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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启后先生

生前为画集做序（节录）

我认识学辉是先认识了他的作
品后，又认识了他这个人。近年
来，学辉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充满
激情的创作欲望，创作了一系列的
形式更完美更好的作品……

学辉的《五百僧像尚和图》分
参禅悟道、慈航普度、遏恶扬善、
皆有佛性、道树之下、法力无量、
雪域佛缘七组卷稿。这七组卷稿既
独立成章，联接在一起又是一个有
机的整体，相得益彰。细细品味，
作品采用了现实写真和浪漫夸张、
穿越时空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体现
在不同的卷稿里，可领略到洞穴面
壁的达摩，断臂求法的神宗二祖，
不畏艰难东渡传法的鉴真，事母纯
孝的自成法师，正义救唐的十三
僧，酒肉穿肠过的济公，倒拔杨柳
的鲁智深，以及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等画面情节，这些可敬可爱、可悲
可乐的僧像人物讲究情性笑言之
姿，每位事迹、经历不同，用可视
的形象来警示和教化世人，净化众
生的心灵。人性平民化的表现，仍
不失驱邪纳祥，祈安集福以达到一
种心灵上的慰藉，寄托着自身美好
的愿望，体现了学辉对佛法大智慧
的深刻领悟以及对生活真、善、美
的追求。这样也不难体会到学辉创
作的不是深不可及的“罗汉”而是
“僧像尚和”的意义所在了。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李学辉》出版

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红袍”
系列之《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李学辉》日前正
式出版，即将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大红袍”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出
版的《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中国当代名家
画集》等几套大型系列画集的别称。这几套画

集以庄重的“中国红”烫金书函为装帧风貌，
以宏大的选题规模、严整的出版规制及精湛的
编印和设计水准，长期以来，持续而系统地推
出了近现代至当代中国画坛各时期重要艺术家
的代表作品系列，成为公认的、具有相当影响
力的图书品牌，久而久之，它们被画界和出版界

誉为“大红袍”系列。
李学辉是孙子标准像的创作者，师从冯其

庸先生，2011年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孔维克高
研班深造。他历时15年完成的《五百僧像尚和
图》被载入“大红袍”画集，魏启后先生生前
亲自为画集作序。

李学辉近照

《中国当代名家画集——— 李学辉》出版

冯其庸为李学辉《孙子圣迹图》题字：万世武宗 季羡林为李学辉《长江万里图》《黄河》题字：母亲河颂

李学辉 留得残荷听雨声 李学辉 《五百僧像尚和图》之参禅悟道（局部）

李学辉 《苦旅-孔子与七十二门贤》第二章 河畔论道

李学辉 《五百僧像尚和图》之慈航普度（局部）

1956年的高考时节，我被叫进中央美术学
院彩墨画系(现中国画系)口试的考场，我心情忐
忑地站在三位考官面前，中间坐着一位清瘦的
长者，炯炯有神的眼睛望着刚刚进门显得慌乱
的我。为了解脱不安的情绪，我真希望这位考
官赶快发问。但长者并不急于开口，微笑着用
手示意我坐下来。看着那和蔼安详的神态，我
慌乱的心平静下来了。

“当代画家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长
者问道。

“蒋兆和、叶浅予、李斛……”我一连串
说出了好几位我最喜欢的画家。

“齐白石的作品呢？”
“也喜欢，但我更喜欢人物画。”
考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后说：“如果中央美

院不能录取你，你同意不同意到戏剧学院舞美

系或工艺美院学习？”因为那时这几家艺术院
校是统一招生的。

“我很想学中国画，如果美院不录取我，
我就回山东，明年再来考。”

“你可以走了。”主考官笑着说。
我的手开始发抖，心想这次完了，准落榜

了，失望地走了出来。考生们围了上来，打听
考了些什么问题，我无精打采地介绍给他们。
一个考生忽然说：“你准能考取，那个口试的
老师就是蒋兆和。”我呆住了，心想：“天
哪，太糟糕了，他会不会误会我，以为我故意
说喜欢蒋兆和的画呀！”

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我崇拜的画家，但
心中却留下了一个急于向他表白的心病，直到
我入学后，蒋先生给我上课时才有机会向老师
解释。但先生却笑笑说：“努力学习，有志者

事竟成。”这是一句鼓励的话，也许我的拘谨
使先生没明白我的意思，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考
场上的事情……但先生的这句话却永远留在我
的记忆中。

我见到先生的作品是在50年代初，内容都
是歌颂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人新事，《领到土地
证》《卖了千斤粮》《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
叔叔》《走向和平》《给爷爷读报》等作品深
深印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当时，蒋兆和的
名字无人不晓，我是画家千万个崇拜者中的一
个。所以，当先生问我在当代画家中最喜欢谁
的作品时，我脱口而出蒋兆和的名字是很自然
的。

我第一次较全面地见到蒋兆和先生的作
品，并真正对他的作品有所理解，还是在我入
学后不久，新同学去蒋兆和先生家中拜访，第
一次看到《流民图》巨幅长卷时所受的震撼。

当蒋先生展开两米多高的长卷——— 著名的
《流民图》时，我像被摄去了魂一样忘记了自
己是在什么地方。画面展现了日寇侵华时中华
民族的灾难、人民大众的灾难：敌人的烧杀奸
淫、敌机的狂轰滥炸，横尸荒原饿殍遍野；为
了保护孩子，母亲们在敌机下以自己的身躯挡
住枪弹。那一组组活生生的形象震撼着我的
心。因为，日寇的入侵，使我的家庭也遭受了
同样的命运，失去了和平的生活。我曾和《流
民图》中的孩子一样被鬼子的枪弹追赶着，和
众乡亲一起流浪在鲁西的平原上，我和我的母
亲姐弟一起加入到流民的行列之中，那藏在母
亲怀中的孩子不就是我吗？那用渴求的目光望
着饭碗的孩子不就是我吗……光辉的艺术形
象，放射出巨大的冲击波和辐射力，直冲我的
心田，使我透不过气来。此时此地，我才真正
认识到艺术品所产生的巨大力量，这种力量来

自画家的亲身经历和创作冲动，来自画家的艺
术良心。如他自己所说：“人之不幸者，灾黎
遍野，亡命流离，老弱无依，贫病交加，嗷嗷
待哺的大众，求一衣一食而尚有不得，岂知人
间之有天堂与幸福之可求哉！但不知我们为艺
术而艺术的同志们，又将作何以感？作何以
求？！……我不知道艺术之为事，是否可以当
一杯人生的美酒？或是一碗苦茶？如果其然，
我 当 竭 诚 来 烹 一 碗 苦 茶 ， 敬 献 于 大 众 之
前……”在深重的民族苦难面前，艺术家是选
择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把艺术作为一杯美酒去
玩味？画家却竭诚烹一碗苦茶献给人民，他要
“为民写真”，为大众去呐喊，去表现那些在
日寇铁蹄下的老弱无依、贫病交加的劳苦人民
和在敌人炮火下的同胞们。先生说到做到，他
的作品可以证明这一切！他的《流民图》可以
证明这一切！

《流民图》是在日本占领的北平(北京)创作
完成的，由于他揭露了日寇侵华的暴行而引起
侵略者的惊慌，他们害怕它与观众见面。蒋先
生一边卷起画卷一边用低沉的声音说：“1943
年画展在太庙(现劳动人民文化宫)展出，原计划
展览两个礼拜，但是开幕几个小时后就遭到了
日本宪兵的干涉被迫停展了。1944年在上海展
出时作品又遭到没收。建国后发现它时，后半
卷毁坏了，只剩下现在的一半。”

蒋先生上课时对学生十分严格。记得大学
二年级时，同学们终于盼到蒋先生为我们上课
了，课程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用木炭作为
写生工具，画半身男模特。画前先生反复强调
要注意模特的表象与人体的骨骼肌肉等解剖之
间的关系，注意透视关系。当有的同学只注意
对表面现象的摹写而忽略了结构关系时，先生
总是在关键部分给以改动，指出：“要通过对

形象结构细微的观察，找到它们的区别，这样
才能深入进去。”果然，经过老师的指点、改
动，浮躁的部位立刻变得深入而又具体。先生
不善言辞，但每堂课都反复强调结构，结构，
这点给我们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一再强调
要从物象本身的结构出发，只有彻底理解了形
体各部位的组织结构，才能做到知其然而又知
其所以然，不只是从表面的光影的变化出发，
这才是中国画造型的特点和手法。

第二阶段课程是用毛笔写生，要求使用整
张高丽纸作画，先生在这一阶段的要求特别强
调“骨法用笔”和“以形写神”。先生手握毛
笔看看模特，看看纸，再看看模特，再看看
纸，慢慢地用中锋勾出了人物的左眼。同学们
骚动了，“啊！从一只眼睛画起！”先生的笔
不停地走动，画完了眼睛便用侧锋淡墨皴擦将
眼窝画好，然后画眉弓眉毛。先生边画边说：
“眉毛是长在眉弓上的，画完眉弓接着画眉
毛，位置就会很准确。”接着画出鼻子、人
中、颧骨……就这样，不用起稿只凭对人体结
构的高度理解和毛笔的精确描绘，从一只眼睛
画起，推及头部、身体和双手，一幅生动的半
身肖像跃然纸上。这需要多么准确的造型能力
和高度熟练的笔墨技巧才能达到啊！同学们全
被惊呆了，个个佩服得五体投地。先生的言传
身教、亲自动手作画示范，使课程变得生动具
体，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先生的教学意图，
为我们的人物画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学生
们将永远感谢先生。

三十八年过去了，蒋先生离开我们也有八
年了，但他为中华民族留下的艺术财富永放光
华；他严格的治学精神在中国的艺术教育界将
为后代所遵循。 1994年5月

（本文收于单应桂《容园绘事》。有删减）

在单应桂80余年的人生历程中，有风雨有磨难，有逃离有抗争，更有及时伸

出的温柔的手、应运打开的光明的门，引领她走向艺术的密室、灵魂的深处。多

年来，单应桂断断续续写下了她与李可染、蒋兆和、叶浅予、李苦禅、周思聪等

几位艺术大家的师友情谊，字里行间真情毕现，让我们看到，每一个根深叶茂的

艺术生命背后，都有长期而全面的帮扶和滋养。今日起，本报书画专刊将陆续推

出单老的回忆文章，以飨读者。 _ ——— 编者

我的老师蒋兆和先生
□ 单应桂

由山东省文联、山东省画廊协会、齐鲁晚报
联合主办，齐鲁美术馆承办的“云中行——— 刘春
冰作品展”于8月19日-31日在齐鲁美术馆举办。
本次展览是刘春冰作品全国巡展的第二站，展出
刘春冰近年创作的《云中行》系列48幅布面油画
与8幅花鸟条屏作品。开幕式之后，18日的开幕
式后，刘春冰将于齐鲁美术馆五楼稷下学宫报告
厅举办以“从荆浩的《笔法记》论中西美术之比
较”为题的公益讲座。

云中行——— 刘春冰作品展

8月21日10：00，第四届济南泉水节书画展
将于山东新闻美术馆(济南市泺源大街2号大众传
媒大厦4楼)开幕，这是一次艺术的荟萃，更是一
场文化的盛宴。本次展览由济南报业集团、济南
广播电视台、济南演艺集团、济南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管理中心主办，济南时报、山东新闻书画
院、水墨丹青艺术中心协办，山东新闻美术馆承
办，旨在挖掘本土旅游资源，弘扬泉城传统文
化。李杭、单应桂、齐辛民、王本诚、孙文松、
王旭东、杨耀、王立志、杨文仁、尹延新、云门
子、吴泽浩、于受万、赵庆元、郑向农、康庄、
李承志、张宝珠等73位书画家的心血之作将呈现
在观众面前。

第四届济南泉水节书画展

四时佳景——— 郭明良艺术展

8月15日-31日，四时佳景——— 郭明良艺术展
在济南嘉简美术馆举办。此次展览有绘画、文
字资料、草图、书法、篆刻、雕塑、照片等内
容，以实验性装置的方式呈现。

郭明良1963年生于胶州，1982年拜入谷宝玉
门下习画，谷宝玉师承近代国画大师李苦禅。
郭明良绘画风格多元，善于尝试创新，作品独
立感强。

山东新闻美术馆新锐大众推出
“大众书画”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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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应桂 1933年9月生于济南，祖籍山东高
密。1961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叶浅予、
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诸先生。现为山东艺术学
院教授、中国女画家协会顾问、山东省美协顾问、
山东省女书画家协会终身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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