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湮没在故纸堆里的国画大师
——读黄材运的《王梦白传》

□ 陈伟雄

他是一位天才画家。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叱咤京域，誉满扶桑。他的艺术造
诣极其深厚，才气和名气不输于齐白
石，然而天妒英才、造化弄人，盛名之
下的他又匆匆离世，让人唏嘘。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中国画坛上，他的身影如一
颗璀璨的流星瞬间划过天空，又悄然落
在故纸堆里，以致80多年来鲜为人知。

近日，读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黄材运著作《王梦白传》，让我有机会了
解了这位叫王梦白的草根画家短暂而灿

烂的一生。
王梦白，名云，字梦白，号破斋主

人，出生于 1888年。幼年曾在灯笼店、
钱庄当学徒，喜读书绘画。27 岁那年，
王梦白来到上海发展，机缘巧合得到了
国画大师吴昌硕的指导，画艺大进。五
年后他又来到北京，得到了北京画坛领
袖陈师曾的赏识，在陈师曾的点拨下，
王梦白改习画法，博采众长，形成了自
己特有的风格，使他在日后绘画的道路
上声名鹊起。

在陈师曾的推荐下，他还担任了北
京艺术专科学校 （现中央美院） 国画系
的教授、主任，培养出了王雪涛、王羽
仪等著名画家。1929年，王梦白应日本
艺术界邀请，在东京、大阪举办个人画
展，轰动日本画坛，被盛赞为“中国第
一画家”。在他声誉达到顶峰时，不料旧
疾复发，手术失败，葬送了他的生命，
也葬送了一代天才画家。

王梦白的艺术才华是全面的，他的
绘画作品不仅在花鸟、走兽方面出色，
在山水和人物画方面的造诣也同样出
色，甚至在书法、诗词方面也非同一
般。他作画以随意见长，不拘谨，不墨
守成规，兴之所至，一挥即就。1925年
新月社聚会上，王梦白的 《水墨三色
猪》，因其娴熟高超的绘画技艺，使他名
噪艺林，传为佳话。

《王梦白传》一书中，最让我感兴趣

的是王梦白和齐白石之间的过节。王梦
白和齐白石都是中国近代画坛上的两位
高手，他们师出同门，又同在一所学校
任教，同样受到陈师曾的厚爱和指点，
只是俩人性格迥然。

王梦白自傲，口无遮拦，对比自己
年龄大、木匠出身的齐白石有些瞧不
起，经常以各种方式讥讽齐白石，两人
因此结下矛盾。

但他们的关系并非像有些人传说的
那样不堪，俩人也多有合作。据说齐白
石在遭受王梦白的讥讽后，不计前嫌让
自己的三个儿子都拜王梦白为师，曾一
度成为京城画坛的一段佳话。在王梦白
去世后，齐白石老先生不顾高龄，与陈
半丁、张大千等人联系筹备治丧办事
处，担当起为王梦白家属举办王梦白遗
作展览，筹集款项，料理后事，安置遗
孤的重任。可以说，齐老完全不计前
嫌，以德报怨。

《王梦白传》共分七个章节，每个章
节按时间顺序排列，再现了王梦白跌宕
起伏的一生。该传文笔行云流水，既有
传记特点，又有散文味道。文风诙谐幽
默，清灵雅丽，对方言俚语、民俗风情
的描写极有韵味。

正如著名美术教育家、中国人民大
学博士生导师陈传席在序言中高度评
价：“作者并没有像一些老学究那样，惯
用夹文夹白，佶屈聱牙，貌似学问高

深，实则迂腐酸朽；也没有斤斤于繁缛
的考证，让外行读者晦涩难懂，不堪其
烦，而是基于史实，将专业术语化为轻
松的文艺笔调，为我们清晰勾勒出了一
个鲜活的艺术家”。

郁达夫说：“一切文学作品都是作家
的自叙传”。在《王梦白传》里，作者渗
入了自己的情感。有对王梦白孤苦身世
的同情，有对他才气的欣赏，也有对他
过早陨落的惋惜。作者对人物的褒贬也
是站在客观角度，不人云亦云，而是有
自己的观点，对王梦白的性格缺陷不掩
饰，也不置于否定，而是给予充分的理
解和同情。

感谢作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本难
得的好书，让我们看到了这些似乎只存
在于教科书的人物血肉逐渐丰满起来。
其实在民国这个山河离乱而又文气蓬勃
的传奇年代，这些活跃在文化前沿的艺
术家们本该这般鲜活生动，他们有自己
的个性，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追求，只
是每个人性格不同，命运也就不同，就
像盛名之下的王梦白，其艺术生命还未
来得及沉淀就过早陨落了，这不能不说
是中国画坛的一大损失。

走进冰壶书屋
□ 余 峰

初秋的早晨，天下着蒙蒙细雨，我
独自一人来到市区一条宁静的小巷，来
到小巷深处父母亲曾经生活居住过的
家。房子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已显破
旧，父亲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书斋，他
起名为“冰壶书屋”，取自唐代诗人王昌
龄“一片冰心在玉壶”之诗句。

走进冰壶书屋，一排书橱、一张书
桌、一台电脑、几张椅子摆放有序，这
里就是当年父亲生活的中心和精神家
园。二十多个春秋，父亲在这间简陋的
书屋里泛舟学海，博览群书，潜心著
述，笔耕不辍，撰写出版了多部理论专
著，200余万字，内容涉及党的建设、反
腐倡廉、地域文化等方面，有的专著还
荣获全国优秀党建读物奖和全国优秀论
文成果奖，专著中的很多文章先后被

《光明日报》《新华日报》《报刊文摘》
《党的建设》《党的生活》《群众》等报刊
发表。

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初，父亲担任地
市领导工作时就潜心党建理论研究，撰
写了许多党建方面的文章。1987年父亲
倡议成立了地市级党风党纪研究会，开
展党风党纪理论研究，成为全国第一家
党风党纪理论研究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父亲在为官生涯中，见过官场中的许多
官，有清官、好官，也有无德、缺德的
官。一个地方，官好，官风好，官场必

然好；如果官孬，官风坏，官场必然腐
败。父亲深感为官者重官德、守官德、
有官德的重要，他以自己敏锐的目光和
独到的见解在全国最早提出了“官德乃
官之魂”这一鲜明论题，这是父亲在廉
政建设方面的一个鲜明创造。

父亲认为，一个官员如果丢失了官
德，也就丢掉了官之魂，变成了缺德的
官。2001年，父亲撰写的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的 《官德感言》 和新华出版社出版
的 《谈官德》 两部专著相继出版，在社
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2002年，省杂文学会专门在镇江召
开父亲专著研讨会，来自省内的四十余
名专家和学者到会进行认真热烈的研
讨。省杂文学会会长金陵客称赞父亲两
部专著“具有显著的思想特色，没有一
段不是经过自己独立思考，没有一句不
是表述自己独特见解，是对党风廉政建
设富有真知灼见的肺腑之言，也是反对
官场某些丑恶现象的扛鼎之作。专著以
语丝的形式出现，表述的却是反腐倡廉
的大主题，读之犹如清风徐来，正气拂
面，有一种灵魂净化之感”。

南京大学一位知名教授感慨地说：
“如果我们的各级干部能将《谈官德》和
《官德感言》当作枕边书，朝夕诵读，则
百姓幸矣，天下幸矣”。对于官德，父亲
在专著中有许多精辟、经典的表述和认

知，如“官德是为官从政者德行的综合
反映”，“官德是做人、报国、为民的必
备素质”，“做人可以一生不仕，为官不
可一日无德”，“难耐清贫莫为官”，“德
不高何以为官”，“好人不一定都做官，
做官一定要是好人”等等。父亲专著思
想深邃，观点鲜明，富有哲理，是理性
思考的结果，是感性认识的升华。父亲
经常教育我们说：“医有医德，师有师
德，做官也应有官德，没有官德，即使
混入官场，也是一名丑角，演出的也是
一场闹剧”。

父亲在官四十年，对官德的研究从
未停止，官德二字始终是他在官言官的
话题。2012年他又撰写了 《在官言官四
十年》 一书，在书中父亲直言官场，直
言官德，以真情言官，用真话言官，为
官场建言，也为官场进谏言。《在官言官
四十年》 所言，皆是真言，也是良言，
没有妄言，没有谎言，完全是出于一种
社会责任，出于一个为官者自己的良
心，在官言官成了父亲心中挥之不去的
一种社会责任，他为官场留下了一份真
实的记录，一份属于历史的真实记录。
在父亲的专著中，关于官德的专著是最
有影响、最有代表性、最能引起人们共
鸣的，堪称专著中的经典。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丹心
一片颂官德”，做人做官的风骨和风采一

直在激励教育着我们，每次拜读父亲的
专著都有不一样的感悟。父亲在专著中
歌颂真善美不惜笔墨，鞭挞假丑恶针针
见血，从父亲专著中我读出了他深厚的
文字功底，丰富的人生阅历，敏锐的洞
察力，敢于直言，为民呐喊的“拳拳公
仆心”。

父亲将他在官四十年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想、所悟化作了对官德的
研究，奉献给了我们的党，我们的人
民。父亲专著中的话语像一面镜子，从
中照见了父亲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
心，也照见了众多为官者的灵魂，父亲
专著的背后是他多年的理论研究、工作
实践、理性思考和辛勤的付出。只有经
历世事，安于内心的智者，才能写出如
此之作。

用细腻的笔触记述时代，用犀利的
语法书写现实，是父亲研究官德，撰写
官德的初衷。官德从何而来，我在父亲
的专著中找到了答案：一靠修养，二靠
建设，三靠自律。

愿天下为官者皆重官德，是父亲多
年对官德研究捧出的寸草之心。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
云”，唐朝诗人元稹的一句诗让地处三峡
腹心的重庆巫山县一举成名天下知。浩
荡长江穿越巫山山脉，孕育出了壮美巫
峡。巫峡自巫山县城东大宁河起，至湖北
巴东县官渡口止，全长 46公里，峡谷迂回
曲折，奇峰嵯峨连绵，江水在峡中冲撞，漩
涡四起，云雾缥缈升腾，似幻似梦，好不令
人向往。

深秋时节，巫峡两岸的各种红叶渐渐
红透了。在山风的吹拂中，漫山遍野的红
叶仿佛赤浪翻涌，又好像一团团炽烈燃情
的火焰，红得动人心魄，红得令人心醉。
走进巫山，感觉置身于红色的海洋。放眼
望去，一山又一山，一岭接一岭，一坡连一

坡，这儿一丛，那儿一树的，或枝丫挺立，
或曲折低垂，就像丹青妙手随意泼洒的颜
料，由淡至深，红晕洇开，酒红、玫红、绯
红、嫣红、大红、深红、紫红……呈现出万
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绚丽景观，吸引了各
地游客慕名前来。

杜甫《秋兴八首》中曾曰：“玉露凋伤
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巫山红叶是国
内面积大、景观美、观赏周期长、文化内涵
丰富的红叶景区，被誉为江山红叶。往往
是在国内其他景区红叶谢幕之际，长江巫
峡两岸却片片红叶枝头挂，正如鲜花般，
红得多姿多彩。

巫山红叶有10万亩左右，连成片的有
3万多亩，系巫山得天独厚的野生黄栌、乌

桕、枫树等 200余种植物密林，生于岩崖、
水岸、高山、陡壁，在秋冬之际变成红色。
特别是黄栌，树干粗如笔筒，三两米高，叶
片圆而光滑，一丛丛，一簇簇，沿着河岸岩
壁绵延不绝。瑟瑟江风中，怒放的红叶红
艳艳，似红霞排山倒海而来，使得整个山
头一片火红，极具视觉冲击魅力。

在巫山十二峰中最为著名的，要数神
女峰了。《巫山县志》记载：“赤帝女瑶姬，
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阳为神女。神女峰
对岸飞凤峰下现存授书台，据说是瑶姬授
书夏禹处。县城原有神女庙，后来改名凝
真观”。

神女峰因其宛若绰约多姿的少女及
其浪漫的神话传说而吸引了无数文人墨
客浮想联翩，留下了灿若繁星的诗词歌
赋，这里是观赏红叶最浪漫的景区。顺着
铺满红叶的步道拾级而上，山势挺拔，高
峻而愈显巍峨，那尊矗立在峰顶的神女石
形似一位美貌仙子端坐云霓。一路走走
停停，涌入眼帘的是那层层叠叠的灌木森
林，由上至下布满沟沟壑壑，浓墨重彩，深
浅不一。缕缕阳光透过树梢，透过红叶，
远观仿佛是一片片美丽的花瓣，近看才辨
清是一片片树叶。随着欣赏角度的不断
变化，红叶给人的美更为多姿多彩。

最为赏心悦目的是，立足神女峰顶，
天高云淡，目极天涯，巫峡的恢宏壮丽尽
收眼底，让人有一种气壮山河，豪气冲天
的感觉。

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满眼梦幻般的
红叶铺天盖地，染遍了千山万壑，人在红
叶中穿行定格成一幅幅流动的画面，蝶在

红叶中飞舞旋转起一首首流彩的乐章。
江风漫卷，片片红叶随风起舞，恍若火苗
飘向空中，照得我们脸庞也红润起来。居
高声自远，我们对着群山大喊一声，回应
的是飒飒风声与耳边回旋的落叶声。

放舟漫游在巫峡，群峰如屏，峭壁并
列，两旁斑驳的岩壁上红叶丛生，有的顽
强地生长在石壁间，有的把虬枝探到水
边，这大自然造就的绝妙佳景，叫人叹为
观止。

夕阳晚照下，江面波光粼粼，山峰、红
叶和彩林倒映在清波之中，还有来来往的
船只驶出美丽的浪花。倚在船舷旁，只觉
得风光无限，目不暇接。我忍不住拾起飘
落在肩头的一片枫叶，枫叶淡淡的清香缭
绕在鼻翼间，让我柔情满怀，不禁想起那
部爱情电影《等到满山红叶时》的主题曲：

“红叶彩霞千般好，怎比阿妹在山崖。手
捧红叶望阿哥，红叶映在妹心窝。哥是川
江长流水，妹是川江水上波……”

“一江碧水，两岸青山，三峡红叶，四
季云雨。”奇特的高山峡谷地形和典型亚
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孕育了巫山丰富的
红叶资源，它给人的美是独特和绝伦的，
山被红叶遮掩，水被红叶浸染，道被红叶
铺成，构成了一幅天然油彩画卷。置身其
中，体验着人景相融的乐趣，不失为一种
最诗意的享受。

长江巫峡，一场红叶的邂逅
□ 钟 芳

和儿子共读的时光
□ 吉淑芳

童年的记忆总是和母亲的屋
檐连在一起的。.

那时的我，活像一只小野兔，
成天和小伙伴们一道，在田头地
埂窜来窜去。从不理睬落山夕阳
的催促，只有我的乳名一遍又一
遍在山谷响起，我才会想起回家
的路。

母亲一定是站在屋檐下，将
两手放于额际焦急地呼唤。而当
我的小脑袋魔术般地出现在母亲
面前时，母亲又惊又气。就在母
亲举起巴掌佯装打我的瞬间，我
却泥鳅般从母亲身边滑过，进里
屋吃香喷喷的晚餐了。

那时，母亲很高，屋檐很高。
七岁那年，母亲用竹条逼着

贪玩的我挎上了书包。山里太
穷，学校离家有十多里山路。母
亲总是早早地起来，为我蒸熟几
个红薯或玉米棒，在淡淡的晨雾
中送我出门。

牛羊归圈时分，我也该放学
了，母亲就喜欢站在屋檐下等着
我从茫茫暮色中归来。山路上的
杂草丛生，野刺槐不止一次地刺
破我的衣裤，也刺疼母亲那颗善
良的心。

山里的日头升了又落，落了
又升，我也渐渐长大懂事了。那

时候，山里的孩子能上完小学已
经算够有福气，所以小学毕业后
我执意要求辍学帮母亲干活。其
时父亲已卧病不起，全家的重担
都落在母亲瘦削的肩膀上。

母亲摸着我的头，直掉眼泪：
“娃啊，山里人穷就穷在没文化
上，只要你能学点本事，多见点世
面，娘再苦再累也值得呀！”

我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那
年秋天，漫山枫叶如火如荼，我被
省城的一所重点大学录取。临行
前的那个晚上，山风穿过屋檐，穿
过门缝，不停地拍打着微弱的煤
油灯光，我猛然发觉：在我蓬勃向
上的青春里，母亲已不再高，屋檐
也不再高。

我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生我
养我的大山的，母亲佝偻着腰，站
在屋檐下送我远行的神情是我心
中不朽的风景。

如今，什么都看到了，近处的
轻歌，远处的曼舞。然而常记得
风中的母亲，雨中的稻谷，不敢在
花里奢侈，酒中沉浮。

是的，母亲一生都没能走出
大山，甚至她那低矮的屋檐，但她
却以一个山村妇女的博大胸襟，
让她的儿子稳健地走向了人生，
走向了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母亲的屋檐
□ 明伟方

最近，家里新添了一组书
柜。整理书籍时，发现家里至今
还保留着许多儿子上高中时我读
过的书和杂志。

翻开汪曾祺的《人间草木》，
一枚玉兰花树叶书签轻轻地飘落
下来，一缕淡淡的清香在空气中
回荡，那熟悉的味道，芳香了那段
有书相伴的时光。

儿子读高中时，课余时间总
喜欢读一些书和杂志。为此，我
批评了他好多次。我固执地认为
高中课业繁重，没必要浪费时间
和精力去读那些“闲书”，要把所
有的心思全都用在学习上。

儿子据理力争，说出了读书
的种种好处。我们母子互不相
让，各说各的理。那段时间，因为
读书的事我和他闹得很不愉快。
在儿子的一再坚持下，最终达成
协议，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他
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读一些书，调
节一下紧张的学习生活。

于是,每到休息日，儿子总会
去学校门口的书店，买回一两本
杂志，有时也会买一两本特别喜
欢的书，他总是合理地利用零碎
时间，认真地去读每一本书，偶尔
也会讲给我听。

为了减少和儿子因为读书产
生的摩擦，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
间阅读那些书和杂志。

那时，儿子读的最多的是一
些名家散文和青春励志类杂志。
慢慢地我发现，我和儿子因为读
书发生的争执渐渐地减少了，还
有了许多共同的话题，有好多话
题都来自那些书和杂志。如今，
每次和儿子去书店，看到喜欢的
书都会不约而同地去挑选几本，
我们还像以前一样喜欢这些书和
杂志。那些书和杂志，曾陪伴着
我们母子共度了一段难忘的读书
时光。

后来，儿子就把买书的任务
交给了我，每到新书上架的日子，
我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书店，
生怕去晚了买不到新书。我迫不
及待地翻开那些散发着点点墨香
的新书，总要先睹为快。看到好
的文章，第一时间推荐给儿子，我
们讨论读书的共同话题越来越
多，关于读书的意见分歧和矛盾
也逐渐地减少。

儿子也会把他喜欢的作品推
荐给我，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喜欢
上了读书。读书，让我们母子和
睦相处，互相进步，愉悦心情的同
时还丰富了思想和内涵。

高考那年，儿子的语文成绩
还是令人满意的。儿子对我说：

“妈妈，如果我没读那么多课外
书，没有那么多课外知识的积累，
我的语文是不会考出这么好的成
绩的。”

儿子高中毕业后，我把一些
书和杂志送给了和我一样陪读的
朋友的孩子们，那些书和杂志也
带给他们好多益处。儿子说：“赠
人玫瑰，手有余香。”

有时，我推荐新书给儿子，他
还时不时地调侃我，老妈，我高中
时你不让我读课外书，后来你受
我的影响，你也喜欢读书了，没有
那时培养的兴趣，你现在还能喜
欢读书吗？是的，如果没有儿子
的影响，可能今天我不会那么喜
欢读书。还好，生命中有你和书，
有书相伴的日子，温暖了时光。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总相
亲。”那段和儿子共同读书的日
子，早已留在了岁月的深处。那
些读过的书，是我们送给自己的
最珍贵的礼物，足以温暖和愉悦
自己。总有一些温暖，让人无论
何时何地，总能心生欢喜。有书
相伴的日子，芳香了那段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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