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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五个部分：一是缅怀文章，是写作者刘恪山所敬仰的几位老前辈，以寄托他对他们的怀
念和感激之忱；二是作者写的美术评论文章和为友人出书、出画册写的序文，尤其是为我国书画大师
董寿平先生写的传略和各种评介文章为多；三是作者写的有关我国民间工艺美术方面的学术论文以及
为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写的工作报告、工作总结等；四是近年来作者在一些大学、电台、电视台
、会议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成文；五是选辑了一些专家、学者、记者和一些老朋友为作者写的评
论文章，从他们的评论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对作者及其艺术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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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恪山，男，1931年9月18日生，湖南省湘阴县人。
1951年毕业于东北
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后分配到沈阳东北区团委工作，任东北青年出版社助
理美术编辑。
1954年调北京，任团中央《辅导员》杂志社美术编辑、摄影记
者。
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山西晋南临猗县劳动，后留在临猗县文
化馆从事美术工作。
1965年调临汾地区展览馆任美术总体设计，后任副馆长
。
1979年团中央为其改正“右派”问题，调回北京任《辅导员》杂志社美术
组长、编委。
1989年被评为编审。
1992年退休。
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中国社会名人工作委员会常 务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
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这本《刘恪山
文集》收录的就是刘恪山所写的缅怀文、美术评论、民间工艺美术方面的学 术论文、讲话报告，以及
他人对刘恪山的评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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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缅怀
耀邦恩德永志不忘
珍贵的手书——宋教仁和谭延阎为先父刘况题词
先父刘况轶事
长青不老的大樟树——纪曹典球老校长和我在长沙文艺中学的往事
春风化雨伯乐再世——怀念罗贵波同志
流风惠泽仰行藏——追忆张仃先生与中国民间工艺美术的往事
我的老师王盛烈
怎一个“秀”字了得——与胡克实同志交往琐记
一张珍贵的照片——怀念宋德福同志
犹闻鹦鹉夜啼声——怀念冯军同志
润物细无声——拜读《赵雨亭革命生涯》感怀
中国民间年画的“守护神”——缅怀王树村先生
遥望汾河水　不尽哀思来——纪念张思淮同志逝世一周年
游广东肇庆七星岩（七律）
夏日登五台山（五言）
怀念临汾（五言二首）
游新建荣国府、宁国府感怀（七绝）
第二部分　美术评论
传世丹青瞻泰斗　龙马精神海鹤姿——董寿平先生生平及艺术成就
一代宗师董寿平——在北京钓鱼台芳菲园举办的“董寿平艺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中日友好　翰墨缘深——贺中日书画家“董寿平和村上三岛作品展”
告慰董老在天之灵——读《董寿平谈艺录》有感
桃李芬芳　丹青隽永——记画家、美术教育家王盛烈、吕馥慧夫妇
人民心中不朽的丰碑——评杨力舟新作素描画《周恩来的最后十年》和《红军之父朱德》
从画中进发出来激昂的抗日歌声——读王迎春、杨力舟新作巨幅水墨画《太行烽火》有感
宝刀不老——贺《中国美术馆馆藏曾景初版画集》出版
人品高　画品亦高——贺《尹向前画集》出版亦可为序
得董寿平先生作画之神韵——介绍国画家于国森
何如此君子　四时清风来——观崔惠民画竹有感
淡扫明湖开玉镜　丹青画出是君山——记画家汪为义
寄情金石　乃得大雅——贺《邓明阁篆刻集》出版
观贾大年画葵花有感
字如其人——拜读张世荣先生书法作品心得一、二
继承弘扬甲骨文书法艺术——贺《林时九甲骨文作品集》出版
再现王含光诗学之神韵——读《王含光诗学初探》有感
人才辈出　丹青隽永——贺《临猗名家书画集》出版
翰墨飘香　大器晚成——记书法家樊习一
万紫千红总是春——评裴玉林画的牡丹和葡萄
名如其人　画如其名——贺《单华驹画集》出版
情寄涑水　丹青缘深——贺《刘正定花鸟画选》出版
贺《薛永德画集》出版
他撩开了湘西山水神秘的面纱——贺《饶坤画集》出版
晴空一鹤排云上——看冯向杰的水彩画有感
黑板是无字的丰碑——读油画《粉笔生涯》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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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于山区人民之中的作家——贺《高起旺文艺作品集》出版
寄自京华的祝贺
台前幕后的工程师——记山西省临猗县眉户剧团导演王灿和杨文霞伉俪
尧舜之风今犹在
东便门下的新门神——参观女雕塑家黄剑新作《明皇贵妃马球图》感怀
画如其名　垒石成峰——读石成峰先生油画有感
彩霞初映　仁者长寿——贺曾彩初先生八十华诞
传造化之神——观李军声砂石画有感
贺《宋茂林摄影作品选》出版
琳琅满目　美不胜收——贺《胡孟炎画集》出版
寓博大于精妙之中——贺《中国家具文化》出版
《阳光下的花朵——刘恪山摄影作品选》画册后记
《刘恪山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集》画册后记
广结翰墨缘
我和红领巾的不解之缘——照片后面的故事
第三部分　民间工艺美术
中国民间刺绣精品鉴赏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十届
年会工作报告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委员会第十四届年会纪要
这是英雄的行为　这是英雄的业绩——评管祥麟著《孤独行走》
明艳斑斓之美　朴实稚拙之美——晋南民间刺绣赏析
民俗是民间艺术的沃土
开在江淮大地上的鲜花——介绍安徽庐阳花布
黄河岸边的彩霞——介绍山东鲁西南民间织锦
关于管祥麟考察56个民族民间艺术“中国行”的总结报告
长白山上有奇石　雕琢成砚是松花——介绍吉林通化松花石砚
《有形与无形——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论文集》前言
保护好民间美术　更要运用好民间美术——在昆明举办的国际民间艺术高层论坛大会上的发言
第四部分　讲话和报告
一个老摄影记者的讲话——1996年刘恪山在北戴河对《农林工人》杂志通讯员的讲话
后之视今　亦犹今之视昔——在山西省永和县的讲话
在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对所属各厂领导和设计人员的讲话
在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讲话
书是知识的源泉——刘恪山在太原“山西省快乐读书我们在行动启动暨世界读书日”报告会上的演讲
第五部分　大家评说
为红领巾作证
阳光的事业
我的学生刘恪山
他在河东大地上生根开花——读《刘恪山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集》有感
湘楚英才　艺坛杂家——贺《刘恪山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集》出版
艺术与人格的鲜明映照——有感于《刘恪山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集》
诗词寄友情
兄弟絮语
才情豪气刘恪山
用彩色美化生活的歌手——刘恪山水彩画赏析
艺坛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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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因苦难而升华——记中国少先队队徽设计者、著名书画家刘恪山
我所了解的刘恪山先生
老骥伏枥童心不泯
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刘恪山
真诚不老——记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徽的设计者、书画家刘恪山
霜叶红于二月花——评刘恪山的水彩画
情系少先队的“老牛爷爷”刘恪山
刘恪山在张家界
爱与善良铸就的艺术家
光风霁月　书洒人间——记我的忘年交刘恪山老先生
览《刘恪山绘画、书法、篆刻、摄影作品集》随笔
恪山水彩绘人生
感悟刘恪山先生
俯首甘为孺子牛——记中国少先队队徽设计者刘恪山
大汉老刘——记多才多艺的美术家刘恪山
似兰斯馨如松之盛——记刘恪山在临猗轶事
湘楚英才书画家刘恪山
恪山先生逸事
临猗双塔高耸处翘首拭目待君还——忆刘恪山先生在临猗往事
后记
人生八十年的回顾（图片）
刘恪山设计的中国少先队队徽
刘恪山的部分水彩写生画作品
刘恪山摹绘的部分晋南民间刺绣
刘恪山的书法作品（部分）
刘恪山的篆刻作品（部分）
刘恪山的摄影作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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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80年2月，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由于他职务的变化，工作日益繁忙，我从此再没有去看望他，只是在电视上和报纸上看到他慈祥、和
蔼而又亲切的形象，唯有默默地祝福他健康吉祥。
 1984年8月，“中国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在北戴河隆重举行，由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主
持。
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民族少先队员小代表一千多人，在北戴河、山海关开展了许多丰富多
彩的活动，最后由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
 那天由胡耀邦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在北戴河西山小会议室里接见部分小代表，只有经过特别批准的十位
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可以进人小会议室，我有幸参加了这次采访工作。
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同志在门口迎接这几位领导同志，耀邦同志在少先队员陪同下走进会场，我个
子高，不用小梯子，把照相机举起来就能抢到好镜头。
耀邦同志从我身边走过，看了我一眼，可能他也感到意外，会在这个场合见到我。
他们坐下后，耀邦同志向小代表们讲话，一会儿他又站起来讲。
我为他拍了不少照片，拍完后我就走到他身后，避免他看到我。
这也是四年来我和他又一次近距离的见面。
 在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中，耀邦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缓步走进广场，频频举手向大家致意。
代表们早就站好在梯架上了，掌声和欢呼声像潮水一般，此起彼落。
他们落座后，记者们抢着为他们摄像、摄影、录音，秩序有些乱。
在场的警卫人员急了，把记者们往后拽。
我个子高，举着照相机抢拍了几张耀邦同志和小代表们说话的镜头，我站得稳，没有被警卫人员拽倒
。
后来这张照片发表在1993年出版的《阳光下的花朵——刘恪山摄影作品选》的画册中，我还送给李昭
同志一册留念。
 1985年我去广西采访，到了南宁、贵港、玉林、北流、桂林等地。
看到贵港南山风景区被炸山破坏卖石头子、贵港糖厂和造纸厂污染西江、北流炸山破坏“大风门泥盆
纪化石区”等问题，回京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并附上照片，发表了。
我又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照片和化石样品，请中南海的朋友送给耀邦同志。
不久后我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给耀邦同志的调查处理复件，桂办报（1986）30号《关于广西北流
、贵港文物被破坏、环境受污染的处理情况报告》，也给我发来一份抄件。
我看后才知道耀邦同志收到我的信后作了批示，发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了。
耀邦同志认真重视群众来信、雷厉风行的作风令我十分敬佩！
 1985年10月15日凌晨一点多钟，突然有人来敲我家门，并喊“老刘，请你快起来，有急事找你。
”我吓了一跳，急速开灯披衣下床开门。
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张宝顺同志来了，我问他：“宝顺同志，什么急事半夜里来找我啊？
”他说：“我刚从团中央来，书记们刚开完会，大家一致说请你用毛笔把这封信抄好，早晨八点送耀
邦同志处请他签字，今晚七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要全文播出。
”这是由团中央起草，以耀邦同志的名义给“江西共青垦殖场”成立三十周年的一封信。
原件上有耀邦同志的批示，我记得其中几句：“⋯⋯此件如何出笼，可请书法家用毛笔写好，我签字
后发表。
”宝顺同志带来宣纸印的十行信签，我立即动手抄写，先打草稿，安排好行距和每个字的呼应。
此信有四百多字，我用行书写了四页，不合适的字转行都做了调整，又另写了两遍，觉得安排妥当了
，才正式抄写成四页，最后一页留出半页，便于耀邦同志签字。
我挺紧张地写了两个小时。
在1985年10月15日晚七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逐页向全国播放了。
1998年夏，我的一个忘年交——管祥麟开着北京吉普考察全国各民族的民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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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开车路过江西共青城，怀着对耀邦同志敬仰的心情，专程去瞻仰胡耀邦同志的陵园。
他看到陵园入口处有一块巨大碑记，碑上有胡耀邦的签字，就在这个大碑前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我。
我看这大碑上的字好像是我写的，这才想到1985年10月15日凌晨我抄写的耀邦同志“给江西共青垦殖
场成立三十周年”的那封信。
这件事已过去了13年，我早已忘记了。
后来我给耀邦夫人李昭同志去电话，告知她这封信是1985年我抄写的，耀邦同志逝世后，共青垦殖场
的同志们就将此信放大刻到黑色大理石碑上，立在陵园的入口处，以供大家瞻仰凭吊。
 李昭同志说：“以前我不知道这回事，这碑是你写的，那太好了，耀邦是你的老领导，又是你的老乡
，让你的字永远陪伴着他吧，谢谢你了。
” 2006年，在耀邦同志陵园里新建了“胡耀邦纪念馆”，共青城的同志们又将此信放大刻在绿色的大
理石碑上，金字，立在纪念馆大门外，更显得庄严凝重了。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刘恪山文集>>

后记

经历一年多的紧张整理编辑，我的这本《刘恪山文集》总算是完成了，也了却我多年的夙愿。
    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许多老领导和好朋友的帮助，他们为我提供照片和文稿，提出编辑此书的指
导思想和具体建议，才使这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此外，我要感谢杜文勇先生、卞元荣先生和宁新杰先生为此书严肃认真的校对、把关和修改。
感谢张元卿先生和李越宾女士诚挚地、热忱地、不厌其烦地打字、排版、翻拍照片、打样等工作。
    我还要特别感谢唐金龙先生和“中国光华科技基金会”的慷慨赞助，为此书的出版筹措资金。
民族出版社编审覃代伦先生和责任编辑于玉莲女士自始至终大力帮助，认真负责地编辑加工和专项报
批，使得这本文集得以问世。
    在第五部分“大家评说”栏目中，我的许多老领导、老朋友纷纷撰写了十几篇好文章并提供照片，
感人至深，谨致谢忱。
    刘恪山谨识    2010年9月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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