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诙谐之中现光华

谢春彦先生受潘耀明邀

约 ， 在刊物上开了个专栏 ，曰
“吾师吾友”。 《春彦师友》便是
这些专栏文字的汇编。 所写人
物以漫文漫画出之，一文一画，
描绘出文学艺术界的师友群

像，画出了文中的魂，写出了画
中的神，图文相得益彰，文画亦
庄亦谐，妙哉！

读这些短文， 感觉谢春彦
先生饱读诗书， 行文中融入古
文写作之句式，言简意赅，却韵
味无穷。 想起了前些日子读过
钱红丽的 《古文之美》， 她说：
“偶翻《本草纲目》，也是被其间
简淡的文风吸引———极平易的

说明性文字，三言两语，极度精
准地将一样样植物的特性和盘

托出，明白晓畅 ，一看即懂 ，这
还是工具性质的书呢， 随笔散
文更应如此。 ” 谢先生即是如
此，文字富有古典语言之美，在
《画家夏阳》中写夏阳：“画家夏
阳，籍南京，原名祖湘，少孤苦，
漂泊无依，总角之岁移台湾，开
始与绘画结缘。 后转欧陆，苦行
力学， 经历并实践了二十世纪

中晚叶以来欧美一系列当代艺

术运动，身处风口浪颠，是华裔
艺术家中之佼佼者。 ” 寥寥数
语，写出了画家的人生。

也想起了《史记菁华录》和
《世说新语》，善于画人，能抓住
人物的特征，勾勒几笔，且拿捏
得恰到好处，人物便活灵活现，
形神俱佳。 《春彦师友》便有这
样的韵味， 传承了古典文学之
精神。 写《画坛寿星朱屺瞻》，用
了 “瞎■■” 来写先生，“瞎■
■”原是上海话，意为随手涂鸦
者，既写出了先生的谦和，也写
出了先生作画的最高境界是随

心所欲，驱除匠气造作。 《大师
刘海粟》的一个“狂”字，便写活
了大师刘海粟。 写萧军先生，从
他的豪气入手， 他的打， 他的
玩，他的唱 ，写出了 《雄心不灭
的萧军先生》。 谢春彦先生在与
这些人物的交往中， 善于用画
家的眼光去观察这些人物 ，用
作家的眼光去感悟这些人物 ，
才抓住了这些人物的魂， 才写
出了这些人物的神。

谢春彦先生在写这些文学

艺术界翘楚时，也融入了自己对
文学艺术的见解，也从这些人物
身上学到许多人生经验。他写海
上画家程十发，便写出了自己的
艺术主张：“他亦一手伸向传统
的文人画，另一只手撷取民间绘
画、民间艺术的健康明丽夸张朴
野，又适当引进西洋水彩之法，形
成风格极为明显、 以人物画为主
体，兼及花鸟、山水的新颖‘程家
样’一派。”写华君武先生，写了对
漫画的理解， 漫画中的立意、章
法、造型乃至点线，应是活化了的
中国文人画， 在粗头乱服的表象
中自居森严法度，讲究内功内美，
题字与画浑然天成。 在写草圣林
散之先生时， 想到了书画界的铜
臭气， 他写道：“老人家势若游龙
的草书，仿佛城下的长江之水，有
着永不止息的生命，百世难灭，非
时下书字敛钱敛名者可以望其项

背耳。”他写画家吴冠中的大度谦
和，在一次艺术研讨会上，他发言
中提及吴老的字写得并不怎么

样，吴老说自己不善书法，并没有
不高兴，还把《石涛画语录》签名
赠给他。 写冯其庸先生的正派正
直， 对后学的提携达到了无私的
境界。 “画品、文品和人品应该是
统一的，在最高意义上当与‘文学
即人学’抑或‘风格即人’的理念
同一。”老一辈文人身上的这些美
德，应该得到很好的传承。

谢春彦先生的文字， 看似
写得随意， 有话则长， 无话则
短，如行云流水，但行文时颇为
讲究。 写钵水斋苏渊雷先生，五
十年前捡到一本 《李杜诗选》，
引出选注者苏渊雷先生， 文章
最后用《李杜诗选》中的诗句结
尾，前后呼应，完整紧凑。

谢春彦先生的画是水墨人

物小品 ，灵动传神 ，妙趣横生 ，
幅幅经看。 文章也是短小精悍，
少则几百字，多则千余字，语感
极佳，篇篇耐读，值得爱好写作
的读者借鉴， 妙处是在诙谐中
见出光华来。 （孙永庆）

所见微尘，皆因有光
新近出版的 《所见微尘皆

因有光》一书 ，汇聚了梁衡 、毕
淑敏、刘醒龙等 14 位作家的散
文精品。 这些作品中既有对生
命的赞美，又有对亲情的怀恋；
大处着眼天地时空、人文历史，
小处体悟人间烟火、生活微澜，
读来别有韵味，启迪心智。

栽下“沈公榕”的沈葆祯是
晚清重臣， 这位在洋务运动中
参与兴建北洋水师的先行者为

民族振兴所做出的努力理应被

世人铭记。 梁衡的《沈公榕，眺
望大海 150 年》一文气势恢宏，
它不但能让读者深入了解沈公

的丰功伟绩， 更可通过岁月的
流转看到我们海防力量的前世

今生， 洞悉海上发展史的清晰
脉络。 同样，文天祥的“人生自
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几
乎家喻户晓， 可真正知道他在

被捕后所遭受的威逼利诱和内

心煎熬历程的人或许并不多 。
陈启文的《时空中的一个坐标》
从文天祥被捕入狱说起， 精彩
讲述了这位“伟丈夫”的最后时
光。

在 《让爱照进生命》 一章
里， 刘醒龙以 《抱着父亲回故
乡》 一文讲述了其抱着父亲骨
灰回乡的经历。 一路上所经之
处、所触之物，使作者的思绪驰
骋，往事如在眼前。 这一路既是
对父亲一生的回顾， 也是乡音
乡情的再现， 作者对父亲的崇
敬、热爱之情流露在字里行间。
《植满时间的疼痛 》《有一种悔
恨叫永远》则深刻地表明，曾经
被忽视或不被理解的爱， 在至
亲离去后总会引发刻骨铭心的

痛。 有人把亲情散文比作“催泪
瓦斯”，读者总会在这样的文章

中产生强烈的共鸣， 进而珍惜
当下的美好。

毕淑敏的散文总能从细微

处入手，给人以积极的引导。 在
《一念三千里 》 一文中 ， 她从
“念”字联系到“须臾”，再到“念
头”，层层递进。 貌似信马由缰
的谈论， 最终收拢到颇有深意
的主题 ： “把好念头变成好行
动， 让好念头层出不穷遍地开
花，乃是人生要务。 ”而作为著
名文化学者， 南帆在严谨务实
之外还有着诙谐幽默的一面 。
在《学车记 》一文中 ，他学车的
有趣画面仿佛就发生在我们身

边，让人忍俊不禁。
读优秀的散文，如沐春风、

如饮甘霖。 相信《所见微尘皆因
有光》一书，会让读者找到这样
的感觉。

（朱延嵩）

《大局》
作者： 北京大学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编

出版： 中共中央党
校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北京

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院举办的“新时代
学习大家谈”系列学术
讲座第一阶段的成果。
“用学术讲政治” 是本
书的鲜明特点，参加系
列讲座的学者和专家，
用通俗的语言，将深厚的学术积累聚焦党中央治国理
政新方略，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包括中国经济发展、工
业体系、改革开放、法治道路、乡村振兴、文化自信等
方面，畅谈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思考。

《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
作者：严 飞

出版 ： 上海三联
书店

社会学厉害 ，还是
物理学厉害？ 劳动带来
的喜悦和满足为什么

消失了？ 为什么我们永
远在“剁手”？ 婚姻里真
的是谁收入高 ，谁就更
有话语权吗？ 面包和理
想 ，我们选哪一个 ？ 人
类可以通过基因编辑

成为自己的 “造物主 ”
吗？抖音、滤镜、后浪重新定义了这个世界吗？……清
华大学社会学家严飞， 以沉淀百年的经典社会学理
论作地基，从构成社会的秩序与人性出发，探讨和理
解当下的中国。

《海南岛传：一座岛屿的前世今生》
作者：孔 见

出 版 ： 新 星 出

版社

本书以随笔的话

语， 叙述了这座海岛隐
秘而传奇的身世， 打捞
出沉船一般斑驳的人物

与事物， 在复活再现的
同时并加以辗转演绎 ，
从中榨取出丰盈而令人

惊讶的意义与滋味———
这恰恰是海南岛最令人

神往的所在。 文中许多
象征之物，其蕴义已非物本身，亦折射出人情、风俗、
时代等交叉相织的历史迁延。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