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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电脑的好处就是随意写的东西不容易丢散了，这样便成全了这个集子。其中偶尔

有披露过的，少有应邀命题而为的，绝大部分为漫无目的的有感而发。或议论，或抒怀，

唯一个真字可取。

集子里的四个小版块，大概能体现我的性格、志趣、态度和精神面貌。

诗歌是美丽曼妙的菩提树的果子，往往是一段惬意或愉悦心情的留芳。有这些不

知能否称为诗的短句放在这里，便已经是一种成就了，至少它印证了我的生活有滋有味，

有情有趣。

散文是仙女手里的花瓣，往往是一段生命际遇的感慨，是可遇不可求的雨后彩虹。

所以，能有如此感慨，足以说明我的生命体味还算精彩。

教育心语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教师的心里话，我有幸是能够披露这样心声的那个

教师。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教育实践与研究》杂志，能将这种声音广播开来，惠及后生。

三篇文章实际是三部书稿或教案的剪辑。

《当代中国教育理念与‘钱学森之问’》，还有《人才评价与‘钱学森之问’》和《用

人机制与‘钱学森之问’》两个姊妹问题。后来发现牵扯的方面太多，根本不是个人

能力所及便放下了。

《人为什么活着》是《致青年》（讲人和命运关系）未完成书稿的片段。当学校

院系合并后，觉得将主要精力放在美术上是明智之举，所以也放下了。

《汉字给我们的启示》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别论》教案中截取出来的。这是我为

院系合并精心准备的见面礼，无奈课程的知识内容太多，学院拿不出 120 课时，所以，

这个教案也就成了压舱石。自以为这是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于大众的文化普及和

爱国主义教育，起码若此，故将其收入到这个集子里。

                               2013 年 10 月 12 日于盛世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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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说诗画

这个阶段画了一些较为精致的画，画愈是要求精致，意却愈要追求肆意，这样的画才会有看头。

四尺对开的斗方是比较难画的，古人说的经营位置，斗方可御，复无险阻，其他俱可驾轻就熟矣。

画这类怡情的画，免不了诗怀涌动。画完了，诗也就题上去了，虽不工整，却也切意，算是文

人画的把戏吧。

“用完朱膘用朱砂，满纸皆是富贵花；它年赤壁若相逢，共与孔曹话桑麻。”

早年无事生非，画了一幅《曹操、孔明赤壁问答图》。那日画画累了，便放开嗓子唱起歌来。

反正放假了，整个楼里就我一个人，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不一会儿嗓子就溜达到杨洪基的《三国》

主题歌《渔家傲》上去了。唱着唱着就又想起曹操和孔明这对冤家。我逢盛世，尔等乱年，相逢自

然心情异，同是桑麻当有别。故而再画《赤壁问答》便有了我一份。

今天凌晨，一群丧家犬在师大新校区我的画室前嘶闹。五十岁的人这个时候一旦醒来便难复眠。

也好，这个时候画画最是惬意。画了一幅雪景，画罢而诗成：“斗罢寒梅戏迎春，一路归来一路风；

老巢犹在檐头下，怕扰相识树远听。”这首小诗不错，最美“怕扰相识树远听”，把小燕子急切盼

望与故人相见，却又不愿吵醒朋友的心情写了出来。

上大学前电视并不普及，读书是很能训练想象力的。所以，我们这代人看历史题材的电视剧，

经常会说那个历史人物不像。记得上世纪在 90 年代四大名著的电视剧版都出来了，我专门给学生搞

了一个讲座。题目就是《关于中国四大名著的影视改编问题》，大概讲了三个多小时，其中一点就

谈到中国文学的意象美问题。

从客观的物象美，通过文字、绘画或其他艺术语言升华到意象美，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现象。几

乎可以说是在儒、道两家哲学思想影响下的文化运动。

这个运动从汉代到新文化运动，可以说一直延绵不断。从董仲舒的新儒学到鲁迅的“打倒孔家店”，

本身就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电视剧。我特别喜欢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歌曲，毛阿敏唱得好，歌词

写得更好。用这个歌词推而广之，中国文化史上的那些人物，都能够活灵活现飞扬在你的面前……

宋是中国绘画的高峰。很多人在画集的序言中常说“直追宋元”，然，为什么画会兴盛于宋元？

思考的人却可能不会像说这句话的人那样多。在《影视作品分析》课程中，我曾给学生讲过长篇电

视连续剧剧情结构的逻辑基础。盖首、次集介绍背景、主要人物；并为第一个小高潮铺垫，第三集

出现一个小高潮。凡此类推，一般两集一个高潮，单数集高潮结束，双数集浪涛涌起。这和中国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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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电视剧的时间段和形式有关，悉数道来，长篇累牍，就此放下。

说远一点晋的书法和玄学，是宋画兴起的第一个直接逻辑基础；唐诗是宋画兴起的最重要的逻

辑基础；程朱理学和皇家嗜好将其推向巅峰。

为什么说“唐诗”是“宋画”最重要的逻辑基础呢？

从《诗经》开始，诗歌发展的脉络可能最为清晰。虽然秦以前的诗歌，今天的我们已经难以读

懂，但诗的那种意象美，我们是能够感觉到的；到三曹和陶公，诗歌的意象美和人文的理想主义关怀，

它真的成了中国文人体内的芬芳。

盛唐，是我们描绘唐代社会景象的常用词汇。当我们研读唐史的时候，实际上唐代和中国历史

上其他朝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一样的血雨腥风，一样的多灾多难。但除了一个“盛”字，还真的

难以再找到一个形容“唐”之景象的词汇。唐开华夏大文化之风尚，是其独特的时代气质。诗、书、

散文、歌舞等，这些表达人的真性情的艺术形式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进而，中国人的情感得到了全

面的解放和发展。

一直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具有内敛的基本性质。这也是为什么只有晋代，当“异族”入主中原

时，才有“玄学”、竹林七贤等现象。一些史学家将其归罪为“是异族入主后，文人的消极和颓废”。

我不这样认为，就七贤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来讲，基本上都为朝廷服务，怎么能说他们消极和颓废呢？

我倒觉得他们有些像今天的暴发户，一夜之间有了钱，却没有驾驭财富的品德和能力。确切地说，是

没有驾驭财富的正确理念，当他的财富越多，这个缺憾就越被凸显出来。就像前几年听儿子唱一个网

上流行的歌那样：“假如我要有钱了，直升机买两架，一架拉着另一架……”，这并不是道德的缺失，

而是对财富的无知。这个时候的人往往是最可悲的！所以，当人们抨击富二代的恶劣行为时，我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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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扼腕，他们实际上是那些“错误财富观”的牺牲品，与竹林仕子被送上断头台并无二样。

解放和自由是人最喜欢的两个词。实际上无论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真的被“解放”或“自由”了，

所付出的代价，可能不会比为获得这样的“解放”和“自由”少。中国的历史和当今的世界至少证

明了这一点。

历史仿佛一个钟摆，某一个最佳的历史现象，一定是这个钟摆在各种力量的作用下，摆到居中

的位置。如果没有春秋战国的思想解放，如果没有秦、隋的法制刚猛，如果没有三国、两晋、南北

朝的离乱，唐也就不会有政治、文化和经济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唐朝也就不会担当起升华华夏民族

人文情怀的历史重任。

西方有“文艺复兴”，成为西方人文品质提升的一个重要历史节点。

在中国没有这样的节点（指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这大概跟中国宗教和政治、科学的冲突没

有那样尖锐有关。但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次思想和文化的升华。

思想的升华是诸子百家的时代。文化艺术的升华就是唐代。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值得庆幸的是，这样的升华，不仅没有分裂了国家，反而使中华民族不断壮大，

更具人文魅力。这实际上正是当下西方世界害怕中国强盛的根本原因。不知道哪一位高人说过：“科

学是毁灭人类最有力的武器。”我十分赞成这个观点，甚至我儿子都能看透这一点。他本是喜欢化

学和物理的，但他有一次跟我们郑重其事地谈话：“我准备学画画。”

我和他妈妈不约而同地问：“为什么？”

帅儿说：“我喜欢化学，可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将人类从冷兵器推向了火器时代；我喜欢物理，

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又致使战争发展到了核武器时代。我虽然没有那样高的水平，但到后来无非是

为掠夺地球资源和毁灭人类而努力罢了。”

这实际上已经不是我和她妈妈为儿子的选择感到痛惜了，而是我们“人类”的困惑！

前一阵子看了一本书，叫《东方的微笑》，是讲麦积山佛造像的。我觉得这个书名非常好，加

上书的封面选的造像又很贴切。

实际上很难用一段比较短的文字，将唐代对中华民族文化飞跃的历史贡献讲清楚。用一个比喻

来的比较容易：我们在街上发现了美女，往往会说“真漂亮，眼睛真好看”“身材真好”凡此等等，

但当我们见到完美的美女时往往只会说：“气质真好！”

是的，正是大唐对文化的追求，和对“书法”“诗歌”等能够温文尔雅地释放人文情怀的艺术

形式的选择，让华夏文化有了这样高贵而优雅的气质，更何况还有在这种文化熏陶下而流露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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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包容而又神秘的东方的微笑呢。

小时候读到的唐诗，是“文革”前初、高中《语文》课本上的。说实话，是读不懂的，只是读

起来上口，脑海里有番景象罢了。但认了一个死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诌”。所以，

到了大学买的第一本书，便是《新编唐诗三百首》，加上舅舅送的一本《唐宋词一百篇》，便成了

课桌里的常备书，没事就读一读。以至于后来参加工作，开会的时候我可以几个小时不停地背写那

些诗词。

后来关于诗词格律的书倒也看过，尤其有一本是刘德福写的，据说此人是我读的小学（宣化第

一炼铁厂子弟学校）的老师，就认认真真地读了一番，除了七言和五言的平仄能背一些，其他的基

本又都还给他了。所以，我现在写诗七言、五言居多，也不够工整。多是画完画了，有了感觉就来

几句，现在电脑打字多了，有时还提笔忘字，字义有时也不确切，一般也就是表表意境而已。冷不

丁有几句可读，跟“语不惊人死不休”没有一点关系，基本都是顺嘴秃噜出来的。

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下了几次决心要读完《全唐诗》，到现在也没有完工，我经常暗地里嘲

笑自己《全唐诗》和《红楼梦》在我这里都成了烂尾楼。

红楼实际是读过的，“文革”期间出版过一次该书，继父买了一套，并告知我二十五岁以前不要看，

越是这么说越要看，除了男红女绿搞得我神魂颠倒外，个中滋味其实一点也没读出来。上大学后到

郑州去看我的亲爷爷，也不知道是东北人爱吹牛皮，也不知道是真的，跟我说：《红楼梦》写的那

是啥玩意，比咱们家差远了，沈阳附近十四个县都是咱家的封地，过年的时候，送年货的马车就能

排出二里地去。他老人家这么一说，搞得我到今天为止，一看《红楼梦》就像看我祖上的那点事，

不是恶心，就是难过。本来是事不关己的事儿，却偏偏不能高高挂起，要不人他怎么就是人呢！

年轻人一般都喜欢李白，我也一样；四十岁以后更喜欢杜甫，尤其是他的五言和七言经常会当

分镜头剧本给学生讲。一首是“迟日江山丽，春来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一首是“两

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极平常中见真性情，见真功夫。

真是践了他那“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誓言。

能解释诗和画关系的，苏东坡对王维的评价最具代表，也最能说明问题，大家都知道，再说便

入俗套。

没有诗文化的滋养，单凭儒、道哲学追求和理念，难有中国山水画的这般美学气质。

                        

               2011 年 8 月 11 日于河北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 321 画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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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言题画诗十八首

乙亥年秋月

白鹅通灵性，向晚盼亲归。

难免仓篓内，鱼虾与春肥。

落笔无形处，万象自心生。

飘忽肆仙语，一止问吾心。

江南好去处，皖浙鱼米乡。

桃花含翠吐，烟雨锁闺窗。

天寒青失色，雾重鸟飞低。

挥手自兹去，金樽洒别离。

翠谷飞瀑近，青松志远高。

清音出自然，妙笔赠故交。
用
『
石
鼓
』
书
五
言
题
画
诗
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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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赠朱介夫先生画题诗

朱门多霸气，难得一介夫。

清心潭中月，明节庭前竹。

 辛巳年二月十七日题长城谣诗 

青砖没白骨，残垣育春潮。

莽莽伍仟岁，谁解长城谣。

辛巳年二月十七日题画诗

青山何不老，子君何逍遥。

清泉净汝耳，松涛涤心劳。

 辛巳年梅开时节补句

孤寂临风月，铁胆傲红尘。

崖断开无主，遣花觅知音。

用
『
石
鼓
』
书
五
言
题
画
诗
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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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巳年四月题《向晚听泉图》

清泉哀自鸣，归鸟醉秋风。

莫道都去也，吾可是知音？

 辛巳年十月

黄栌迎天笑，清泉石底生。

叶残肥瘠土，水长万里情。

辛巳年十月

霜降桦林黄，杂草碧犹茫。

箫转逐风去，石老记沧桑。

辛巳年十月

翠绿着山色，青石披树妆。

太行八百里，处处神仙乡。

 癸未年三月

万象自情出，支笔写大千。

纵横十万里，上下五千年。

用
『
石
鼓
』
书
五
言
题
画
诗
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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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年三月

山青木知寒，候鸟早飞南。

无颜浑不觉，痴心写碧岚。

寄身孤岛上，明月若比邻。

高古多寂寞，江风抚瑶琴。

尺素凭天至，玉案笔底风。

故友催促紧，残墨羞涩吟。

夜雨庭柳翠，金樽玉浆盈。

何处寄相思，明月与君行。

丁亥年立秋，作画偶得“秋风皴碧水，
骄阳懒渔舟”诗句，遂补以成五古一首。

银鬓羞墨色，切切韶华流。

蓬冢案头笔，清洗鱼中游。

秋风皴碧水，骄阳懒渔舟。

盛世何所寄，赤膊展画筹。用
『
石
鼓
』
书
五
言
题
画
诗
之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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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未年春三月

太行山野阔，有鸟任高飞。

清鸣惊隐客，春华梦里回。

乙亥年秋月

田园诗情好，农家画意纯。

何时得归依，翠竹伴侬耕。



11 诗歌·  菩提树的果子

七言题画诗二十一首

平湖无端锁明月，落得游子万卷愁。

昨日兄弟今何在，独与清荷叙个由。

太行高处不胜寒，红叶未去雪封山。

君何担忧天气冷，红椒浊酒对灯谈。

 辛巳年二月十七日题松友图

劲草如弦舞风歌，苍岩似铁咏山河。

浮云本来无形物，拿来换酒对君酌。

辛巳年正月题

晓风残月杨柳岸，关情无度万重山。

原想只写三株柳，平添明月与远岚。

辛巳年二月十七日题

诸矶临风邀明月，平浪弦歌诉圆缺。

红荻有泪且相思，寒桂何时与君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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