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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驻京记者柯立

8月13日，鲁慕迅“大地壮歌”画展在中国
美术馆开展。这是一场没有开幕式的画展。
两周前，这位96岁的艺术家搭乘高铁从深圳赴
京。

由于年事已高，他近年来很少出远门。“一
路上，我的眼睛都是朝窗外看的，那天地真是
美啊！”看着广阔田野上丰收的景象，老人心情
格外舒畅。

“只要还能握住笔，我就会一直画下去，以
回报喜爱我的艺术的人们，回报这美好的世
界。”鲁老很想把沿途所见变成作品。

到山区跑一趟就产生一批作品

1950年从中原大学美术系毕业后，鲁慕迅
在长江日报工作数年，担任过美术组组长。

见到长江日报记者，鲁老直率地说：“欢迎
我的同行，你有什么问题只管提，我能够谈的
我尽量谈，我们同行之间没有什么不可以谈
的。”

武汉是鲁老数十年从事中国画创作及美
术理论研究的地方，在这里，他和周韶华等开
创了长江画派。

鲁老毕生致力于中国画的创作与理论研
究，探索中国画的创新，推动中国画的发展，成
为中国代表性画家之一。

鲁老记得，他出去采风到山区比较多。“到
山区跑一趟，我就产生一批作品。我很少坐在
家里画画，都是在外面得到的灵感。”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鲁老追求诗、书、
画三位一体。“过去的大画家都能够写一点诗，
我与一位诗词方面修养很深的老同志关系很
好，我到书店里找他写诗词格律的书，跟着学
写诗。我写的诗，他看了以后很满意，还写文
章来介绍我的这些诗，其实我就是找他学的。”
鲁老陷入回忆之中，缅怀起当年的良师益友。

特殊年代，他被下放到农场劳动，把苦难
看作是锻炼，坚持画速写。回城后，他一度在
解放公园美工室工作，与花房师傅结下深厚情
谊。

女儿鲁子砚记得，当时他们家在武汉剧院
对面一幢宿舍的8楼，没有电梯，每当昙花快开
时，花房师傅会抱着花送到他们家，让父亲画

“昙花一现”，画完后，花房师傅再把花搬回去。
鲁老至今记得这些帮助过他的热心人。

“一切情义都值得感恩！”他说，丰富的社会经
历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是铸造自家艺术品格的
重要因素。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鲁慕迅和家人定
居在深圳。这次途经武汉时，他很想下车看一
看武汉如今的繁荣景象。

眼花手抖仍舍不得放下画笔

鲁老现在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六七点钟
起床，早餐后稍作休息，从上午9点一直画到11
点多，多年不变。下午，他会看看新闻、活动活
动、晒晒太阳、喂喂猫狗。

“家里养了很多猫和狗，流浪猫就养了 8
只。对他来说，这都是生命，不能够随便丢弃，
他就收养了。”鲁老夫人刘老师说。

鲁老出生于1928年冬，如果按南方习俗以
虚岁计，他今年已98岁。现在，他自称“百岁老
人”。

“我的老年生活量力而为，能够画一点就
画一点，能够写一点就写一点。”鲁老眼睛现在
不太好，手有时候也有点颤抖，写字画画已经
很困难了，但他至今还没有放下笔。

他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有时候别人请他写
几个字，他会反复写很多遍，一直写到自己满
意为止。

如何养生？鲁老坚持粗茶淡饭，生活有规
律。晚上10点左右睡，早上六七点起床。他总
结了一套长寿经验：“首先要有好心情，愁眉苦
脸可不行。再一个，多锻炼。我每天早晚躺在
床上坚持锻炼。我曾拜一位武术高手为师，学
了一套拳、两套剑法。”

“最关键的还是要坚持做事。”鲁老至今不
停笔。“我舍不得放下画笔，虽然我现在眼睛、
手都不太好，但是，只要生命在一天，就坚持画
一天。”

要求画展不举行开幕仪式

此次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大地壮歌——鲁
慕迅画展”展出鲁老数十年艺术生涯中的诗书
画力作及珍贵手稿、艺术资料等66件。这次画
展不仅是对他艺术成就的回顾，更是对当代艺
术创新精神的致敬。

淡雅的素菊、浓烈的鸡冠花、清奇的向日
葵、坚毅的岁寒三友……鲁老画出了一位高龄
艺术家的童心和情操。《马蹄莲》《荷叶小鱼》等
经典之作笔法高超，蕴含着他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自然的敬畏。

应鲁老本人要求，画展不举行开幕仪式，
不收花篮，不安排多人的研讨会，欢迎艺友方
家在一种清静闲适的环境和轻松自由的学术
氛围中，静默观赏、谈艺论道、以画会友。

鲁子砚介绍，父亲担任湖北省美术家协会
驻会副主席多年，没为自己办过一次个人画
展。多年前，有些地方举办画展开幕时各界都
喜欢送花篮，有些大型画展门口摆满花篮。父
亲觉得这样太铺张浪费，他专门在邀请函里注
明谢绝赠送花篮，这种做法后来被同行广为采
纳。

画家汤立评价，这次作品展不像个百岁老
人画展，浪漫、奇趣，充满朝气，诗意盎然，用艺
术作品为大地放歌，充满豪迈的大写意精神，

令人耳目一新。
在策展人柳之升眼里，这次展出的作品数

量虽然只有66幅，但内容最全面，包括鲁老20
世纪80年代早期探索的作品、晚年探索创新的
作品。

画家马再兴是鲁慕迅的学生，“我的恩师
已近百岁高龄，这次还展出今年才画的作品。
他一生热爱艺术，孜孜不倦，生命不息、画画不
止，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美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高
度评价鲁慕迅的艺术成就，原本两老约定重逢
于画展现场，遗憾的是，邵先生上个月病逝，享
年90岁。

虽然没有开幕式，但画展现场人气爆棚。
专程前来观展的湖北画家谭晓辉说：“鲁老的
画展不搞开幕式，展现了老先生的高风亮节、
在画坛的地位和实力。”

艺术之路得益于好老师指引

现场展出的鲁老2008年写的《八十的困惑
与自省》备受关注，一些观众在现场朗读、拍摄
全文。

“画家到了老年，其作品是否就一定会老
化、僵化甚至退化呢？”80岁时，鲁老带着这样
的困惑，深刻审视和反思自己的艺术道路。

他认为，大自然是生命之源、艺术灵感的
源泉。70岁以后，与大自然疏离，灵感渐趋枯
竭，不得不走熟路，翻旧稿，自我重复。这一时
期的画作，他撕得多，留得少。

难道人老画衰了吗？他为此深深不安，决
心通过努力，创造条件，重回大自然怀抱，接续
灵感之源。

他还反思：人到老年，听到的好话越来越
多了，要冷静自省，客观认识自己，切不可把来
自各方的美誉，与自己实有的艺术水平画等
号，要安下心做学问。

他自我批评：战线长、涉猎广，但广而不
深，无一专精。仅仅作为一个国画家，诗、书、
画、文，每一方面都不可少，都需要付出极大精
力，如何区分主从，调整关系十分必要，否则将
一无所成。

他还自省：有时受友人的请托，不得不参
加一些纯属应酬的活动，“事后想想自己来日
苦短，哪有时间奉陪？这些干扰实在叫人无
奈”。

耄耋之年，他要求自己回归自然，排除干
扰，争取时间，量力而为，踏实地做点学问，“目
标也不必定得太高，做一个虔诚的艺术信徒，
尽到了自己的努力，也就不负此生了”。

他向来物欲很低，家人说他没有钱的概
念，对于书画的市场价值，观念还停留在二十
世纪五六十年代。

他回忆：“多年前就有企业家说要花1000
万元买我画册上的全部画，我没有卖。因为有
很多画，当时的心境，当时的情绪，当时的各种
条件，画出这张画，过去的画你要再重画，很多
画都画不出来了。”

鲁老先后在全国多个城市举办个人作品
展。1997年，他的作品《马蹄莲》被人民大会堂
陈列与收藏。2001年，他的作品《荷叶小鱼》参
加“百年中国画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2005年10月，他的作品《高风图》搭载“神舟六
号”宇宙飞船遨游太空。

鲁老很少卖画，有些是美术馆收藏，有些
是慷慨地赠送给朋友同事。早些年，有美术馆
收藏他的画，收藏费一次上百万元，他把钱都
捐了。这些年，他无偿捐献了不少艺术作品。

鲁老曾在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等多所高校
讲课，教室里坐满了人，连走廊、过道都挤满
了。“我的艺术之路得益于好老师的指引，对我
帮助很大的老师有好几个,我一直非常感谢他
们，我也想帮助更多年轻人。”

这位中国当代画家、美术教育家、国家一
级美术师期待有一个“鲁慕迅美术馆”，自己能
在馆里教学，“我想把自己关于美的一些思考
传递给下一代”。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洋 实习
生汪明旭 通讯员武柳青）武汉大
学樱花大道旁学生宿舍（老斋舍）
建成于1931年。这几天，武大正对
老斋舍樱顶阁楼的屋面琉璃瓦进
行更换。长江日报记者了解到，这
是时隔 8 年武大再一次更换樱顶
阁楼的琉璃瓦。

13 日上午，记者探访武汉大
学，炎热的天气并没有阻挡住游客
的脚步，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此参
观，还有不少参加夏令营的中小学
生来此“打卡”，感受这座百卅学府
的厚重底蕴。

樱花大道旁的宿舍楼（老斋
舍），樱顶有两处阁楼正在封闭施
工，阁楼外搭着脚手架，施工区域竖
着围挡，上面贴着一纸通告：樱园学
生宿舍樱顶阁楼屋面琉璃瓦破损严
重、瓦片经常从屋面掉落，学生和游
客每天人流量较大，存在很大的安
全隐患。经学校有关部门审批，拟
定于2024年8月2日—2024年8月
31日对该屋面进行全面修复。

记者从武汉大学文物保护管
理处了解到，老斋舍于2001年被列
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老斋
舍于1931年建成竣工，后期使用过
程中，多处琉璃瓦屋面瓦件出现破
损。2016年，武大对老斋舍整体琉
璃屋面进行了维修处理，此次修缮
遵循“不改变建筑原貌”的原则。

屋顶的琉璃瓦是武汉大学建
筑的一大特色，自樱顶阁楼开始修
缮以来，每天都有学生前来施工现
场翻找瓦片。“爱武大就爱武大的
一砖一瓦。”武大测绘学院在读研究生颜同学告诉记者，
他受网友所托，特意前往挑选了好几块漂亮的带花纹的
瓦片，除了自己留存几块，其余则送给了同学，还邮寄了
一些送给正在读高中向往考入武大的中学生。

“大家捡到的瓦片，还没有我在武大的时间长。”武汉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姜修翔笑着告诉记者。姜修
翔在武汉大学已经11年了，从本科读到博士，见证了武大
文物楼的多次大规模整修。目前姜修翔也是校史馆的讲
解员，每当有重量级嘉宾来校参观，都由他负责讲解任务。

姜修翔很理解同学捡拾瓦片的行为，他说大家捡的
瓦，上面是一只蝙蝠，寓意“福”。下面是一枚铜钱，连起
来是谐音梗，也是传统文化中常见的寓意——福（蝠）在
眼前（钱）。

“这些瓦片虽然不具有文物价值，但它能够牵动很多武
大人的心。”姜修翔说，这批更换下来的瓦片在屋顶已经8年
了，“捡拾一片回去，又何尝不是看山、看湖、看青春呢？”

姜修翔告诉记者，2016年武大对老斋舍进行了整体
大修，除了更换琉璃瓦，还改善老斋舍内部基础设施，将
易腐蚀的木质门窗改为仿古的金属门窗，并安装了中央
空调。而此次时隔8年后的再次修缮，只是更换阁楼的
屋面琉璃瓦。

“近年来极端天气较多，常年风霜雨雪的侵蚀，尤其是
今年初冻雨的影响，老斋舍屋顶的瓦片部分剥落了。”姜修
翔告诉记者，樱顶下方就是樱花大道，每天有大量游客和
学生来来往往，存在安全隐患。这次武汉大学对阁楼的屋
面琉璃瓦进行整体更换，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更换的琉
璃瓦无论是色调还是样式等，都将保持原来的风貌。

曾任长江日报美术组组长、96岁艺术家鲁慕迅：

“只要还能握住笔，就会一直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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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土家姑娘出嫁必备

恩施非遗织锦来汉展出
长江日报讯（记者万建辉 通讯员魏赜 伍丽亚）过

去，土家姑娘从十二三岁就开始学习制作西兰卡普，待到
出嫁时，不论织锦数量多少，都要作为嫁妆带到男方。8
月 13 日，被称作“土家之花”的西兰卡普从恩施来到武
汉，亮相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

长江日报记者13日上午前往观展，被眼前织锦的质
地、色彩、图案吸引和打动，无论是织锦壁挂、围巾、领带，
还是西兰卡普布料的杯垫、布包等文创品，无不透出朴素
之美，其棉质朴实，红蓝黄主色调为底色的图案古朴厚
重，布面上织出的动植物形象灵动可爱。

恩施州博物馆陈列部主任胡征一告诉记者，西兰卡
普是一种土家织锦，在土家语里西兰是铺盖的意思，卡普
是花的意思，西兰卡普即花铺盖。

胡征一介绍，土家织锦雏形于秦汉，成型于两晋，成
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分布区域主要是湘鄂交界的恩施
州与湘西州，尤以酉水流域的来凤县、龙山县为盛，其特
有的“通经断纬反织法”使得织锦色彩对比强烈、质地厚
实，成为土家族织锦的典型代表。

1957年，西兰卡普被正式命名为“土家织锦”。1989
年，土家织锦作为国礼赠送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及夫
人。2006年，西兰卡普织技被列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名录。

晴川阁武汉大禹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张丽红表示，此
次与恩施州博物馆合作举办具有民族文化、非遗传承特
色的“土家织锦——非遗传承西兰卡普展”，让武汉市民
在家门口就能了解到民族传统文化，增进对民族文化多
样性、丰富性的认识。

武汉大学樱园学生宿舍樱顶阁楼屋面琉璃瓦修复现
场。 长江日报记者詹松 摄

鲁慕迅近日在家中创作。

鲁慕迅作品《大地壮歌》。

鲁慕迅作品《门对荷塘》。

鲁慕迅2018年90岁时创作的《春田》国画。

作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