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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的编撰颇经过了一番曲折。
先是，张人希兄最钟爱的外孙女林竹青女士决定写一本她外公的小传，作为九旬寿诞的献礼。
继而觉得，与其写一本缕述生平的小传，加以林竹青和她外公是执业迥异的隔行，很难在传文中传达
出传主艺术生涯的曲折及其造诣。
于是决定搜求现在尚能收集到的人希兄的著作和印蜕：特别是被识者评为他的诸艺之首的刻石艺术(虽
然能收集到的不多)，以及由印章雕刻而交往频繁的当代名流书札手迹。
这就除了纪念他的九旬寿诞之外，更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
提到他的刻治印章，他年轻时就是由于刻印艺术受知于弘一法师而收录他为命名弟子的；并由于这一
渊源，人希兄和刘海粟、丰子恺、叶圣陶、俞平伯等名流有了不寻常的交往，他们频繁的书札往还中
，刻石艺术也常是话题之一。
同时，这些学术界名流的书札手迹应该是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很值得收在本书中传播于世。
这样一下，本书的内容显得有些庞杂，只得改称《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为题了。
我与张人希兄初识于1951年。
时光荏苒，至今相识已快六十年。
那时我们是苏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的学友。
“政治研究院”名字很好听，其实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处所。
学员中绝大多数是华东地区大专院校的教师，校院长和知名教授成堆。
只有不及十分之一的少数华东各地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参训。
张人希兄是以福建农工民主党的头头身份来的。
说实话，这些“统战人士”在我们眼中是另类人物，我记不起除了张人希以外还曾和别的一位“统战
人士”交谈过。
从张人希的谈吐和生活作风中，看不出一点以党派政治为业的“另类”派头。
因此，我们一道逛街、喝酒、游苏州园林，相处得相当融洽。
虽然在交谈中我体认到他艺术素养不凡，但他是一个敛藏很深，不喜欢自我表露的人，虽然经过了四
五个月的相处，我始终不知道他是精娴诸艺的专家，只觉得此人很可爱而已。
在苏州那段，我至今还记得一件事是与人希有关的。
那是将要结业的一个周日，一伙人同游天平山。
记得其中有上海美院的书法家潘伯鹰，齐鲁大学文学院长张维华，人希兄也在内，都是同住一室的学
友。
薄暮回城时，我口占了一首七绝：天平木落秋方瘦，古道车回日已昏。
忽忆吴王诛直士，河灯明处入胥门。
我念给同伙听时，张继华就戏斥道：“你吹牛，我们根本是从盘门进的，胥门的遗址至今还没有找到
。
”人希兄代我解围说：“做诗嘛，总难免有夸饰，否则，上句‘吴王诛直士’(指吴王夫差杀害忠臣伍
子胥)就没有着落了。
”五六十年前的这桩小事，不知人希兄还记得否？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的一个世代，是世变迅捷而对知识分子又是极为严酷的时代，二十多年中我一直处
于被摧折、贬抑和播迁中，当然不能和朋友通音讯。
直到1985年，我和朋友耿庸受聘主编《大学生文学手册》(后来以《青年文学手册》作书名在上海辞书
出版社印行)，在暑期中约集几个大学的撰稿人一起在厦门审订定稿时，才又重晤睽违了三十多年的张
人希兄。
一进入他当时信义里的寓所时，我才吃惊地发现他是如此造诣不凡的画家。
那感受我曾写入他的画集序言里，读者可以参阅。
此后，我才从人希兄的诉述和朋友的赞扬中，逐渐得识他是兼擅刻印、书画、诗文的造诣不凡的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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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他的绘画已经很够味了，但不少朋友都说他的印章雕刻更为卓绝。
否则，他年轻时的印怎么能为精于艺事的弘一法师的法眼所欣赏而收为授名弟子呢？
又怎么能与叶圣陶、俞平伯等等眼界不凡的名流交往并求他治印呢？
我没有多见过他的印蜕，何况我对此道是全外行，无法置喙。
我仅知道他的绘画卓然成家，为国内外人士所欣赏，为国内外美术馆所庋藏。
至于他的文章和诗篇，读者自可在本书中欣赏，无庸我再赘词介绍了。
必须花点篇幅来介绍一下本书的编撰人林竹青女士，她是张人希兄视作掌上明珠的乖外孙女。
但是，诚所谓“隔行如隔山”，她和文字工作是完全不搭界的。
除了幼年时在人希兄膝下也许稍有熏染点滴诗文知识外，她少女时就随父母侨居于香港，随后落籍于
新加坡。
她从业的是企业的经营擘画，获得了英国的MBA学位，躬自经营企业，自任董事长。
她对我说：“经营企业必须身先士卒，才能调动起部属的积极性。
”她也真是笃实践履地如此干的。
多年来她长期奔走于世界各地洽谈业务，莅临过三十多个国家。
我估计她每年有一半的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
除了奔走洽谈业务以外，还得抽时间到厦门去省视钟爱她的外公。
这回下决心编辑此书后，还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来，采访她外公的友好，探询她外公的往昔生涯。
至于每趟去厦门同外公洽谈和整集材料的艰辛，就更不在话下了。
困难的还不仅她和文字工作是隔行，更因为她没有可供自由使用的完整的时间。
因此，不论是复制张人希已刊出的诗文，整录交往的名流信札，以及她自己撰述的外公的小传，每个
字都是挤出业务的空隙，多半是在飞机航程中靠手提电脑敲打出来的。
支持她干这份对她来说是十分艰苦的工作的，全仗她对外公的这份爱心。
在我的感受中，这份爱心就弥足珍贵。
她撰写的这份《张人希小传》写过好几稿，每次去访问了张人希的朋友后晤谈所得都进行增补，这之
间前后的行文不免多有改动。
从传记文学的要求来说，有些段落的叙述不免有些枝蔓，某些生活过程的衔接也有不很浑成的地方，
但大体上还是传达出了传主的身世、经历和追求艺术的曲折过程。
这对从未尝试过文字工作的林竹青女士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林竹青女士在企业经营上，正如时下所常说的是一位“女强人”，人们无权要求她在文学创作上也出
人头地。
正如人们不能要求福特或洛克菲勒也同时是文坛巨星一样。
我珍视并感激林竹青女士对钟爱她的外公张人希兄的这份爱心，也感谢她辛苦搜集了张人希兄的作品
和当代名流的珍贵的手迹，使之免于淹没，这使本书拥有了不容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
我想我的这一看法当能获得读者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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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为张人希兄嘴中埃的外孙女林竹青女士为他外公写的小传，作为九旬寿
诞的献礼。
《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收录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美国中华艺术学会永久
会员张人希的影集、印谱、交往名流书札手迹、诗、画集等作品，并对其精彩的一生作了简要的介绍
，具体包括《叶圣陶信札54封》《弘一法师的篆刻艺术》《岭南画派和赵世光父子》《重游寒山寺两
绝》《张人希小传》等。
　　《张人希的艺事与生平》收录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美国中华艺术学会
永久会员张人希的影集、印谱、交往名流书札手迹、诗、画集等作品，并对其精彩的一生作了简要的
介绍，具体包括《叶圣陶信札54封》《弘一法师的篆刻艺术》《岭南画派和赵世光父子》《重游寒山
寺两绝》《张人希小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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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何满子)影集印谱交往名流书札手迹叶圣陶信札54封俞平伯信札25封刘海粟信札17封黄永玉信札4
封诗/文存弘一法师的篆刻艺术登高望海心犹壮——梁披云的书法和香港《书谱》诗情画意 笔墨传情
——青岛等四市国画观后《访闽画展》观后丹青惆怅失英才一划之差——对“疆埸”与“疆场”两辞
之我见高风亮节 一代宗师岭南画派和赵世光父子怀念黄松老人百卉争妍 笔墨传情——浙江、厦门《
花鸟画联展》观后奇葩斗艳 隽永淳厚——介绍黄敏遗作展介绍两方瞿秋白遗印别梦依稀——台湾画家
陈庭诗先生忆往轶闻轶事也应真实怀海粟大师关于我的篆刻的一点说明闲话“东方音乐之花”——南
乐漫画是弘一法师引进的郭兰英轶事还书的故事人品清纯画品高——介绍弘一法师两件画作从日本电
影谈起忆李禧藏珍丰子恺为太虚大师造像齐白石轶闻情到深处知得失艺苑两悲盒诗存游寒山寺题金榜
公园无题两首无题题赤嵌楼图寄东瀛友人感怀乙丑中秋忆旧丙寅新春元宵即景黄松鹤老人周年祭哭挽
张晓寒老友悼虞愚教授忆弘一法师题李耕美术馆题画参加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成立而作有寄庚午元宵
月蚀香港访吴耀堂兄题画观戏有感游琉璃厂有赠题友人木刻长城寄友两绝题黄山图三首观仲谋遗作有
感七绝四首林山先生八秩大庆过岳坟悼陈应龙前辈游西湖重游寒山寺两绝访曼殊苏小小墓虎跑谒弘一
法师纪念堂题易庵词长菊花诗百绝癸酉岁首悼佘承尧画家悼李硕卿大师案头清供芙蓉自遣癸未中秋甲
中端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感赋乙酉元宵吊屈魂悼诗人陈文旌评介选辑序张人希画集(何满子)
以诚还诚的废话(柯文辉)一张人希作品选集序逆境中的收获(林英仪)一读张人希画集有感张人希的花
鸟世界(柯文辉)听讽楼头张人希(苏晨)叶圣陶晚年的精神世界(陈天助)传记序(柯文辉)张人希小传(林竹
青)第一章 沧海孤雏第二章 热血少年第三章 师徒情缘第四章 乱世儿女第五章 鹭江风云第六章 风雨故
人第七章 顺流逆流第八章 人间有情第九章 自强不息第十章 夕阳无限第十一章 暮年小结第十二章 九十
贺礼附录：年谱简编后记(林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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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怀念黄松老人黄松老人是闽南金三角文坛艺苑一颗明亮的星，我几次想过要为她写一篇短文。
前年见到《厦门日报》刊登的《泉州l96岁女画家黄松老人》舞剑的照片，我想过；一年后，她在泉州l
溘然长逝，我奔丧回来，又想过；今年三月，台湾著名画家刘国松偕夫人黎模华访问厦门，我陪他们
留雨游鼓浪屿，登目光岩，伫立于滂沱大雨中去眺望厦门海景。
黎模华夫人于偶然问提到她是黎烈文的姑姑，这又使我想到应该为黄松老人写一篇纪念短文。
近日读老作家巴金的《探索集》，其中有《怀念烈文》的短文，一开头就是：“好久，好久，我就想
写一篇文章替一位在清贫中默默死去的朋友揩掉溅在他身上的污泥。
是的，多少年来，本是鲁迅好友的黎烈文，在鲁迅著作的注释中却被写作“后来堕落成反动文人”。
感谢巴金在他的文章中，以若干身历的动人实例，说明了抗日战争胜利就去了台湾，先在报馆当二三
把手，后在台湾大学当教授的黎烈文，并不是什么“反动文人”。
我看了巴金的这篇文章后，就动手写下这篇早就想写的短文。
S9黄松SA，闽南金三角知道她是高龄女画家、女武术家的大有人在，知道她是一代名报人、名文学家
和名教授黎烈文的母亲的就不多了。
能更深⋯层了解她身世的，也许更是寥寥无几了。
黄松老人号渔仙，l886年(清光绪一卜二年)诞生于泉州望族黄家。
她是泉州进士黄宗汉的后裔。
黄宗汉在咸丰年问做过四川和两广总督，咸丰皇帝死后，对该由谁来继当皇帝的问题，他的意见和慈
禧太后相左，因而下狱身死。
可是他的儿子黄贻楫，同治年|司又考中了一科的探花，这位探花郎，便是黄松的父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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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小时候住在厦门惠通巷，我喜欢在夜阑人静时悄悄地爬上四楼阳台，仰卧在我们这幢楼房和隔壁那幢
楼房之间沿着屋顶建起来的那条斜斜窄窄的砖头栏杆看天空。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培养出这样一种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做，因为那黑压压的夜幂总叫我
窒息。
当隔壁人家最后一盏灯熄灭后，我便和天空融为一体。
我眸子里面装着无垠宇宙，黑色的天穹包围着我、压迫着我，使我不期然而然地灵魂出窍，置身于太
空，仿佛一伸手就要碰到悬挂着的星星一般。
我对浩瀚的宇宙既向往又恐惧，想飞到遥远的天际之外，看看天空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但又感到无比恐惧，因为我是那么渺小，迷失在天地间如一粒尘埃。
这样的思想常常令我不安，以至于我每天都要努力干点什么自以为正经的事情以证明自己的存在及存
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所接触到的众多人之中，我最欣赏我的外公和爷爷，尽管他们属于两类完全不搭界的人，但是，他
们身上拥有同样顽强的生命力，以及洁身自爱和自强不息的美德。
人的一生犹如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渺小得可有可无。
然而，就每个人自己说一生却都是一本书，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内容。
有的成传世之作，有的则如过眼云烟。
俗话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古人喜欢立德、立功、立言以期名垂青史，而在金钱挂帅的今天，
还有多少人会认真思考什么德、功、言？
大多数人不是想着怎么发财，就在研究怎么享乐。
功利主义统领一切，少年、青年、甚至壮年、中年迷失自我者比比皆是，埋怨者多而自省者鲜，是故
我想用外公努力发奋的故事来鼓励能看得见这本书的贫困少年及迷失自我的所有年龄段的人。
我喜欢外公关于命运有一半在自己手中的说法，也身体力行去实践它，去争取和把握自己的命运。
7月下旬在黄永厚老先生家，黄老先生劝我千万不要指望这本书畅销。
柯文辉老先生也一再告诫我说现在没有传世的书，所有的作品都将随时间而淹没。
但我并不泄气，因为我写书的动机很简单，我只想将它作为祝贺外公九十大寿的礼物。
与此同时，如果有穷苦人家的孩子因为读了这本书而得到启发，发愤图强把握自己的命运，他日终于
事业有成，哪怕只有一个，便功德无量。
这，才是我作为孙辈此生送给外公最有意义的礼物！
让我们加油吧！
地球再大，不能没有尘埃；宇宙再宽广，不能没有你我的努力。
我们生而为人，必定带着使命来到人间。
谁愿意白走人间一遭？
谁都想把握自己的命运，拥有成功的人生！
最后，谨将我自己喜欢的《易经》里的两句爻辞敬献给每一位翻到这一页的朋友：天行健，君子以自
强不息！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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