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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升华的“古藤”
沈光伟 (于希宁先生的家属

和学生、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于老生前常说：“人生短，艺
术长，想做的事情太多，能做的事
情太少……”他在九十寿辰画展
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自幼习
画，不善言辞，却知道笨鸟先飞，
治艺之道靠的是勤奋与执着，不
敢有丝毫懈怠。人渐渐老了，但精
神不能老，艺术不能老，事业心不
能减。”这是于老的自勉，更是于
老精神的写照。

2003年春暖花开时节，我陪

先生到南郊宾馆看牡丹、看藤萝。
南郊是先生经常居住和创作的地
方，有许多大画都是在那里完成
的，留下了太多的记忆和感动，每
次去都是期望能唤起一些美好的
记忆来。我们先看了悬挂于俱乐
部的藤萝巨制《春满乾坤》，这是
于老1986年创作的，当时画了两
幅，一幅留在了南郊，一幅后来捐
给了山东博物馆，是于老一生中
创作的最大的藤萝作品。看完画
后，我们又到院里看藤萝，只见满
架藤花簇聚，紫英点点，让人陶
醉。返回家后，于老便创作了《黄
山古藤赋》。一天下午，我到先生
家去，进门后就见到了还摆在地
上的八尺条幅《黄山古藤赋》，画
面上只有枝干和单纯的色点，既
无枝叶又无花，完全不是先生以
前画藤萝的样式。我便问这画画
完了吗，先生说画完了，我不知怎
么眼泪就一下子流了出来。此境
只有天上有，我小心翼翼地擦干
眼泪，若无其事地跟于老说笑，我
想，画出这么有仙气的画，一定是
于老艺术上一个新的升华，一个
化融物象的大化之境，它可能昭
示一个新的创作高潮的到来。

画的题款：“绝壁龙探海，腾
蟠起舞欢。寻源攀险峻，古木化神
鞭。造物何奇怪，非梦怎解悬。纵
横千万绪，上下百般难。屈干苍龙
缚，斑烂窍孔穿。根固云气润，蛟
出赖雾旋。英垂伴嫩羽，香迷散大
千。天公乱织锦，仙女胡挑弦。鸣
凤迓征客，修桐迎鹤颜。赏心难尽
吐，朴质隐虚涵。”其中两句“天公
乱织锦，仙女胡挑弦”道出了乱中
求治的艺术规律的辩证法，是于老
毕生艺术实践的深刻领悟和总结，

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的艺术财富。
2003年，先生的身体状况比

较好，我经常接他到学校来，在我
家呆上一天，一般是上午来，傍晚
就回去，一是换一下环境，会有一
些新鲜感，二是看看熟悉的校园，
熟悉的同事、学生和可爱的孩子
们。他说经常走动能保持心智的
年轻，不让思维僵化，他的不少作
品也取自校园漫步之偶得。我家
墙角的花几上摆放着一只原木树
桩大笔筒，先生发现后审视良久，
然后缓步走到画室，展纸，只见浓
墨渴笔皴擦点染，不大一会儿，一
幅八尺大横匹宋梅遗植呈现在我
们眼前。在这里，笔筒变为了梅之
老干，苍厚古拙又不失空灵，主枝
横出，气象雄奇。我不由得想起了
谢赫“六法”中的传移模写，此乃
是也。艺术创作中的迁想妙得，实
则是一种移花接木手段，是一种
美的形式的发现与借用，我将此
话说给于老听，于老笑了，笑得那
么灿烂。

为于老画像
梁文博(于希宁先生的学生、

山东艺术学院教授)

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主
要上专业基础课，以素描、速写、
白描为主。一天谭英林老师来我
家说：“于老很喜欢你画的那种有
点国画味的素描，想请你为他画
张像。”我有点受宠若惊，却故作
不动声色状说：“我画得不好，需
要继续努力。”

第二天一早，我应约来到于
老家，师母开门迎接了我。于老穿

一身老制式便服，头戴一顶瓜皮
帽，显得很精神。于老请我们(谭
英林老师在场)在客厅入坐喝茶。
毕竟我是小字辈，在于老面前有
些局促，于老大概看出了我的紧
张，开玩笑地说：“文博，今天我听
你的摆布，你叫我怎么坐，我就怎
么坐。”一番话使我化解了紧张状
态。三句话不离本行，于老和我
们谈起中国画的画理问题，说中
国画发展到宋代开始分科，分出
花鸟、山水、人物三大科目，都有
各自的发展方向和理论导向，花
鸟画讲究趣味，山水画重意境，
人物画强调的则是传神。有这样
一次和于老相处的机会很难得，
我就把在教学和创作上遇到的
问题向于老求教，于老给我谈了

“教与学”的互动关系，谈到教师
就应该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
断 补 充 自 己 ，慢 慢 地 成 熟 起
来……茶余半刻，谭老师为了不
影响我给于老画像，借故离开，
师母和保姆为我们备好茶点也
走进里屋。

于老家的客厅向北，略有点
暗，我选了个有光亮的地方，让于
老坐在一个太师椅上摆好坐姿，
开始了我对于老的描绘……人物
肖像的奇妙就在于它具有共同的
属性，却还保留着不同的个性。我
没有急于动笔，先仔细观察一下
今天的“模特”。这是我第一次近
距离细致地观察一位我所敬畏的
艺术大家的面容。那是一张在中
国传统文化长期浸润下的饱经沧
桑的脸——— 于老这时已是七十多
岁的老人，舒展的白眉隐显着文
人的傲骨和气节，慈祥的眼神里
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这也正是于
老形象中的个性所在。此时我想
到，大画家的形象和一般人就是
不一样。面对这样一位大家，我有
点紧张，执笔的手也有点生硬。于
老说：“放松一点，像你平时那样
画。”我在心里也在默默地要求自
己放松，可是怎么就不听使唤呢？
于老答应我去洗手间放松一下，
我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终于放
松下来。我重新拿起画笔，从刻画
于老的眼睛开始，遵守于老平常
所说“从前往后，从里往外”绘画
的口诀，用了不到三十分钟就把
肖像完成。于老看着自己的画像
笑容满面赞许道：“画得很传神，
画像就是和照相不一样，画像可
以 提 炼 出 精 华 ，变 得 单 纯
了……”这是于老对我画的中肯
评价，并告诉我这是他第二次画
像，年轻时让人画过一次，搬家
时丢了。于老招呼师母过来看，
师母看了称赞“好，好”，并说：

“啥时给我也画一幅？”我欣然答
应，找时间一定为师母画像……
这是我为于老画像的经历。只可
惜我答应为于师母画像的宿愿
没有完成，后来听说她住院，已
是癌症晚期，不久就辞世了，这
也是令我遗憾之事。

在纪念于希宁先生诞辰百年
的日子里，想到为于老画像的往
事。这是一种追思、一种回味，同
时也是感恩。我作为学生和晚辈，
为能多次聆听先生的教诲受益而
备感荣幸，同时要不辜负于老的
殷切关怀，认真教学育人，像于老
那样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艺术
教育事业。

格艺海钩沉

人人人生生生短短短 艺艺艺术术术长长长
——于于希希宁宁先先生生二二三三事事

人生不过百年，而艺

术恒远久长。2013年是已

故著名美术家和美术教

育家、山东艺术学院名誉

院长于希宁先生诞辰100

周年。国家文化部、山东

省人民政府于3月15日在

北京中国美术馆隆重推

出了”三魂一心”于希宁

百年诞辰艺术展，山东艺

术学院还特别策划了纪

念于希宁诞辰100周年系

列活动。诚如山东艺术学

院院长张志民所说，于老

在艺术上是一个得道者，

是新中国第一代山东省

美术教育的开拓者和学

科创建者，在于老百年诞

辰之际推出系列活动，不

仅仅在于纪念，更重要的

是激励后学发扬以于老

为代表的老一代艺术家

为学为艺的精神和品德，

特别是于老“才德勤修

养，三魂共一心”的精神。

本版刊发两篇纪念于希

宁先生的文章，让读者从

点滴中感受于老的精神

与魅力。

——— 编者

于希宁先生作品《梅》

于希宁先生生前在创作。(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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