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前几日去趵突泉，泉畔人声鼎沸、人流如
织的热闹自不必说，万竹园一间厢房里一位
女士临窗写毛笔字的情景倒是吸引住了我。
近前端详，虽然她的作品带有商业色彩，但
与进进出出喧哗着的人群相比，那不疾不
徐、平心静气着墨运笔的神情，却让人感受
到一种不凡的风采和定力。在这个连王安忆
都在呼吁大家要读纸质书的时代，每天能与
书画能与笔墨为伴的人，是不是更少了？

今天B1版的《徐悲鸿曾两至齐鲁之邦》，让
我们更深入了解这位艺术大师与山东的两段

“不了情”：第一次来山东，是1931年，徐悲鸿到
泰山准备创作《浴日图》，却因天公不作美而搁
浅；第二次来山东，是1951年，此时的徐悲鸿已
抱病在身，然而为了体验火热的生活，为了在
画作中表现导沭整沂水利工程上的新愚公精
神，却因突发脑溢血使画作无法面世。难怪在
2008年“徐悲鸿经典作品山东特展”开幕上，徐
悲鸿的遗孀廖静文女士曾表示：“悲鸿与山东
素有渊源，要将悲鸿最好的作品带到山东”，创
作于1931年、七易其稿的《九方皋》，创作于1936

年的《船夫》均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按规定不得
出馆，后经廖静文写下“山东是文化大省，这两
幅作品一定要拿去”的批复后，才使这两幅作
品列入济南展出的名单。同时，这篇文章还展
示了画马大师的另一面，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
徐悲鸿虽然是艺术家，但其更重要的也是一位
教育家，“徐先生很明白中国需要很多很多的
徐悲鸿”。徐悲鸿作为杰出的艺术教育大家，从
国立中央大学、北平艺专再到中央美术学院，
其一生培养了五辈人才，绵延至今。

B2版的《教我“要写出自己”的写家朱燕
慈》是作者写在朱燕慈先生去世40周年之际
的回忆文章。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学
书法叫“写毛笔字”，写出名气来的叫“写
家”，当时济南民间流传着“济南四大写家”
的说法，多指关友声、金棻、朱燕慈、张立朝。
光阴荏苒，时光如梭，作者忆念着先生的音
容笑貌，恍如昨日。先生对其“要写出自己
来”的教导，犹震耳畔，这也正是他的亲身厉
行和经验感知。作者评价说，“先生的字成于
魏碑而脱胎于魏碑（无论楷、行、草），厚重紧
密，方圆并举；方笔张显而不凌躁，圆笔流润
而不肥滞，险绝已历，复归平正，静气庄严”。
只可惜，因其过早去世，书画作品流传不多，
承继其书画者也少，但先生对书法艺术的理
解和传承，却值得今天的人们仔细琢磨和学
习。

刊前絮语

书画人生

欲作泰山《浴日图》，欲为新沂河工程画新愚公

徐悲鸿曾两至齐鲁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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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画马著称的徐悲鸿大师既擅长水墨丹青，亦熟谙油画素描。他一生探索艺术，屐痕海内外，也曾两
度在山东留下踪迹。1931年，徐悲鸿、潘玉良率绘画班学生毕业参观团一行14人到鲁写生参观，在泰山准
备创作《浴日图》却因天公不作美而搁浅；1951年他抱病去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验生活，要创作一
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巨幅油画，却因突发脑溢血使画作无法面世。

天公不作美，登泰山创

作《浴日图》计划搁浅
1931年5月21日，中央大学艺术

科教授徐悲鸿、潘玉良率绘画班学
生毕业参观团一行14人，自南京北
上冀鲁，进行为期一个月左右的写
生参观。5月23日，首站抵天津，次日
至北平，逗留半月，写生作画。6月9

日下午，徐悲鸿一行乘车南下，往泰
山观日，并游曲阜孔陵。

徐悲鸿6月8日在北平接受《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兄弟拟明日(9

日)携带学生乘津浦车赴泰山，登日
观峰观日出，且拟作《浴日图》，同时
赴曲阜，瞻谒孔庙。兄弟最崇奉孔夫
子，将藉此机会，向孔二先生
磕几个头以示虔诚。孔庙柱
石，大可合围，其镌工富于艺
术上色彩，余甚爱之，准备摄
影以留纪念。顺道鲁垣，与教
育厅何厅长一晤，何系在法
国留学时老友，亟欲一临存
也。”这里说到的何厅长，即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
何思源曾就读北京大学，后
到巴黎大学攻读经济学。徐
悲鸿曾为北大“画法研究会”
导师，后入巴黎国立高等美
术学校深造。徐悲鸿赴法后，
与其后到来的刘半农、许德
珩、周炳琳、何思源等北大师
生交往密切，时常聚会，切磋
学问，谈论时局。徐悲鸿与何
思源，虽一个搞艺术，一个学
经济，却志趣相投，成为无话
不说的好朋友。

6月10日，一行人上午9时
抵达济南，游览千佛山、大明
湖、趵突泉等名胜古迹。在济
南车站，徐悲鸿还遇到了中
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
他在6月18日致书中华书局编
辑室主任吴廉铭的信中提
及：“弟北行一月，疲于奔命，
在济站晤新城兄事至奇巧。”
徐悲鸿自选自编的《悲鸿描
集》《悲鸿绘集》都是由中华
书局出版，舒新城是徐悲鸿
终生不渝的挚友，当时正筹划《悲鸿
画集》的编辑出版，两人已就纸张、
版式、价格等问题多次在信函中讨
论，此次邂逅，又作了简单交流。

6月11日，一行人乘车赴泰安，徒
步登上泰山顶峰玉皇顶并住宿。翌
日凌晨起身，欲观日出奇景。不料天
公不作美，云层遮日，创作《浴日图》
的计划自然搁浅，徐悲鸿一行只好
失望下山。他们沿途对各处文物、碑
刻流连细观，尤其在经石峪，徐悲鸿
赤脚站于流水的石坪，对那些《金刚
经》擘窠大书再三观摩，久久舍不得
离去。徐悲鸿不仅是一个天才画家，
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他的
书法早年学赵孟頫，后学北碑势雄
强。他在售卖碑帖拓片处购得经石
峪的《金刚经》拓片，视若宝物。后
来，在徐悲鸿画室中悬挂的“独持偏

见，一意孤行”的对联，就是从这些
金刚经拓片中选字组成的。他对泰
山的印象深刻而难忘。翌年，徐悲鸿
特意画了一幅立轴《泰山一角》，悬
崖刀削，岩石嶙峋，松木斜生，枝干
如虬。画面以小见大，尽显泰山雄奇
之本色。题款曰：“任申之春追忆泰
山一角，写奉叔平老友雅赏。”

离开泰安，徐悲鸿一行又到了
曲阜，参观孔府，礼拜孔庙，游览孔
林，受到衍圣公孔德成的接待，聆听
了孔德成关于儒家思想的诠释。徐
悲鸿是信奉孔子学说的。1939年，他
到印度去，印度人问他，您信什么
教，他说，我信“孔子教”。他曾在《悲
鸿自传》中宣称：“吾主张：尊德性，
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

中庸。”他曾画过多幅以孔子为题材
的画，有一幅叫《孔子讲学》。徐悲鸿
在孔庙大成殿雕龙石柱前摄影留
念，了却一桩心愿，并对孔庙的建筑
物作了写生。上世纪40年代后期，他
依据当年的速写稿，画了一幅布面
油画《曲阜孔庙太和元气坊》，画面
上的石坊肃穆庄严，体现了孔子之
道至高至极的厚重境界。

第二次来山东，欲画当

代新愚公
徐悲鸿第二次来山东，是1951

年，报纸上的一则消息吸引了徐悲
鸿。消息说，中央为了根治鲁南和苏
北的水患，使1500万亩良田免受水
灾，要在苏北开凿长达两百公里的
新沂河，在山东则须令沭河改道，流

入山东南部的沙河入海。这是一个
重大水利工程，参战民工多达几十
万人。当年5月，时任中央美术学院
院长的徐悲鸿将当时的创作放下，
抱病去导沭整沂的水利工程工地体
验生活，要亲眼看看劳动的场面，创
作一幅反映新中国建设面貌的巨幅
油画。

在工地，他致函妻子廖静文：
“吾热爱生活，热爱勤劳智慧的人
民，这里热气腾腾，用龙腾虎跃来形
容，最恰当不过了。请不要担心我的
身体，现在我怀着强烈的创作愿望，
正在构思一幅新的《愚公移山》，并
为此抓紧写生。”徐悲鸿1940年曾在
印度完成一幅构思三年之久的巨幅
画作《愚公移山》，表达中华民族于

危难中坚持斗争，誓夺抗战
胜利的坚强决心，画面大气
磅礴，获得民众广泛赞誉。
此番他再萌雄心，要创作一
幅现代版的《愚公移山》，

“歌颂我们的民族精英”。
置身春寒料峭的沂河

工地，他与农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并利用休息闲暇绘
出20余张劳模画像，包括吕
芳彬、任继东、杨文明、何敬
德、张王晋等，并应群众要
求，为导沭整沂工程前线创
作了一幅巨大尺幅的《奔马
图》，题款“百载沉疴终自
起，首之瞻处即光明”。他为
山东导沭整沂工程题词：

“模范同志们，你们英勇创
造出来的纪录可与我们在
前方抗美援朝战士们英勇
光辉的战功同垂不朽，因为
他们正在消灭猛兽，你们消
灭洪水，洪水猛兽为害人类
是一样的，我国古人常相提
并论的。”7月中旬回京后，他
继续整理20余张新沂河工程
劳模画像，准备将其作为新

《愚公移山》的主体人物。他
说：“从前，我曾画过传奇故
事中的《愚公移山》，当我见
到新沂河的伟大水利工程
时，觉得更亲切、更生动。几
十万人分工合作，万众一

心。”7月中下旬，他正在紧张地整理
画幅，进行创作构图时，不料突发脑
溢血，致半身瘫痪，住进医院。在女
儿丽丽来探视时，他谈起自己这次
去山东体验生活的情景，并说画了
不少速写和素描准备创作。卧病休
养期间，虽不能作画，但他仍时时惦
记着此事。9月，他在《抗美援朝专
刊》发表《从参观导沭整沂工程谈到
世界和平》一文，介绍工程概况和对
自己的教育，说：“昔日满目疮痍的
灾区，今日已变成良田万顷。从这一
件事可以看出人民政府领导和平建
设的决心和广大人民爱好和平的愿
望。为了和平幸福的生活，他们改造
自然，也改造了自己。”

1953年9月，徐悲鸿脑溢血复发
去世。这幅没有完成的画作，成为他
永远的遗憾。

□张同贵

我的父亲张化山，1920年出生
在潍坊寒亭区高里街道河南村的
一个下中农家庭。解放前，村里一
直有地下党活动，群众斗争基础深
厚。受影响，父亲1942年参加了农
会；1946年10月参军，在渤海军区警
卫营当战士，多次立功受奖，次年2

月19日入党。后因病退伍，陈毅司
令员等首长签发了证书。回乡后，
担任过村支部书记、乡长等。

父亲在部队，一旦来了“文字
战斗”任务，真比攻山头夺城池还

难。他追求进步，要求入党，但现学
现识的字还不足以填表，填写入党
志愿表时好不容易请到一位仅念
过三年小学的文书代笔。填完后上
交却被退了回来，原来在“文化程
度”栏里把“文盲”俩字写成了“文
忙”。这表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
命，万万不能有错字，而且不能涂
改。父亲只得辗转找人重新代填，4

天后批复“准予入党，候补期从2月
23—9月23日”。自然而然，父亲就
把退回的表格当作个人收藏了。时
不时拿出来，省察自己的行为，是
不是符合“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栏里填写的“为了为人民服务到
底”、“对目前政治形势有什么意
见”栏里“对目前形势不惧怕”，来
鼓舞自己的革命斗志。

95岁的父亲一生艰苦朴素，只
讲奉献，不求待遇，住的还是祖传
百年的土屋，谢绝我请他住到新瓦
房的请求，他说：“我的门口过梁上
能钉‘共产党员户’的铁牌子，你的
是水泥墙，钉不上。这土屋土炕就
不赖，照样能睡到天明……”父亲
朴素无华的话语让我明白，父亲厮
守旧屋，是和他神圣的“入党志愿
表”有着解不开的情结。

父亲的“入党志愿表”

徐悲鸿(右一)在泰山经石峪观摩石坪上的刻字

徐悲鸿在山东水利工地为民工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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