

柳老为本报题写的两
幅字，将被我们永久珍藏。

袁大仪忆柳志光>>

挚友让人终身难忘

5日上午，著名画家袁大
仪先生在画室聊起老友柳志
光时，脱口而出的便是：“终身
难忘！”

上世纪70年代初，袁大仪
在招远县文化馆工作。此时的
柳志光是分管文化的招远县
委副书记。回忆起第一次见面
的情形，袁大仪说，那是县文
化馆组织的一场文艺晚会，自
己被领导派去守门、查票。

“当天领导告诉我，说县
里一位领导要带着七八位记
者来采访，由于时间来不及，
就没给票，让我到时候放行，
可也没有告诉我到底是谁。”
袁大仪说，那天晚上，柳老带
着记者来了，自己本来放行
了，可谁知一些市民抢着机会
也挤进去了。

袁大仪赶紧挡住，冲着柳

志光喊到：你们到底有多少
人？还有几个没进？

第二天，宣传部长就找到
袁大仪。“我这才知道昨天

‘叱’了一通的柳老的身份。”
让袁大仪没想到的是，柳老竟
然还表扬自己工作认真。

当年临近春节时，柳志
光突然打电话找袁大仪，要
袁大仪春节到他家去一趟。

“我今天请你来喝个酒，我
爱好写字，也喜欢画，咱俩
今天谈谈艺术。”进了柳老
家，柳志光的这番话，袁大
仪一直记在心中。之后，每
年大年三十那天的中午，袁
大仪都要去柳志光家一起
聚聚。

“这个经历，让我终身难
忘。”袁大仪说。

本报记者 陈莹

宁兰智忆柳志光>>

柳老是烟台现代书法事业奠基人

“1985年12月18日，柳老
一手组建了烟台市书法家协
会。”如今已是烟台市书法家
协会主席的宁兰智，回忆起
柳志光先生时，充满了敬佩
之情。

宁兰智说，在当年，烟台
的书法在全省是属于中等偏
下的水平，“烟台市书法家协
会成立以后，柳老不仅将书
法爱好者都聚起来，还提出
了‘ 请 进 来 ，走 出 去 ’的 战
略。”

“请进来”，就是将国内
知名的书法家请到烟台，给
烟台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们
讲课。

“走出去”则是带着烟台
市书法家协会的会员们到全
国书法先进城市取经、学习，
到全国书法资源丰富的城

市，像西安、洛阳等地去长见
识。

“到了 1 9 9 6年，我们烟
台的书法达到了全省中上
游的水平。”宁兰智说，柳老
将一颗心都投给了烟台市
的书法事业上来。如今的烟
台市书法，在全省乃至全国
的地级市，都已进入先进行
列。

自从得知柳老故去的
消息，宁兰智的心情久久不
能平复，“原本想要写一个
文章来缅怀柳老，现在无法
静 下 心 来 ，我 写 了 一 副 对
联，为柳老送行。”

上联：投身革命宣传理
论育人学富品端典范，下联：
创建书协培训交流创作艺高
德厚良师。

本报记者 陈莹

□安家正

惊闻柳老驾鹤西去，含泪翻滚
思绪，往事萦绕心头，悲问苍天：你
今年怎么了？专跟烟台文化名人过
不去？四月走了宋肖平，五月又召
走了柳志光，真让文化界雪上加
霜。

我与柳老相识还是在莱阳。
“文革”中的莱阳，小人乘机为非作
歹，丑行让人齿冷，我自然不屑，他
听了，更不屑，对他人的“不公”，他
更微哂：“耽误不了我的练字。”

柳老一生非常低调，一次，烟
台选“十大文化名人”，业内有很多
人为柳老落选鸣不平，但柳老依旧
淡然处之：“那是一个评选，于成就
并无多大关系，我仍然只是琢磨
字，练好字，那些只是‘浮云’，与我
无关。”

柳老，一路走好！

□秋江

(秋江，本名宋修江，字秋江，
号雨庵，1960年生于山东文登，现
为崇贤书院主讲、民盟烟台一多画
院副院长。秋江与柳志光相识二十
余年，多蒙柳老帮助，感情甚笃。)

闻知柳公仙逝，已经很晚，匆
忙携酒至柳府。(柳公善饮，吾需以
酒祭之。)见柳公遗像，依旧蔼然，
依旧灿烂，依旧可掬，便情不自禁，
悲从中来，哀极已泣，以致嚎啕。

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余与柳
公之交，世俗之人不可解之，柳公
德崇位尊，乃北辰泰山之重镇，而
余乃下岗职工，一介寒士，与柳公
之比，乃天壤之差。然先生不以余
为不屑，尝邀至府上，品茗论书，以
至留饭小饮，令余至今耿耿于心。
时拙荆亦遭失业，无奈为生存计，
张罗裱画店一仄。不臆开业之时，
柳公与夫人亲莅小店，以为贺，柳
公赐字数幅，最感人处，乃魏姨将
柳公题跋之所绘丹青，装裱成框，
以示庄严。

今，余每每念此，便感慨涕零，
至于柳公之大德，及传记，余曾有
文，刊于《胶东文学》，不再赘言。

天夺柳公，情何以堪，魂兮回
来，有酒共餐。

后记：柳公位列仙班，余思绪
大乱，随笔写此小文，以致余与柳
公之情也。

1999年，在女儿介绍下，柳志
光与出自丹青世家的青岛籍书画
家魏筀筠结为伉俪。两人的书画珠
联璧合，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一
段烟台书画史上的佳话。

2006年，夫妇二人将珍藏多年
的200多幅名家书画、自己创作的
100幅书画，以及23方名砚捐赠给
老家栖霞，捐赠的作品在牟氏庄园
内设馆展示，回馈家乡父老。

在建党90周年的时候，柳志光
经过半年的精心筹备和创作，出版
发行了多达 6卷的《柳志光书法
集》。

“我们都没想到，柳老在晚年
还能出这么多佳作。”谭鸿斌说道。
柳志光在书法界的卓越贡献，以及
晚年的笔耕不辍，不遗余力地提携
后俊，使他在2000年被中国书法家
协会评为全国“德艺双馨”会员，并
在2002年荣获“山东省从艺五十年
以上老艺术家”称号。

本报记者 刘高

一壶浊酒祭柳公

柳老，一路走好

笔耕不辍

携夫人回馈家乡

图为柳老在70多岁时的一张留影。 柳老友人供图

2013年6月神十飞天，齐鲁
晚报《今日烟台》推出三天特刊

《乡见》《乡送》《乡望》，特刊封
面的“乡”字即为柳老所写。

齐鲁晚报《今日烟台》六周
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书法家柳志
光为本报题字“大众心声”。（资
料片） 本报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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