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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辛卯年秋，扬州文化学者曹如诚同志通过一位朋友将其编著的《林散之与扬州》一书的样本转递给我
，并邀我为其作序。
    我出生在江苏泗阳，就读于南京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在六合县劳动工作10年。
那时，六合属扬州地区管辖。
1983年至1994年又在江苏省委分管文教工作。
无论是对扬州，还是对林散之先生，我都是很熟悉的。
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为扬州、为林老写点什么。
    扬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
千百年来，来往于此的文人雅士在这里留下了无数佳话和名篇佳作。
早在初唐时期，扬州诗人张若虚即已创作出被誉为“孤篇盖全唐”的标帜性长诗《春江花月夜》；大
诗人李白在黄鹤楼为老朋友孟浩然送别时，写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千古名句。
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苏东坡在扬州倡导诗文，并为扬州留下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
清代被称为“扬州八怪”的金农、郑板桥、汪士慎、黄嗔、罗聘等一批书画家，在扬州以卖画为生，
他们虽不都是扬州人，但都活动于扬州，而且在生活作风、艺术观点、绘画风格上都有相通之处，自
然形成了艺术成就卓著、影响深远的扬州画派。
我国近现代国画大师黄宾虹先生是浙江金华人，他与扬州的情缘也源远流长。
清代光绪年间，他曾六次来到扬州，赏古画，学山水，习花鸟，与扬州冶春后社诗人、书画家、鉴赏
家时相往还，谈书论画，友谊诚笃，对扬州的书画艺术及扬州书画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林散之也不是扬州人，他从六朝古都南京来到扬州，登临平山堂，畅游瘦西湖，凭吊历史遗迹，追怀
古人先贤。
林散之在扬州的文化艺术活动和他为人治学的风范，还影响了扬州一批文化人。
他和这些文化人，亦师亦友，水乳交融，谈诗论书，说古道今，留下许多意趣盎然而又鲜为人知的佳
话。
林散之在扬州所创作的大量诗篇和书画佳作，丰富了扬州文化艺术宝库，给文化扬州注入了新的文化
艺术内涵；林散之仁厚慈爱，质朴诚实，在扬州乐与“草根”结友，满腔热情地嘉勉、提携后学，为
扬州书画界树立了“做真人”的典范，也给扬州这座城市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现在，由于党和政府倡导，发展、繁荣文化已经成为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
文化的发展需要有点声势和氛围，更需要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地从具体事情做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城市文化形象的延续、发展与丰富，是一个综合、系统的文
化工程，其中历史上文化名人与城市关系的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是重要的一项。
令人欣慰的是，如诚同志作为一名基层干部，坚持数年锲而不舍地搜集、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资料
，在“林散之与扬州”的研究领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并取得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想，《林散之与扬州》一书的出版，不仅填补了扬州文化研究的空白，而且填补了林散之研究的空
白；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更有史料研究价值。
对我们全面系统地了解林散之的一生，深入挖掘和研究林散之的艺术成果，对推进文化扬州的建设，
促进扬州文化艺术的传承与发展，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这本书的出版还给我们一个有益启示，类似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是否应该有更多的拓展和加强。
比如，对于历史遗存的普查与保护，对于相关资料的挖掘与整理，有组织地研究、出版等等。
我想，如果我们不遗余力地去做了，我们就无愧于那些文化大师们，也无愧于“文化名城”的称号了
。
那样，我们在“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美好蓝图上，将会写下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一笔。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
对于文化的价值，理解了才知珍惜，珍惜才会自觉地传承，传承便会有不断的发展和创新。
文化不是少数文化人的事业，文化属于大众。
所以在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今天，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士，其中包括基层干部来关心源远流长、博大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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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的中国文化，支持和促进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
    孙家正    2011年11月于北京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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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曹如诚编著的《林散之与扬州》是一部无声无形的电影。
大量鲜为人知的内容和细节，重现了林老于那个特殊年代在扬州的艺术和生活状态，从不同的侧面反
映出一代“草圣”在逆境之中所表现出来的仍然多情、乐观、淡泊、从容、宽厚的情操，以及林老对
艺术乐此不疲、追求极致的境界。
从林老在扬州生活的平面，我们不难看到林老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的态度，更彰显了林老质朴的
情感，以及他对艺术最本真、最纯粹、最执着、最忘我的精神。
“一切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荣格），林老的艺术境界、艺术成就与他的人生境界是一致的，也
是分不开的。

情感是人类的永恒主题。
在当下这个资讯多于知识、流言多于思想、浮躁多于严谨、名利多于淡泊、随波逐流多于坚守信仰的
时代，人们也往往容易忽略最为珍贵的情感。
林老的真性情、真精神和平常心所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对今天的我们感知生活、感受社会、感悟人
生具有启迪作用和榜样力量。

《林散之与扬州》对林散之先生的艺术精神、艺术思想、艺术成就等多方面进行了多角度研究、抢救
、挖掘，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作者耗时数年，艰辛备尝，付出的劳动和取得的成果令人感佩不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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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曹如诚，笔名叶曲天，江苏扬州人。
曾任扬州日报社研究室主任，《扬州时报》副总编辑。
现任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事新闻和宣传工作三十余年，曾先后采访过：我国漫画泰斗方成，台湾作家琼瑶，文化学者余秋雨
，传媒大亨刘长乐，影视戏曲表演艺术家陈述、谢芳、严顺开、童祥芩、向梅、六小龄童、林芳兵、
沈丹萍、马兰，歌唱家郁钧剑、毛阿敏等。
其间，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新华日报》、《南方周末》、《新民晚
报》、《扬子晚报》、香港《大公报》、《羊城晚报》海外版、《传记文学》、《电影文学》、《东
南西北》、《知音》、《现代家庭》、《人生与伴侣》等报刊发表文章一千一百余篇，获得国家、省
、市等各类奖项三十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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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4  几度南归几度留    从银行退休的何瑞生老人住在太平巷11号。
他早年勤习书画，1924年参加北平国画研究会，为著名国画家金北楼入室弟子，学习工笔花鸟及古文
辞，后又从萧谦中习山水。
他又是湖社的著名画家，常在《湖社月刊》、《中日书画册》等书刊发表书画作品，蜚声北平及东瀛
，名冠一时。
20世纪40年代定居扬州，曾任扬州中央银行办事员，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扬州支行。
尽心本职之余，仍潜心研究书画艺术，不慕名利，孜孜耕耘，至老不辍。
1949年10月1日至3日，他与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等四人参加了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扬州书画展览
；1956年与鲍娄先、何其愚合作的《松鹤》、《猫蝶》在扬州第一届国画展览会上获得好评。
何瑞生的花鸟画《松石图》，能融篆书笔法于松针，又能以草书入画，加上神妙的章法、精当的布局
，使作品满幅氤氲，生气盎然。
《中国美术家辞典》介绍他时用诗嵌其姓名赞道：“何郎佳趣笔瑞生，鸟语花香总有情；纸上苍龙更
道劲，鬣长直欲壮涛声。
”何瑞生慈眉善目，敦厚壮实，说学逗唱，诙谐幽默。
他不但善画山水、花鸟，而且会说相声，会打太极，在邻里街坊人缘极好。
    在和林散之的女儿林荇若及何瑞生的女儿何成敏的接触交谈中，她们深情地回忆了当年林老和何老
、吴老一起打拳、“会东”的故事。
那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林散之“避难”来到扬州，林荇若见老父亲弯腰驼背，老态龙钟，便对老人
说：“阿爷，你在家也没多事，要锻炼锻炼身体，你就到隔壁跟何老学打拳吧。
”林老觉得女儿说得有道理，也就同意了。
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林老便来到太平巷11号，在何瑞生家的天井里，跟随何老学打太极拳。
每天学一节，一次一个小时左右。
何老一边教他，一边和他聊天，交流中慢慢才知道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林散之先生，于是他俩便
常在一起交流太极拳术和书画艺术，彼此相交甚契，十分投缘。
一段时间下来，林散之把太极拳学会了，为了感谢何老，林老特写了几幅字，送到何老家，让何老挑
选两幅。
不久，林散之还用半张大红纸写了一封感谢信，表达林老对何老的敬意和谢意。
在打拳的当儿，林老、何老与扬州工学院退休教师吴老还经常相互串门聊天。
每天下午打拳过后，三人轮流“做东”吃晚茶，每次请客限定在四角钱以内。
他们最喜欢到甘泉路上的共和春餐馆，泡壶绿茶，点一盘千丝，买几块擦酥烧饼，边吃边聊天。
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聊得津津有味，三人总是在情致盎然的气氛和愉快的笑声中度过下午的美好时
光。
    一天，林散之忽然想回南京，便告诉何老、吴老。
何老说：“明天我会东，去冶春茶社为你饯行。
”第二天早上林散之如期赴约，饱餐了一顿。
但后来林散之推迟了回南京的行程，原因是他舍不得离开扬州，舍不得离开老朋友。
过了几天，林散之又对二老说他要离扬回南京了。
这次吴老发话了：“林老这次一去，我们不知何时再能相聚，明天一起再到冶春聚聚。
”送行酒吃了，只是这次仍然未能成行。
又过了一些日子，林散之真的收拾行囊准备回南京了。
林荇若对老人说：“阿爷这次您走就不要惊动何老、吴老了。
”林散之听了，哈哈笑了起来，他习惯性地用手挠挠光光的脑袋，不知不觉地吟出一首诗来：“辞行
不是为揩油，几度南归几度留。
吃了干丝和馄饨，阿聋犹自在扬州。
”童真童趣和调皮的心态一下子写在了老人的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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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夕相处，林散之与吴老、何老结下了真挚的情谊，一闲下来，林老就为何老画画，用这种特有的
方式表达彼此深厚的感情。
着色没有颜料，林老就用小学生用的十二色水彩调试着色，居然画面古雅清丽，效果极好。
林老一口气画了二十四幅山水册页，并在每幅画上题写毛主席诗词。
作品完成后，全部赠送给何瑞生老人了。
后来林荇若从何老那里取回八幅，转赠给了朱小平先生；何老以画换碑帖，赠马千里先生两幅；又辗
转流入卞雪松手里两幅。
现在何老的女儿何成敏那里还珍藏着《雨归》和《今又重阳》等山水画册页哩。
    那时，林散之“沉”到了生活最底层，他和邻里街坊百姓的关系也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
除了和二老打拳、喝茶、聊天外，林老还喜欢在太平巷附近看人家下棋。
那时，太平巷口马路对面有个老者摆棋摊，招惹几个老人常来观棋。
其中有个白发老翁，天天一早来，到傍晚才走，中午拿出一盆从家里带来的冷饭，要点开水泡一泡，
两块咸萝卜干当菜，边吃边琢磨棋路。
林散之每天下午都要去观战，看他们那副劲儿，宇宙之大，除棋之外，什么也不管。
两位对棋的老人有时为吃一个棋子，争得面红耳赤，但一会又平静下来，车来炮往，继续拼杀。
林老虽不谙对弈，但他说，看下棋不是看其输赢，而是欣赏双方对弈时的种种神态和表情。
回到家中，林老就绘声绘色地模仿二人对弈的种种神态，引得一家人捧腹大笑。
    1978年，林散之来到扬州，乘坐扬州友人安排的一辆小轿车，再次来到他熟悉的甘泉路太平巷。
他让轿车停在巷口，步行至太平巷11号，拜访10年前教他打拳的老朋友何瑞生先生。
那时候，林散之虽已是全国闻名的书法大师，又是全国政协委员，但老人家不自傲，重友情。
他这次虽不住太平巷了，但他还是要来看看太平巷的老朋友。
何老万万没有想到林老这么恋旧情，还专门来看他，真让他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久别重逢，二老激动不已。
他俩互叙友情，谈笑风生。
临别时，何老依依不舍地将林老送到太平巷口，周围的邻居一起围拢过来为林老送行。
上车了，林老还深情地向太平巷的邻居们挥手告别。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一情景一直铭刻在何瑞生女儿何成敏的脑海里。
    P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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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个年代出书的人太多了，今天我也给读者朋友捧来《林散之与扬州》一书，算是凑个热闹。
    其实，我出这本书，可谓是“蓄谋已久”了。
记得是1986年，我在扬州梅岭新华书店购得一幅珂罗版印制的林散之书法作品《学无止境》横披。
虽是印刷品，但水墨渗化，韵味十足，仿真效果极佳。
打那以后，我便萌发了研究林散之的念头。
调扬州日报社工作以后，我在采访中得知，林散之“文革”中数次客居扬州，在这里不仅创作了大量
与扬州有关的诗、书、画作品，还留下了许多鲜为人知而又意趣盎然的故事。
于是我便顺藤摸瓜，采撷了一些故事，写成文字连载在《扬州晚报》“老扬州”版上。
尔后，《金陵晚报》、《钟山风雨》等又相继约稿刊出。
文章发表后，在南京、扬州以及安徽产生了较好反响。
这时有人提醒，当年和林老接触交往甚密的蔡易庵、孙龙父、黄汉侯、桑愉、魏之祯等老一辈文人已
经先后过世，如今还健在的曾与林老有过交往的书画家和亲历者也大都年事已高，如果再不“抢救”
林散之在扬州的这一段历史，以后收集整理资料就更困难了。
林老的外孙女李不殊老师建议我，干脆把林老在扬州的生活踪迹以及老人家有关扬州的诗、书、画作
品收集整理出来，出本集子。
她这一“点拨”，使我豁然开朗，意识到收集整理林散之史料和“出书”的价值所在。
林散之之所以在扬州这块肥沃的土壤上，生活得如此丰富多彩，诗书画艺术得以交流传播，首先因为
他的女儿林荇若、女婿李秋水生活在扬州；还因为扬州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其中有东
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的鉴真和尚，有民族英雄史可法，有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清代“扬州八怪”，更因
为有着一批和他经常“切磋艺事”的文化人，比如蔡易庵、孙龙父、桑愉、魏之祯等等。
而林散之诗书画艺术在扬州的交流与传播，对推动扬州文化艺术的发展，提升扬州文化的影响力，其
意义也是非同寻常的。
就这样，我便“大胆”地揽下了这个“瓷器活”，开始了长达5年的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和案头撰写
工作。
    按理说，像林散之这样一个重量级的艺术人物是我辈“碰不得”的。
林散之是当代诗书画大家，文学造诣精深，知识面极其广泛，要写好老人在扬州的这段历史，光靠“
吃苦跑腿”、“搜集史料”、“记录整理”这些简单劳动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记者”转型到“学
者”上来，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把握他的一生以及他的诗、书、画艺术。
我深知反映林散之这段历史的难度，便开始走大街串小巷，登门求教扬州书画界的前辈和老师，走访
他在太平巷的老邻居，寻觅林老当年在扬州的生活细节和艺术踪迹，查找林老与扬州有关的照片、信
札、手稿、墨迹，以求原原本本地记录和反映林老在扬州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此基础上又仔细阅读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的《当代草圣林散之》、花山文艺出版社《江上诗存》、文
物出版社的《林散之书画集》、古吴轩出版社的《林散之书法集》、黄山书社的《林散之与禅》等有
关书籍，力求理清他的人生轨迹，读懂他的有关扬州的诗作，并努力地去研究和掌握他的书法特点和
艺术风格。
比如，1972年和1973年，林散之的书法作品得到启功、赵朴初、顿立夫、郭沫若等名流的高度评价，
并在《人民中国》书法专辑首页上发表，由此林散之名播艺林，蜚声海外。
这是林老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而那年林散之正好在扬州，我有意识地把这一精彩片段写进去，使林散之在扬州的这段历史与林散之
人生重要事件及艺术转折点糅为一体，也让读者了解林老出名的“内幕”。
又比如，林散之是当代我国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被誉为“当代草圣”。
如果只写他的历史不写他的书法艺术，就显得干瘪不丰满，让人读起来感觉“不过瘾”，我力图通过
林老在扬州的书法活动，结合其书法作品，展示他的书法特点和艺术风格。
再比如，林散之在诗中写到“芜城”、“鲍参军”、“大乘起信论”等等，只有弄清楚这些背景、人
物和名词，才能掌握他当时的思想、情绪及作品所表达的深刻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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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扬州期间，林老不但和扬州书画界人士交往频繁，而且和社会各界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
在写作中，我按照扬州书画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和林老接触的时间先后排序，并以纪实的手法，
叙述和表达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地减少主观想象和文学修饰，保持事实的原貌。
在编排时，为了方便读者对照阅读，我也努力地将林老当年留下的手稿、墨迹及书法作品与相应的文
字编排在一起，力求图文并茂。
为了全面真实地反映林散之在扬州的历史，我还将林老创作的与扬州有关的诗作，以及扬州人为他刻
的常用印章，扬州籍人士悼念林散之的挽联和纪念文章，一一收集整理出来，便于读者系统查阅和欣
赏。
在写作和编辑过程中，还引用了有关出版物中的某些图片和文字，请作者与出版单位联系，本人将以
书奉赠，以表达诚挚的谢意。
    在林散之史料搜集和本书文稿编写出版过程中，林散之后人林筱之、林昌庚、林荇若、李秋水老师
和扬州诸位书画界前辈及其后人为我讲述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生动故事，并为本书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历
史资料，这些书画作品和图片资料大多数均是第一次公开面世。
言恭达、张学群、王冬龄、萧平、梅墨生等书画名家及林散之的弟子欣然接受我的请求，为本书深情
撰文、挥毫题诗题字，缅怀一代宗师；徐正标和蒋韵开老师为本书的文稿作了认真校正后，年近九旬
的蒋孝达老先生又进行了审订；马家鼎、周桐淦、邵志军、范世宏先生和蒋韵琴女士为本书的出版给
予了很多的帮助；特别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先生，中国书协名誉主席沈鹏先生在
百忙中分别为本书写序、题名。
热情的支持和无私的帮助，令我终生难忘。
    这里要提及的是，扬州市委分管领导和我所在的邗江区历任领导对我的成长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爱
。
谢正义、袁秋年、卢桂平、程裕松、姚苏华、韩方、陈佳宏、陈洁等市区领导及云峰、益军等同事对
本书的出版给予了热情鼓励和积极支持。
我为之心存感激。
    由于时间的仓促和水平的限制，本书资料的收集还不全面，事实可能还有出入，对林散之诗作及书
法作品的理解可能还不够准确。
敬请读者指疵与赐教。
    曾如诚    壬辰年初春于扬州寓所读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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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林散之，当代书法家。
曹如诚编著的《林散之与扬州》主要包括林散之的书画作品，林散之在扬州的生活故事，扬州人所写
的关于纪念他的一些文章，以及林散之写扬州的事。
用平实的语言，真实地记录了林老在扬州的事和情，不臆造，不夸张，不矫饰，在娓娓道来的叙述中
，将林老质朴、宽厚、真诚的性格以及林老与扬州书画界人士水乳交融的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
    本书的另一特点是图文并茂。
四百余幅图片的搜集面世，倾注了作者的心血和汗水，形成了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些图片中，有书画精品，有书札，有笔谈手迹，有经历者的照片⋯⋯当会给读者以亲切、真实的感
受。
在阅读中欣赏，又在欣赏中阅读，这是何等快乐的事！
人品的仁厚与作品的神妙联系在一起，这就是立体的林散之——一代书艺宗师的风采。
当然，这又是扬州艺坛上一段有趣而重要的史实。
读者必能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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