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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叶浅予倒霉记》记述了叶浅予历尽劫波，屡屡倒霉的生活经历，以及他对倒霉的另类见解，从
中我们能够了解这位艺术家的生活轨迹，并感受他的耿直洒脱、大义凛然、坦白率真的品格。
人怕倒霉，又常常倒霉。
其实，是否倒霉，也因人们各自的理解而有异，如若不信，请观叶公。
　　叶公名浅予，米寿，舞画、漫画、速写为花坛三绝，然而，有谁知晓，他历尽劫波，屡屡倒霉。
从某种意义而言，叶浅予之所以能成就一番事业，取决于他对倒霉的独特理解。
作者有幸蒙老画家生前首肯，披露其倒霉经历，以供读者诸君品味：中华民族辈辈都有脊梁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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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解波，1942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65年进入人民日报社文艺部，1985年调入新创立
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曾任海外版文艺部副主任，1992年升为高级编辑。
著有专记文学《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我的爸爸妈妈和阿姨》及散文集《今夜有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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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题记1 生逢末世运偏消2 童稚嬉游启混沌3 少年初识愁滋味4 涉足陈寰始知浅5 弄潮搁浅无所依6 天生我
材必有用7 错配鸳鸯遗恨绵8 十年辛苦梦非梦9 金陵王气黯然收10 一身报国有万死11 鸿飞哪复计西东12 
一见钟情自古有13 公卿有党排志士14 干戈惊破桃源梦15 人生之途多偶然16 众里寻它千百度17 误入虎
穴为稻粱18 名声难羁探险志19 彩云易散空嗟怨20 “灶头老虎”扬国威21 天意从来高难测22 多情却被
无情恼23 谤兴华夏一夫冤24 人间自有真情在25 随心所欲不逾矩26 夫妻相怜不相知27 楼头残梦五更钟
叶浅予年谱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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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 生逢末世运偏消如若冥冥之中真有命运，那么，人就应该向它挑战。
夕阳疲乏了，羞答答地想依偎进富春江水的怀抱，几度推搡，落日化成一粒金亮血红的水珠，悄无声
息地滴进了江水，倏忽间，江水火红火红地燃烧起来，不祥的猩红色染红了天．染红了地。
染红了江畔的桐庐小城。
千余年来，这片土地静悄悄地卧于江侧，初为渔村，名桐溪乡。
东汉初年，高士严子陵辞官不受，垂钓江上。
三国黄武四年（公元225年）始建桐庐县，县治设于桐溪乡西十里之旧县。
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县令赞羡渔村背倚严子陵钓台，濒临滔滔东流的富春江，乃徙今处。
一座小小桐庐县，竞拥有清幽奇绝的山水，拥有子陵先生垂钓的遗迹，以至引得历代诗人墨客前来寻
迹访古、作画吟诗，晚唐诗人方千在此筑庐隐居，北宋文士范仲淹于此书刻诗碑。
元季画家黄公望也择此细绘丹青。
近几个月来，静悄悄的小城陷入了一阵阵骚动不安。
湿漉漉的码头土坡，青莹莹的石板大街，林林总总的茶座酒肆，处处有一簇簇的人群，乱哄哄的议论
。
—位老者捋髯长叹：“老阳落山，天都烧红啦，真是血光之灾呀。
”一位中年汉慷慨陈词：“老伯伯，自从袁大头想当真龙天子，蔡锷将军出兵讨贼，各地都响应起兵
。
打仗嘛，当然要死人格。
”一位青壮伙计插话：“伊讲格是过时新闻，袁大头两个月前已经宣布勿当皇帝啦！
”“格末，仗还打勿打？
”好些人抢着发问。
“打！
打！
听说越打越大。
”伙计回答。
“拿能办呢？
会不会像孙中山起事那年，打仗打到桐庐来．吾伲又要逃难？
”人们忧心忡忡，相互询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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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不懂画。
我不习惯仰视别人。
我担心名人的光环会炙伤我脆弱的自尊。
凡此种种，似乎表明我不可能走近那一对声名远播的老夫妇——叶浅予和王人美。
一位是当代画舞圣手，一位是我国最早获国际大奖影片《渔光曲》的女主角。
然而，我每每路经北京东城，翘望台湾饭店的飞翠流丹，就会想起原来那条甘雨胡同的曲折幽静，想
起25号叶宅的风流云散，想起我曾分别为老夫妻撰写回忆录的情景，红尘滚滚，真是莫可名其状。
也许，人和人之间确有一种缘分。
事情回溯到1980年深秋，《人民日报》文艺部领导为开掘稿源，提出可以访问三四十年代的影星。
王人美列于首选。
我踏进甘雨胡同25号，起初，老太太对当记者的我并不友好。
若不是上命差遣，我大约不会再鼓起勇气按响门铃。
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容易错失。
几度造访，她同意回答一些问题，一些关心她的读者和观众提出的问题，渐渐地，我成为人美的挚友
，缘由极简单，我真心诚意地帮她发掘昔日的辉煌。
对于一个偏瘫的老人，回忆是她生命的晚霞。
常来常往，我结识了画坛巨擘叶浅予，也感触到在他们夫妻之间弹奏着磕磕碰碰的不和谐曲。
这两位艺术家．企图彼此回避，频频地参商两地，若是相聚一室，油盐酱醋，家常琐事，都会意见相
左，爆发舌战。
叶浅予虽说事事退让，但是不屑与藐视溢于言表。
两者相较，昨日影星既老且病，尽失当年风采，我的同情倾斜于人美，背地里给叶浅予起个绰号：倔
老头。
岂料，叶浅予得晓后，摩挲上唇的髭须，扬出一抹微笑，欣然认同“倔老头”三字。
我的心湖里荡起了丝丝敬佩。
虽如此，我仍然回避叶浅予，他少时以漫画名噪沪宁，我怕他嘲弄的眼神，犀利的谈辞。
人生有多少偶然。
1984年隆冬，我从协和医院出来，顺道拐进甘雨胡同叶宅，想告诉人美，我将住院接受手术治疗，近
期内不能再去造访。
恰巧，老太太外出，只有叶浅予独倚沙发小憩。
他随口问我为何脸色苍白？
我素性胆小，听了医生的裁断，觉得生死未卜，心情黯淡，经他一问，我如实相告。
想不到，这位“倔老头”也会温言厚语，宽慰他人。
他说近年来，他腹上连遭三刀，也都过来了，说得那么轻松、惬意。
他劝我加强锻炼，说话间，起身弯腰抬臂地表演自编的健身操，做得那么舒展、自如。
我几乎忘了自己的病，忘了对方是位誉满神州的老画家。
善意，浮动在每个善良者的心底，哪怕是倔老头。
时光流转到1987年4月12日，王人美驾鹤西去，其时，叶浅予正卧病医院。
稍后，我去探望他，他给我看一首诗《悼念人美》，里面有这样几句：“倔老头默默盘算。
为什么只顾画思呀文思呀，不分点心思给半身瘫痪的人呀⋯⋯”他谈到对老伴的负疚，对自我归宿的
预测。
迟到的忏悔依然感染了我，我对他又增添了几分亲近。
这一回，他表示，愿意和我聊聊生平。
我早听说，他常把来访者拒之门外，也从不愿掀开尘封的记忆，今天，他怎么啦？
我无暇细虑，只觉得能得到他的信赖，是一种殊荣。
断断续续，交谈了数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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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思索：他的倔拗里是不是包藏着谦卑？
他的豁达里是不是隐匿着酸楚？
他的成功里是不是寓含着失败？
同年深秋，叶浅予回故乡桐庐，邀我同往，我因事未能成行。
不久，我匆匆赶去，捧着他手绘的地图，在桐君山下了车。
薄暮时分，斜风细雨，路上不见人影。
整日的颠簸，一夜的困乏，已使我疲惫不堪，匆忙间，我找不见上山的路径，寻不到他居住的富春画
苑。
正彷徨，峰回路转处，转出一位老者，看模样，像是本地人。
我趋步上前，问道：“大爷，富春画苑在哪里？
”他摇摇头，连脚步也不停。
我急了，急中生智，再问：“叶浅予的房子在哪里？
”他霍地停步，笑出一脸皱纹：“喔，喔，你问叶浅予的房子？
我指给你看。
”在当地人的心目中，“叶浅予”三字何等响亮呀！
我踏上山路，穿过敝旧的库房，绕过细木作坊，一幢黑瓦白墙木结构小楼突然出现在眼前。
秋菊簇拥石阶，“富春画苑”的匾额悬挂门楣，旁边还有落款：叶浅予。
黑底金字，分外醒目。
我望着匾额，扑哧笑出声。
想起老画家曾经挖苦滥请名人题字之风。
他说，有的店铺把题字和落款都装上霓虹灯，很像上海滩长三堂子外的花名灯，红红绿绿，招揽顾客
。
话说得又辛辣，又尖刻。
如今呢？
人常常是个复杂的组合体。
桐庐四日，非我所想。
起先，他曾应允：若来桐庐，他与我，或泛舟江上，或画室面对，觅几分清静，得推心长谈。
谁知道，乡里乡亲，朋侣故旧，记者编辑，纷至沓来，时而叙旧，时而采访，时而拍摄电视纪录片。
我只能望江兴叹，兴叹名人的熠熠光环。
我想：光环熠熠，只怕掩盖了名人真实的自我。
从踏上桐庐之日起，我看到的，听到的，是人们簇拥着他，赞美着他。
那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他呢？
我又能了解他多少呢？
从桐庐返回北京，仍时时前往拜访。
渐渐地，我深切地感受到，叶浅予平日极少言及自身，一旦敞开心扉，从不掩饰自己的失误和缺陷。
几十度春秋，凡重要之事，他均留下或图或文的作品(因颠沛流离，原作散逸甚多)。
自1980年起，他开始写日记。
这些历史的记录，他都毫无保留地借我翻阅。
捧着沉甸甸的本子，我就像捧着老画家的信任。
我怎么能不写呢？
但又苦恼不知如何落笔？
叶浅予本人正文思喷涌，撰写回忆录，他三弟叶冈即将付梓《浅予画传》，尚有不少热心者愿步后尘
。
我会不会多此一举，徒然浪费读者的宝贵光阴呢？
我思忖再三，想到叶浅予曾多次对我说：“我不是有天才的人，全靠兴趣和毅力。
我是以勤奋补不足，通过勤奋获得某些发展⋯⋯”叶浅予一生遭遇许多倒霉境况，但从未放弃过努力
与勤奋，那么，以一个普通人的眼光，如实地写另一个普通人担两肩风雪、踏一路坎坷，愈挫愈勇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叶浅予倒霉记>>

生命历程，也许，对众多的并非天才的朋友们，能有所裨益。
于是，有了《人民日报》海外版上1988年岁末的连载《叶浅予倒霉记》，博得倔老头本人的喝彩，后
应吉林美术出版社之约，扩展成二十余万言的《叶浅予传》，但老画家仍偏爱《叶浅予倒霉记》这个
题目。
花落复花开，迎来了叶浅予百年诞辰的大庆，老画家虽已于1995年5月仙逝，但他留下的巨大感染力，
随时间的沉积而愈发浓厚。
众多画册书籍纷纷面世。
原人民日报出版社社长冯林山热忱地向作家出版社推荐我的拙作，叶明明颇具乃父遗风，提供了两大
袋沉甸甸的画册、照片和资料，我与责编冯京丽虽属初见，如晤故友，其诚恳，其细致，令我难忘。
看来，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缘分。
附记：本书系根据叶浅予先生生前口述和日记、笔记等资料写成，此次再版，订正了一些文字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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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叶浅予倒霉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人怕倒霉，又常常倒霉。
其实，是否倒霉，也因人们各自的理解而有异，如果不信，请观叶公。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叶浅予倒霉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