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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
韩琦

惊雷一声，大地母腹内，千

万个生命在蠕动：默默地拱破

厚厚的冻土，悄悄地蹿出寒冬

的残雪……

这就是春笋，竹的婴儿，春

的精灵。它不用一声动人心魄

的呼喊，也不举起强有力的手

腕，而只用那在残雪里显露出

的一个个小尖尖，向人们昭示

了春临大地：带着舒眉问好、冉

冉而来的春的跫音……

和风荡漾，春雨潇潇，迷蒙

的烟霭中，春笋蹦跳欢笑；既能

看到它生长的速度，又可听见

它拔节的音响。

春笋，就是这样的奇特，因

为它有奇特的细胞。

严寒侵袭大地，竹根默默

地潜伏地下，饱吸营养，积蓄精

力。一声报晓气候转暖的惊雷

把它的心震动了，于是要萌发、

要伸长，如箭在弦上引而待发。

站在春笋的面前，看着它

的拔节生长，会发现它奇迹般

的生长速度。有一种苦竹又名

刚竹，一天之内可达一米，十天

之后缀叶成竹，五十天后翠绿

掩荫。

苏 东 坡 曰 ：“ 可 使 食 之 无

肉，不可使居无竹。“竹，你听到

了吗？当春风拂面时，你抚掌

而笑了。

竹，一年完成了生长期，亭

亭玉立，四季常青，蓄苍劲挺

拔、沉静清幽于一身。你那清

秀俊逸的风姿、古朴雅致的神

韵、坚贞顽强的气质，深受人们

钟爱。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

客对你百般吟咏，留下千古绝

唱。我在潍坊郑板桥书院里，

看到一块碑上镌刻着他的陈年

老竹题画诗：秋风昨夜渡潇湘，

触石穿林惯作狂，惟有竹枝浑

不怕，挺然相斗一千场。为人

们赞之以虚怀若谷、恭谨谦和

的竹，在此赋予了百折不挠、威

武不屈的秉性。

一江洪波，一曲山歌，小小

竹排顺流而下，它穿越激流，跨

越险滩，奔向为人类众生奉献

的壮丽事业中：

毛竹，竿高，茎粗，瓤厚，用

于架梁建屋；实心竹，茎硬，纤

小，材质坚实，可做伞把、手杖

和农具；箬竹，竿矮，茎细，制天

竹筷；龙鳞竹，节间突起，恰似

鳞甲，制笔筒；粉箪竹，一篾垂

千斤，是编织工艺品的优良用

材；胡琴竹，枝竿色深，可做琴

把，不需油漆，声亮而脆；四季

竹，不分春夏秋冬，一月一次，

向人们提供鲜美的嫩笋；竹米，

香 糯 可 口 ，营 养 价 值 高 于 小

麦。竹，它的功用还可以入药：

淡竹根，除暑祛风；竹茹，清热

凉血；竹叶，除躁消烦；竹沥，镇

惊开窍；竹衣，能疗喉哑与劳嗽

……

啊，竹，从根到梢，从叶到

骨，一身无废物，光彩照人间。

滔滔江流，竹排一往无前，向着

它执着的信念。

我的面前挂着管桦先生的

一幅墨竹，撑天拄地并五叶，一

枝腊梅摇曳着绕在墨竹的四

周，吐出点点清香。上方有一

题联曰：根生大地，渴饮甘泉，

生出土时便有节。枝横云梦，

叶波苍天，及凌云处尚虚心。

我的心为之一动，这岂止

是说的竹呢？这分明是赞那崇

高的气节、壮美的情操、伟大的

精神啊！这正是中华民族不屈

不挠的形象与铮铮傲骨啊。

 条屏—竹

胸怀万卷 清风自来

韩琦自幼聪明好学，从小学

到高中，他一直稳坐班级成绩排

名 头 两 把 交 椅 ，擅 长 文 理 诸 科

目 ，尤 对 物 理 、化 学 等 兴 趣 浓

厚。高中毕业，他以文化课总分

第三名的成绩报考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飞机制造专业，却因家庭

成分原因未通过政审，被调剂到

中国戏曲研究院学习戏曲评论。

命运的棋盘如此玄妙，此处

陷入僵局，却在他处逢生。韩琦

未能成为飞机制造工程师，却在

文学艺术领域展露了天赋与才

华。大学期间，他饱读诗书、博览

众长，被同学誉为“江北才子”。

他敏捷的才思、丰厚的国学底蕴，

得到了老师梅兰芳的注意。

戏剧创作课师生集体创作

剧 目《大 破 天 门》时 ，梅 兰 芳 提

问：“‘血滴染红石榴裙’这段极

好，我要表演这个本子。可台词

中有个小问题，谁发现了？”韩琦

当即答道：“梅先生，‘滴血染红

石榴裙’，血色是红的，石榴裙也

是红的，不染自红，岂不矛盾？”

梅兰芳接着问：“那怎么改？”韩

琦答：“我换个词：滴血飞溅石榴

裙 。”梅 兰 芳 当 即 起 身 鼓 掌 ，赞

道：“你很有才情和才华！”自此，

“江北才子”韩琦一词改诗的轶

事在学校传为佳话。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年仅 26

岁的韩琦因家庭成分和写作上

大胆直言等问题，被划为“反革

命”，关入新疆乌鲁木齐第一监

狱 ，开 始 了 长 达 10 年 的 牢 狱 生

活。

十载囹圄，凤凰涅槃。3000

多个日出日落，他未因命运曲折

不公而颓唐放弃。厚厚的狱墙

将外面的浮躁喧嚣隔绝，反而使

他专注读书、静心作画，与狱友

互为老师传授各自所长。

“我在监狱里认识了民族音

乐家王洛宾、画家黄胄等，他们

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大家一起

烧砖制作象棋，吟诗写曲，苦中

作乐，令灰暗的牢狱生活多了许

多滋味。”1983 年，陪伴韩琦出狱

的是 13 部厚厚的读书笔记和作

品集，皆是他狱中所著。“人生能

有几个十年？这段光阴两个博

士也读出来了。我很庆幸自己

没有荒废时光，能将所学、所思

记录成册。”后来，这些作品陆续

出版，如《不停的脚步声》、《艺术

概论》、《风雨春秋》、《伦理学大

辞典》等。

苦中作乐 放达情怀

韩琦笑说，自己是文艺美

学教授，作画纯是填补课余空白

的雅好，不经意间于笔墨中有所

得 悟 ，渐 入 佳 境 。 他 擅 长 中 国

画，以写意的神韵，用工笔的技

法，绘山水、花鸟、动物等万千意

象 ，画 风 自 然 雅 致 ，飘 逸 灵 动 。

他 的 山 水 画 大 气 磅 礴 、气 势 恢

宏，云峰之间雾气缭绕，观之如

身临其境，感意境之悠远；他的

花鸟画则意趣盎然，匠心独具，

妙趣横生。其作品风格被赞为

“兼具白石老人的韵，吴昌硕的

泼，王雪涛的雅和张大千的儒”。

“中国画的神在于意蕴，也

就是写意中的‘意’字。”韩琦说，

深厚的国学功底是理解把握中

国画神韵的基础。以人物画为

例，“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

与学生们在一起的鲁迅以及画

鲁迅与夫人许广平，三种情形呈

现 的 将 是 完 全 不 同 的 画 面 情

感。“评价一幅画的好坏，不在于

是否像，而是能否达神韵。”韩

琦说，“我在课上告诉学生，都是

画鲁迅，若抓不住三种神态的不

同，就失去了画意的表达，人物

再像也不可称成功之作。”齐白

石说，绘画之妙在于似与不似之

间 ，太 似 则 媚 俗 ，不 似 则 欺 世 。

韩琦认为，相较于人物画的传情

表意，于花鸟景物中表现情韵更

见功力。他曾在课上以兰花为

题考查学生对“意”的理解，让学

生用兰草分别表现宝钗和黛玉

的气质。“以兰草画宝钗，要用硬

韩先生一身麻质淡色衣服，清逸出尘。虽然在外多年，

言谈中仍然流露着山东汉子的幽默风趣、平实率真。人问：

“先生你什么时候成为画家的？”答曰：“教书之余，为了填补

精神空白，就拿起笔作画，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成了画

家。”听，没有夸大其词，也感受不到艰苦经历的后遗症，命运

的起落离合在他脸上，只化作一抹云淡风轻的笑意。

先生说，写文作画皆如做人，当掷地有金玉之声。而这

一过程，则是数十年如一日的手不释卷、埋头钻研。“即便是

大年三十的晚上，家人朋友在一旁嗑瓜子看春节联欢晚会，

我依然在房间里画画。我今年 73 岁，没有人见过我休息，每

天读书作画早已成为习惯。”对他而言，艺术之路不是高喊口

号策马扬鞭，而是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下功夫。他笔

下的山水淋漓秀美而花鸟生机盎然，这浑然天成的画面背后

是经年累月的积淀与付出。

“一生清白无长物，胸怀万卷心不寒”。他在诗中表露心

声：艺术是最宝贵的财富。伴他笑对人生的荆棘。

功夫深处渐天然
周荃

记 者 手记

道法自然 回归本源
“莫道书生多意气，岁至耄

耋更精神。”长达二十余年的艺

术理论研究使韩琦总结了一套

自己的绘画创作理论，当下他再

次执笔回归书画实践，希望从笔

墨中有所得悟。

韩琦的乐观来源于对真善美

的艺术追求，也源于道家自然无

为的哲学观。因此，对待命运的

玩笑，他有着淡看云卷云舒的从

容豁达，而谈及当下社会的浮躁，

他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冷静分析：

人的幸福并非仅是利益的追逐。

历史上，中国人民经历过艰苦贫

穷的岁月，他们希望物质富裕。

但当大家普遍步入小康生活后，

人们会回过头来审视精神需求。

“中国社会不是悲观的，负面事情

不会长久，但往好的方向发展总

有个过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艺术源于生活，艺术创作中

的至真、至善、至美的源头亦是

生活。“当今社会的浮躁氛围和

艺术乱象是时代进步的副产品，

但只是过渡时期的过渡问题，随

着社会的进步，艺术终将回归本

源。”他说。

意韵生动 真善至美

朝
花
凝
露

韩琦，号长安居士，1941 年出生于山东潍坊，1959 年入读中国戏曲

研究院戏曲研究专业，曾任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我国著名

文艺理论家、作家、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擅长中国山水、花鸟

画；2003 年退休后，担任中国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央美术学院城市

设计系艺术总监、教授、国务院国宾礼特供艺术家、世界艺术家联合总

会艺委会执行主席，著有《不停的脚步声》、《我所了解的王洛宾》、《世

界伦理道德大辞典》、《艺术论纲》等。

—访文艺理论家、画家韩琦
本报驻山东记者 常会学 实习记者 周 荃

笔下江山

韩琦作品欣赏

常会学 摄

他的笑容如清风拂面，纤尘不染；他的文笔淡雅真挚，细腻中饱含深

情。欣赏他的国画作品，你会情不自禁惊叹于那山水的连绵秀美和花鸟中

的生灵妙趣。善诗文、喜歌赋，时而长歌当空，填词作曲，时而伏案灯下，专

注研究。他就是韩琦，因具有极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和个人修养而被誉为“博

学多才、难得的文化艺术家”。

君
子
之
风

笔 和 阔 笔 ，线 条 丰 润 ，精 神 向

上。而黛玉之兰则应注意‘淡、

嫩、细、弱’四字。”

“书画同源，写不好字，就别

画 画 。 文 学 功 底 、国 学 理 论 不

够，更不能成为好画家。”他直言

不讳，无论是自己的书画创作，

还是教育学生，他始终坚持“好

的中国画家起码是半个学者”的

观 点 。 中 国 画 博 大 精 深 ，贯 穿

“意”字，“意”是画的神，是画者

的文化修为与内心对艺术感悟

的流露。故评价画之高低不在

于技，而在于意。

“真善美是我一生的追求，

也是我的信仰与希望。”韩琦说，

他追求的“真”，并非具象真实，

而 是 人 心 中 真 切 动 情 的 感 受 。

仿佛日出时分的画面，你看到的

可能只是纸上模糊的旭日和朦

胧的四周，感受到的却是光暖大

地、万物初醒萌生的朝气和生命

力。好的作品传达给观众的情

感 远 在 画 面 之 外 ，佳 作 给 人 以

思，而非局限于似。“真”是基础，

也唯有传达了最真实感人的情

意，才能把人往善和美的方向引

导。

韩琦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

的。在他看来，琴棋书画也好，

诗词歌赋也罢，都是艺术的表达

形式，而贯穿始终的亘古意蕴，

则是生活中的至真、至善、至美。

本版责编 孙丛丛 美编 李小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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