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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功先生诞辰 100 周年:

回忆启功先生那些有趣儿的往事
7月26日是启功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启功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教育

家、国画大师，精通古代文学、古典文献、诗词书画、文物鉴定等，是当代中国

罕见的一位文化大家。当今艺坛，有多少人能似启功可爱、可敬、可念？

启功先生生于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辞世。启功先生去世至今

已7年，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成就，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被人遗忘，而是

随着时间推移，在当代文化大环境中越发显得珍贵和难得。

三陪诗书画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某些领导附庸
风雅，出行或参加一些活动喜带诗人、
书画家作陪。或问先生曰：“此有说
乎？”答曰：“有，此谓之‘三陪诗书
画’。”问：“若以此五字做上联，请拟下
联。”先生迅捷对之云：“一扫毒赌黄。”
对仗工稳。问者惊讶之余，问：“作何
解？”先生乃正襟曰：“此事久之亦可成
瘾，一样危害个人及社会，我辈能不戒
之哉！”

博士字

一日，某高校书法教授驾临小红
楼，要求先生与其合招“书法博士生”。
先生曰：“君若答出启某一个问题，则
当允之。”乃问此教授：“何谓博士字？
何谓硕士字？”某教授愕然不知所答。
先生笑曰：“您既未答，恕功不能允命
矣！”后谈及此事，先生遂问余：“考您
一题：何谓博士？”余答云：“博学多识
之士也。”先生颔首云：“然则君看眼下
许多号称‘博士’者，忽略基础知识，只
钻某一二课题，即或字写得不错，实为

‘窄士’也。”

胡说

约三十年前，先生应邀赴香港演
讲《红楼梦》。先生登台鞠躬之后，便提
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胡说。”见
满堂愕然，先生笑眯眯解云：“过去胡
适之先生一家之说，或贬之‘胡说’；启
功系满人，亦胡种也，今日所说乃真正
之‘胡说’。尚盼诸位姑且听之，多予批
正也。”

浮光掠影楼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先生移居师大
红六楼，系二层小楼。楼前有乔木数
株，徐风拂来，枝叶摇曳，光影婆娑，遂
命所居为“浮光掠影之楼”。或问命名
之意，先生自谦曰：“治学切记浮皮潦
草，浅尝辄止，楼名‘浮光掠影’，可常
戒之！”

美的困惑

一日，某友人送来舞蹈演出票，先
生婉谢之曰：“启某实不宜观看此剧
也。”问：“为何？”答云：“舞台五彩缤
纷，演员婀娜多姿，吾极易犯困。”问：

“岂不美乎？”答：“非也。某正应美学家
常用之名言———‘美的困惑’也！”闻者
大乐。

（据《中国文化报》、《华商报》、《成
都商报》）

启功隽语

启功常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幽默
通达的性情，而这种性情，从青年到老
年，甚至是在他病逝之前，都没有改变。

启功曾说：“编顺口溜是我的特长，
其实我小的时候跟祖父学的那些东坡
诗，如《游金山寺》等，就是那时的顺口
溜，我早就训练有素，所以驾轻就熟，张
口即来。编完后还要在相好的同仁间传
播一下，博得大家开怀一笑。”“淘点儿
气，犯点儿坏，也是人之常情，只要适可
而止，哪说哪儿了……”

年轻时，针对辅仁大学美术系的教
学问题，他编排的顺口溜浅显却抓住要
害：“美术系，别生气，泥捏象牙塔，艺术
小坟地。一个石膏像，挡住生殖器，两个
老模特，似有夫妻意……”他拿朋友徐
燕荪的名字开玩笑，善意机智，用典巧
妙，搞得朋友也拿他没有办法：“家住在
城北，其实并不美。中间一张嘴，两边有
分水。有头又有尾，下边四条腿。名在

《尔雅》内，却非虫鱼类。翻出《释亲》章，
倒数第一辈。出言莫怪罪，小市民趣
味。”就算是晚年为自己写墓志铭，排遣
重病时的痛苦，也满是自嘲的幽默。老

友台静农看到晚年启功的打油诗时不
禁感慨：“他还是那么淘气！”

画坛伉俪谌北新、杨健健与启功先
生是世交，在启功先生诞辰百年纪念
日之际，他们对记者讲述了与启功先
生往来的趣事。谌北新说，北师大曾
规定学校内部的人不允许敲启先生的
门，但校外来人络绎不绝。启先生仍坚
持亲自去开门，一来以示尊重，二来他
幽默地阻挡别人替他开门，他说：“你
甭，你甭，你知道我想请他进来还是请
他出去？”

杨健健女士回忆：启先生是一个非
常睿智的人，记忆力非常好，一次启功
先生的一个博士生找启功先生，在谈到
一个问题时，他对学生说在一本古书里
的某一章某一节说了一个看法，让学生
回去翻书查阅。

在晚年生活中，启功先生从不把自
己当老人，坚持自己缝扣子，对各种可
爱的玩具喜爱有加，“别人说他是熊猫
一样的国宝，他就在竹子跟前装作熊猫
的样子照个相。”启先生最喜欢的是一
个香港朋友送他的毛绒玩具。

幽默风趣 喜爱卡通玩具

谦和后面的刚正
启功待人友善是出了名的，“启功

不打假”更被传为美谈。晚年应接不暇
的来访、为书所累的无奈都与他以礼待
人的谦和品性有关。启功的内侄章景怀
说，与启先生共同生活的几十年里，他
待人接物的礼数始终如一：对人称呼

“您”，握手要站起来，送客要出门……
而他送给别人书画作品的数量也可以
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计名
利、不摆架子、幽默可亲的启先生人缘
非常好。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办公室主任
侯刚改革开放后开始协助启功工作，他
回忆说：“反右派的时候，有一个老先生
在会上批他批得很厉害，平反以后俩人
见面，那人就觉得很尴尬，启先生主动和
他握手说：‘过去的事情就像唱戏，有人
唱白脸有人唱红脸，唱过去就过去了。’”

启功待人谦和确实不假，但并非没
有脾气，不辨是非。章景怀说，启功晚年
时许多人想要打着“看望”的名义来求
字，启功实在没辙就只能回绝：“您别来
看我，您要是想看我，我给您寄张照片

吧。”他对司机、修理工等十分大方，但
从没为了讨好某位领导而主动送自己
的作品，当有些人以“首长”的名义向他
索字时，他则表现得威武不屈。

书法家林岫认为，书画界流传“启
功评论作品只说好不言坏”的说法也是
一种想当然。启功通常虽以鼓励为主，
但逢恶丑怪异的书法，必下针砭，决不
客气。

章景怀说，启功虽然指导和帮助过
许多人学习书法，但他多次强调，自己
没有书法学生。一方面是因为启先生觉
得书法艺术见仁见智，但更重要的是不
希望拉帮结派，有人打着他的旗号做不
该做的事。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杨敏如在启功
去世后曾说：“我们看启先生，不可只顾
看到他的谦虚亲切幽默，还要看到他的
刚正有所不为。”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长袁行霈同样有此感慨：“人们都知
道他的和气，只有近距离接触过他的人
才知道和气后面的刚正。刚正，这在今
天是多么难得的品德！”

范云梯戏考梁羽生
清光绪十一年(1886年)，中法战争结束后，

不甘失败的法国侵略者在中越边境沿线驻屯重
兵，并在边境一带针对中国修建了各种明碉暗
堡及其他军事工程，有意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
架势，随时威胁着中国的西南边疆。

当时苏元春任广西提督兼广西军务督办，
此人戍边十九年，为防御法国侵略者卷土重来，
花大气力进行边防建设。鉴于当时的形势，永安
州的一些有识之士、热血青年纷纷投到苏元春
帐下准备为国效力。

梁羽生的外祖父刘瑞球有一位叔父叫刘安
济，当时在苏元春大营任幕僚。在他这位叔父的
引荐下，二十岁出头的刘瑞球来到边关，投奔到
苏元春的大营时刻准备为抵抗法军效力。

苏元春与这位小老乡交谈后，觉得他聪明
伶俐，文武双全，确实是个可造之材，不久便送
他到日本留学，专习军事。学成后，苏元春又推
荐他到自己部下、同为永安州人的广西防军统
领马盛治部下任标统，大致相当于现代团长一
级的军官。

当时，范云梯由廪生考选拔贡，参加朝考获
一等第二名，因病不能复试，后考取八旗官学教
习，亦因戊戌之变不能赴任，到吏部以直隶州州
判注册后南归，也来到广西边防大营。苏元春久
慕范云梯的才干，便安排他到马盛治营中办理

文案。
这样，范云梯和刘瑞球成为同事，闲暇时常

有文酒之会。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范云梯由苏
元春推荐，得入京由吏部引见，授广东琼崖兵
备，由此开始了他在海南从政的生涯，而刘瑞球
则继续从军。

光阴如梭，斗转星移，很快就到了民国二十
二年(1933年)，这时的范云梯已辞官回乡，在蒙
山县修志局任职。刘瑞球也于几年前解甲归田，
含饴弄孙，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了培养外孙梁
羽生这件事情上。

这年梁羽生刚刚9岁。他从小就表现出极高
的文学天赋，从五岁认字开始，父母便教他念唐
诗，到七岁便能背诵不少诗词。梁羽生说过:“我
的作品以武侠小说为主，其次是联语；但我对联
语的爱好则比武侠小说为早，外祖父是我的启
蒙老师。”

从五岁那年到十二岁。梁羽生读小学期间，
每年的两个假期都要到外祖父家去。外祖父教
了梁羽生三样东西使他终生受用，其一为对联，
俗称对子，是中国独有的文学形式，向来有“诗
中之诗”的美誉。

梁羽生天资聪颖，在家庭中耳濡目染，又得
到外公的悉心传教，文学潜质迅速表现出来。外
公是从对联的基本功教起的，先是学单字对、双

字对，如天对地，夏对冬，寓教于乐，其乐融融。
梁羽生不知不觉学会了很多实用的格律知

识。一次外出游玩，外公有意考他，故意不用书
中的例句，而是随便以身边的实物作上联，外公
道:“我要以这‘四眼井’为上联，你如何作下联？”
梁羽生不假思索地想起家中的“八角亭”对了下
联。

外公听后大感意外，难掩喜悦之情。这年，
梁羽生的堂兄陈文奇在法国获得硕士学位，学
成归来，广西当局委任他为广西镇南关(现友谊
关)的专员。赴任前，家中置办酒席饯行，宴请的
亲朋好友之中就有刘瑞球和范云梯。范云梯早
就听说过梁羽生会吟诗作对，于酒酣之际将梁
羽生拉到身旁:“来来来，我出个对子让你对，你
看好不好？”

梁羽生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亮起嗓门说:
“世翁请出。”范云梯当即出一句上联:“老婆吹火
筒。”筒，蒙山话读“洞”，属仄声，梁羽生觉得他
的上句出得挺有意思，他略为思索了一下，便脱
口对出下联:“童子放风筝！”

范云梯一听，击节而叹曰:“老婆、童子，天
上、地下，你对得好，真是后生可畏呀！”在场者
无不惊叹梁羽生的聪明才智，此后，这一段佳话
一直在蒙山民间流传。

(据《人民政协报》 文/陶钢)

■逸闻趣事

20世纪80年代初，启功先生在杭州抱着
竹子拍照。因为有朋友戏称启功像国宝熊猫，
他故拍此照。

先生萌事
■虽然启功先生有许多光彩照人的头

衔，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主业是教
师。”在他的名片上也只有两行大字——— ——

“北京师范大学”、“启功”。
■启功写字的桌子只有两尺见方，用了

20多年。文房四宝一概不讲究名贵，喜欢用衡
水地区一个小笔厂生产的毛笔，7分钱一支，
一次订200支。砚台在他那儿叫“压狗石”。别
人送的好砚，他随手转送给学校。

■如果启功有学生跟他约好或者是不
速而访，这时无论是领导、记者或者粉丝拜
访他，只要是学生以外的人来访，启功就会
立刻下“逐客令”，对其他来客说 :“我的学生
来了，我们要谈教学的事情，请你们回避，得
罪了！”

■他是满清皇室后裔，“包办”的婚姻，
妻子去世后，为防止有人说媒，他把双人床
换成了单人床。

■一天启功来到北京潘家园，看到门口
的店铺挂着署有他名号的书法作品，但是没
有一件是他亲手所写，全部是别人仿写的，
启功笑道：“写得都比我好。”

范 云 梯 ( 1 8 6 3 -

1940)，字步月，广西永

安州 (今广西蒙山县 )

东平里水窦村人。因

在崖州知州任上所题

的“南天一柱”而名扬

四海，他与新派武侠

小说的开山鼻祖梁羽

生同为广西蒙山人，

尽管两人年纪相差61

岁，却发生过一段有

趣的文字之缘。以致

后人每每忆及此事，

总会说出这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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