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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先生（1898—1989）祖籍安
徽和县，生于江苏与安徽交界的乌江，
与采石矶是一江之隔。林散之曾先后
担任江苏江浦县副县长，南京市政协副
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委员，
江苏省书协主席等职务，1963年起受聘
为江苏省国画院专职画师。林散之先
生世称诗书画“三绝”，赵朴初先生曾写
诗评价林散之“庄严色相臻三绝，老辣
文章见霸才”。林散之平生视诗如命,
曾自谓“以七分精力用于学诗，功夫最
深，两分用于写字,画乃书法余事”。林
散之一生作诗三千余首，或纪游，或咏
史，或论艺，风骨洒落，典雅超逸。他著
有《江上诗存》36卷及编外集6卷，发表

的只是他诗作的一部分。在林散之的
多首诗歌中都抒发了他钟情采石矶的
浓烈情愫和心仪李白的不尽胸臆。

江南名胜采石矶位于安徽马鞍山
市境内的长江东岸，是国家重点风景名
胜区，国家5A旅游区。此地不仅是秦始
皇唯一一次巡游江南的登临地，也是千
字文的诞生地。李白在采石矶留下了

《望天门山》、《夜泊牛渚怀古》、《横江词》
等著名诗篇五十余首，留下醉酒后跳江
捉月的传说。历史上文人墨客如白居
易、刘禹锡、杜荀鹤、王安石、欧阳修、陆
游、辛弃疾、文天祥等，都曾游历采石矶，
凭吊李白诗魂，留下众多诗文篇章。

林散之的安徽情节是有原因的：首

先，他生于斯长于斯，很长一段时间学
习、生活在安徽，他的三位恩师范培开、
张栗庵、黄宾虹都是安徽人；其次，林散
之妻子盛德粹也是安徽全椒人，姐妹也
都嫁在安徽，林家祠堂就在安徽。到了
晚年，他也曾多次在不同的场合以安徽
人自居。最重要的是他一生中最崇拜的
人诗仙李白就是在安徽终老的。早在20
世纪30年代初，林散之先生就曾写下《秋
日偕友登采石矶二首》：心折东南胜，扶
摇上翠螺。空青嵌断壁，虚白上层阿。
水击三千里，松攒十万棵。我来不忍去，
空月照江波。“翠螺”指的就是采石矶。
1972年采石矶重修李白衣冠冢时，请林
散之题写墓碑“唐诗人李白衣冠冢”，林
散之欣然赋笔八个大字，字字力透纸背。

1978年,林散之长女林生若被采石
矶李白纪念馆邀请，做文史资料的研究
工作，当时就住在太白楼。那时候交通
不便，通讯闭塞，虽然一江之隔，父女却
数月不见，由于经常思念长女，林散之
对采石矶自然又多增添了几分情思。
1978年10月，林散之偕陆俨少等诸多好
友一行27人，再次来到采石矶太白楼，
看望长女林生若。当天，先生兴致极
高，一气呵成八首诗作，随后又作二首，
成《太白楼十首》（手卷现存于采石矶李
白纪念馆）。我们能从诗中感受到他对
李白诗才与人品的倾慕，是发自内心的
敬仰和膜拜。他在《太白楼十首》手札
的序跋中写道：“采石矶为李白旧游之
地，江山秀丽，风物宜人”，“留连至晚始
归，故作绝句十首以纪胜概。幸勿笑我
于诗祖宗面前狂妄如是也”。

林散之生前书画作品中常写的内
容除了自己的自作诗，最多就是李白的
诗歌。1979年重修太白楼后，林散之还
为太白楼撰写了一副对联：乘月归田
庐，千载论交唯纪叟。大江流日夜，一
生低首是宣城。1984年，南京电视台为
林散之拍摄专题片，林散之提出，专题
片中一定要有表达自己对李白崇敬的
情节，要求到采石矶取景。时年已八十
六岁高龄的林散之，再次登上了采石
矶。采石矶成了他萦绕心头的执念，生

不能与李白相伴，死当与李白为邻，期
望自己百年之后能与李白为邻的想法
日趋强烈。晚年时，他将这一心愿多次
告诉过当时在李白纪念馆工作的长女
林生若。经过自己和朋友们多次实地
考察，他在与采石矶两公里的小九华山
上，找到了一块与采石矶遥相对望的山
坡，欲葬于此地。1981年，林散之将亡
妻盛德粹骨灰先迁葬于小九华山，并亲
手题写了墓碑“诗人林散之暨妻盛德粹
合葬”。1989年，林散之写下绝笔“生天
成佛”。遵他遗嘱所愿，先生被葬在小
九华山上，初步实现了他与李白为邻的
心愿。

1987年前后,马鞍山市政府和林散
之本人都有意向在采石矶建艺术馆,以
将书画精品捐给国家集中展示，流传后
世。1991年10月15日，林散之艺术馆举
行了盛大的开馆仪式。馆内陈列的百余
幅书画作品均由他的子女无偿捐赠。艺
术馆主馆设计为古朴典雅的草堂，茅草
覆顶，名为“江上草堂”，取自于故居的原
名，由赵朴初先生题写匾额。园中一组
随意散立着一亿三千万年前的硅化木也
叫树化石，谐音寓意着“散木(墨)不朽”之
意。1996年10月，林散之与妻盛德粹合
葬之墓从小九华山迁入馆内。整个墓园
设计巧妙，启功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先
生之墓”，墓碑后的花岗岩照壁上,镌刻
着“雄笔映千古，巨川非一源”，为赵朴初
先生手书。赵朴初将王安石两首诗当中
的两句诗巧妙地组合，赞叹林散之博采
众长，铸成大器，辉映千古！至此，完完
全全了却了林散之先生“归骨大江之滨，
谨依太白为邻”的宿愿。

采石矶林散之艺术馆承载了林散
之先生一生的艺术积淀，是马鞍山市
乃至安徽省一张耀眼的文化名片。艺
术馆经常举行各种纪念缅怀活动，并
积极参与众多文化艺术交流研讨活动
及林散之先生艺术的研究工作。长江
文化、李白诗歌文化与林散之艺术文
化珠联璧合，成就了采石矶“大江绕绝
壁，草圣伴诗仙”这一绝佳的自然人文
佳话。 （文/查亚凝）

林散之先生与安徽采石矶情缘
那年，我穿着一件因节省布料而

短小的卡其布中山装和打了两大块补
丁的裤子，独自敲开了南京百子亭 22
号林散之老人的房门。当时，我 20岁
出头一点。

记得我被林老家人领到老人书案
前的时候，老人正坐在案前，慢条斯理
地在碗杯里洗他的假牙套子。他非常
专注，一点也不理会站在眼前的不速
之客。我有点尴尬，只好静静地等着，
好一阵功夫，老人才抬眼望了我—下，
没有表情，也不作任何表示，让我继续
尴尬，而他则微微侧过头去细心而缓
慢地装他的牙齿。

老人的脸庞很丰满，两眼炯炯有
神，活似寺庙里的罗汉，但不是慈眉善
目的那种。我在此前拜访过好几位名
人，当时他们待人接物一点也没有脾
气，而眼前的这位长者仅就外表看，就
知道是很有个性的。

老人收拾停当，大声对我说了
句什么，大概是方言，我没听清，于
是便自我介绍。老人递来一支铅
笔，并示意他听不见，要我在纸片上
写下来。我慌乱写了姓名和来意，
就将闽北山区带来的笋片搁到了案
子上，表示是礼物，老人在纸片上写
了几个字：“好东西咬不动”，写罢，
自己也笑了起来。于是我们的笔谈
开始了。

老人问近日读什么书？我答《聊
斋志异》，老人狡黠地瞟了我一眼，写
道：“你爱鬼故事？”我说喜欢蒲氏的
文风。老人要我详细说说，我答道：

“文字精当，简洁生动，不作虚字浮
词，文言能绘声色者，蒲柳泉一人而
已。”老人颔首微笑，又笔问：“你读
诗吗？”我如实奉答：“喜读杨诚斋和
苏东坡。”老人接着问：“唐宋孰胜？”
这问题有点难，按我当时的思辩能
力，难有自己的认识，只好说套话：

“唐宏宋约，唐诗写大景，宋诗写小
景”，如是等等。老人似乎有感觉，慢
慢写了七个字：“细心人方可为艺”，
然后表示让我来提问。我意识到刚
才的对答是考试，现在轮到子路来问
孔子了。我提了一些学书的具体问
题，诸如草书是否要以楷书为基础这
类很幼稚的话头，老人一一简明相
告。其中有几处我记忆深刻，一是说
学书要有阶段，“年少写形，壮岁写
势，老了写意”。当问到草书飞白的
用笔时，他写道：“湿笔宜速，虚白宜
缓。”我当时不能完全理解，直到后来
在电视上看到他写字的镜头才略有
所悟。

我们的笔谈大约近一个小时，写
了不少纸片，到又来了客人才告中
止。客人中有位跟老人很熟，翻了纸
片，将有老人字迹的都索要了去。我
不好意思久坐，告辞时老人要我将地
址留下。想不到我旅行回到家，桌上

赫然一个大信封，里头是老人寄赠的
一帧很精美的的墨迹。

老人寄赠作品使我感动至今，因
为我没有开口求过。虽然当时的书画
不以货币计值，是时代风气使然，但一
位有名望长者的墨迹毕竟是贵重的，
何况其中还融入了知遇与勉励。今天
书画成为商品，书画家不随便送作品
应该也是合理的，但我有时不免仍感
慨：凡物一旦被金钱所侵入，人类情感
的东西就被排挤了。 （文/石开）

访林散之

朱德润（1294—1365），字泽
民，平江（江苏苏州）人。史载他
身长八尺，秀异绝人，读书过目不
忘，以诗文自负，尤工画山水人
物，得高克恭赏识。年廿五游京
师，赵孟頫荐之，获仁宗召见，授
翰林文字兼国史院编修。英宗嗣
位，又以能赋善书闻，官至五品。
英宗殁后，政治上失意，归乡闲居
三 十 年 。 及 元 末 至 正 十 一 年
(1351)民变渐生，奉召复出，参与
元朝镇压民变的活动。但不久又
被免替，告病而归。年七十二卒
于乡，著有《存复斋集》十卷。俞
焯在序中说他曾得许道宁画，仿
效涂抹，适臻其能。他的画受高
克恭和赵孟頫的影响，但他重视
观察自然，取山川林壑远近之势，
以画笔作游稿，并非只因袭前人
的技法和结构。倪瓒说“朱君诗
画今称绝”，杨维桢称赞他落笔奇
古，“笔迹远过李咸熙”。他与郭
天锡交好，两人相对作画，各出新
意，图成则相顾欢然。

故宫博物院的《秀野轩图
卷》《松溪放艇图卷》、上海博物
馆的《浑沦图卷》、台北故宫博物
院的《松下鸣琴图轴》等都是朱
德润传世的精品，但流散在外的
真迹已不多。此幅《岩亭听泉
图》作于至正元年（1341），朱德
润46岁，时间上比《秀野轩图卷》
早了三十多年，算是他较早期的
作品。画面的整体结构和山石
造型仍有李成和郭熙的影响，但
在苍润中又带有赵孟頫的雅拙，
每一笔都务求准确。笔法虽不

及《浑沦图卷》的飞动随意，或
《秀野轩图卷》的点画自如，但墨
色厚润，气度端凝，真能表现出
山居的安详静穆。图上的款书
亦佳。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所藏
的李赞华《获鹿图》上有朱德润
的题跋，时间相距约十年，但书
体结构和运笔之法仍可相证。

此画曾为庞元济所藏，庞氏
编印的《虚斋名画录》《虚斋名
画集》及《历代名画共赏》都收
录出版。明代项德新曾在万历
壬寅年（1602）临摹一幅，亦为
虚斋所得，见《虚斋名画录》卷
二。项德新的临本现藏于上海
博物馆。

题跋诸人中，雷鲤为明嘉靖
至万历年间人，生卒年不详。字
白波、惟化，号半窗山人，福建建
安人。曾任礼部郎中，能诗，绘山
水花草，老笔苍然，尤以书名。嘉
靖三十四年（1555）至安征枞阳県
北之浮渡山隐居修道，并留下多
幅摩崖石刻。如枕流岩内有“壸
天别业”楷书大字，又西侧玉龙峰
旁岩洞题“雷公洞”等，至今仍存，
所咏浮渡山之诗作亦多。竟陵派
诗人钟惺（1574—1624）在1614年
与友人来游，夜寻雷鲤石刻，归
旅舍后把石刻上雷鲤之诗作秉
烛抄录，赞为佳作，并与友人作
诗以纪念。事载于钟惺著《游浮
渡山记》中。

雷鲤在跋中提及此画是“杨
仪曹君谦故物”。杨循吉（1456—
1544），字君谦，仪曹乃其官衔。
他 是 吴 县 人 ，明 成 化 二 十 年

（1484）进士，授礼部主事。他个
性狂狷，好论人长短，又以学问穷
诘旁人。年三十一岁即乞病致
仕，结庐支硎山下。长于诗及小
令，自谓“惟求直吐胸怀，实取景
象”。正德年间复召起，却不授
官，只侍帝作词曲如优伶，循吉愧
而乞归。晚岁落寞，卒年八十
九。所作除诗文集外，重撰辽金
史，尤专注于方志的修篡，有《吴
邑志》《金山志》《长州志》等。雷
鲤跋中又提到陆贞山，即陆粲
（1494—1551），字子余、俊明，号
贞山，江苏长洲人。嘉靖五年

（1526）进士，选庶吉士，授工部给
事中。为人刚毅敢言，因直谏下
狱，复职后又再因疏言贬官，终以
母病乞归。平生精研经史，博学
多识，著有《陆贞山集》《左氏春秋
镌》《左传附注》等。

另一题跋者欧阳衡，字师尹，
吉水人。元末举进士，不仕，隐居
山谷间。见《宋元学案补遗》。

（作者黄君寔，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学系学士，日本京都大学
中国文学硕士，美国堪萨斯州立
大学东方美术史硕士。著名书画
鉴定家、学者、书画家）

读画：朱德润《岩亭听泉图》
■黄君寔

9月10日下午，“翰墨缥缃
——荣宝斋出版社三十周年纪
念精品出版物暨书画作品展”在
荣宝斋大厦开幕。中国编辑学
会会长郝振省，荣宝斋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赵东，荣宝
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
任其忻，荣宝斋出版社作者、著
名书画艺术家：李燕、刘正成、史
国良、叶培贵、徐海、李洋、李一
等出席开幕式。荣宝斋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荣宝斋出版社社
长刘蓓，荣宝斋原总经理、荣宝
斋出版社首任社长郜宗远，艺术
家代表刘正成、史国良，中国出
版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中国
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李岩，中宣部出版局图书处
处长王为衡、中国出版协会理事
长邬书林先后致辞。

刘正成、史国良在致辞中提
到，荣宝斋出版社一直坚持学术
至上，严把编校质量，团结了一
大批优秀艺术家和理论家，出版
了一系列精品图书。李岩指出
荣宝斋出版社是荣宝斋的学术
旗帜，是中国出版集团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书画出版领域有着广
泛的影响力。邬书林表示，荣宝
斋出版社注重学术性和艺术性，
有格调和水准，依托荣宝斋的深
厚文化底蕴多元发展，出版了众
多好书。希望下一步能坚持现
有特色，打造成一家专且精的优
秀出版社。

此次展览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荣宝斋出版社历年
来出版的精品图书和期刊；第
二部分是当代书法篆刻家、画
家为庆祝荣宝斋出版社成立三
十周年精心创作的书画、篆刻
作品。 （文/宋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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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散之 草书李白诗《口号赠徵君》纸本 1965年

林散之 行草书李白诗《横江词》二首 纸本 1977年

林散之 山水 纸本墨笔 1973年

马鞍山采石矶

[元]朱德润 岩亭听泉图轴（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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