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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同志
看他作画

己亥仲夏的一天，笔者去天一阁
书画院观看“桥南余韵”画展。在凌
先生生平介绍前，有一张凌近仁先生
与胡耀邦同志的合影。关于这张照片
背后的故事，据说有两个版本。一说
胡耀邦同志来宁波视察，途经灵桥，
看到桥对面“宁波交电商店”的金字
招牌，便问随行记者，这是谁的手
笔？这一问，引出了一段耐人寻味的
佳话。一说胡耀邦同志十分亲民，视
察天一阁时，率性走进东园的书画小
屋，饶有兴致地观看凌近仁作画，留
下了这张弥足珍贵的影像。据画展前
言所标注，照片拍摄日期为 1981 年 4
月23日。

到底哪个传说为真呢？凌先生学
生张世雄介绍，应是交电商店招牌一
说。

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胡耀邦
同志当时微笑着站在画桌旁，看凌先
生作画。凌先生先是画下一株顶天立
地的竹子，后又画了几棵笋。张世雄
根据先生的讲述，还原了当年的场
景：“当胡耀邦与先生晤面寒暄时，
见先生美髯飘胸，童颜鹤发，笑问：

‘先生高寿？’先生答曰：‘七十多
了 。’ 胡 耀 邦 笑 道 ：‘ 向 百 岁 进 军
嘛。’在场的人报以热烈的掌声。”张
世雄讲述这段佳话时，模仿着凌先生
当年的语气与表情。“后来，先生增
添了一枚‘百岁进军’的闲章，作为
纪念。”

“以后你可
常来我家”

张世雄就是本文开头提及的那位
毛头小伙子。张世雄与凌近仁同乡，
也是慈城人。当年，他手捧的那本

《征文画集》，是宁波地 区 纪 念 毛 主
席 在 延 安 文 艺 座 谈 会 上 讲 话 三 十
周 年 画 集 ， 汇 集 了 当 时 活 跃 于 宁
波 文 艺 界 的 书 画 摄 影 优 秀 人 才 作
品 。 张 世 雄 根 据 其 中 一 幅 《劲 松
图》，临摹多日，来到凌先生家求
教。“我递上画稿时，心扑通扑通
直 跳 。不料，凌先生打开图画一看，
笑眯眯地说：‘你的画比我还画得
好，你以后可以经常来我家。’”就
这样，没有任何仪式，张世雄和众多
喜欢画画的青年学子一样，成了凌近
仁的学生。

一次，凌先生出题要张世雄画一
幅“我从没画过的东西”。这可把张
世雄难住了。冥思苦想几天，一日张
世雄路过小菜场，看见一老婆婆正在
卖甘蔗秧，回家就用浓淡水墨画了几
株甘蔗秧，交给凌先生批改。凌先生
看弟子能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创作题
材，非常高兴，当即给予了很高评
价。

张世雄画竹子，可以说从零开
始。凌先生除了传授笔墨技法，还讲
了不少关于竹的典故，比如苏东坡颂
竹的诗句，郑板桥的竹子画。当讲到
当时闻名全国的画竹高手时，凌先生
动员张世雄给浙江美院的卢坤峰教授
写信求教。张世雄果真按照先生的指
点，写信并寄上了自己的画稿。“卢
教授不久回信，一面鼓励我，一面指
出我画中的不足，他建议我还是就近
寻师。我想卢教授可能知道慈城有凌
近仁先生吧。”

为了拓展弟子的眼界，凌先生还
带张世雄去了收藏家叶敏官先生家。
在叶家，张世雄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任
伯年、吴昌硕、蒲华、姜宸英、赵之
谦、程璋、胡公寿等一批著名书画家
的真迹。“凌先生独特的教育方式让
我终身受益。”

张世雄珍藏着两枚甬上篆刻名家
王永嘉先生镌刻的印章，一枚为“世
雄学画”，一枚为“张印”与“世
雄”的两头印。张世雄清晰地记得，
1975年的一天，王永嘉先生来访，那
天他正巧在凌先生画室，凌先生就开
口替弟子求章。王先生一口答应。而
后，凌先生叫张世雄去慈城印刷厂，
说那儿有旧印石出售。张世雄买了两
枚交给王先生，不久就拥有了心爱之
物。

新世纪伊始，张世雄跨行从事
书画拍卖。如今业已退休的他，感
念凌先生的悉心栽培，去年写下数
万 字 的 追 忆 文 章 ， 并 协 同 好 友 收
集、整理凌先生的书画作品，自费
出版了本文开头所提的 《凌近仁书
画作品选》。

“我不过是
给你补了一下白”

画家任静光家的客厅里，悬挂着
一幅名为 《万山红遍》 的国画，任静
光对此画情有独钟，因为它是35年前
自己与凌近仁先生的合作之作。

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任静光因
工作关系陪同凌先生为慈城镇招待所
作画。见到心目中的大家，任静光自
然不肯放弃请教的机会，他拿出自己
新近创作的一幅 《钱江潮》，请凌先
生指点。这一幕被前来探望凌先生的
一位华姓老干部看到了。老华时任镇
政府秘书，在小镇颇有威望。华秘书
一看《钱江潮》，便鼓励小任与凌先生
合作一幅画。任静光顿时惶恐不安，自
己哪敢与大师合作呢。华秘书执意鼓
动：“小任，没有比合作画画更好的学
习机会了！”凌先生一听，爽快地说：

“静光，我们就按华秘书说的办，今天
合作一幅。”接着又开起了玩笑：“华秘
书是大领导，又是老干部，我们岂敢
不贯彻执行？”

35年过去啦，任静光指着客厅墙
上的 《万山红遍》 告诉笔者：“当时
我放开胆子勾画了中间的这座大山和
左上方的远景小山。那道大瀑布及右
上方虚淡的山梁，从上而泻的飞瀑，
皆出自凌先生手笔。“画毕，我请凌
老题字，他问：‘题什么好呢？’我
说：题万山红遍好吗？’‘好，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过去李可染画过一幅

万山红遍，今天我俩也画万山红遍。’
边说边书写起落款：任静光作，桥南老
人凌近仁题。我见了惭愧地说：‘凌老，
怎么能把您画的也算作我的呢？’凌先
生爽朗一笑：‘我只不过是给你补了一
下白而已，别多虑。’现在回想起这些，
觉得凌先生既豁达又睿智。”

上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凌近仁
先生名气日隆，他门下的学生越来越
多。旅澳华人画家陈国飞，至今记得
1975年元旦慕名前去拜访凌先生的情
景。

那天，陈国飞与父亲从宁波骑自
行车去慈城寻找凌近仁。当时父子俩
不知道凌近仁的姓名和住址，就凭着

“长胡须画家”这个关键词，在慈城
新华书店打听到凌先生的住址。令陈
家父子想不到的是，面对贸然前来学
艺的陌生人，凌先生摆好笔墨纸砚，
挥毫示范之外，还从案头选了几本画
册与学习用具，作为见面礼送给初次
相识的学生。在以后的日子里，凌先
生除了指导绘画技巧，还向陈国飞传
授了“做人要做得实在，画画却不能
画得实在”等从艺之道。凌先生百年
诞辰那年，陈国飞写下 《其学为人
师 其德为世范》一文追忆先生。

爱好书画的牛富国也于上世纪 70
年代问学于凌先生。那时，凌先生应曹
厚德先生之邀，受聘于宁波工艺美术研
究所。牛富国一有空就跑到位于柳汀街
上的研究所四楼看凌先生挥毫泼墨。

“有一天，凌先生叫我：‘小牛，
侬把沙泥晒一晒，筛一筛。’我问晒
沙泥作啥？凌先生说要写大字。”

凌先生告诉牛富国，过去他的先

生钱罕写大字时用米作辅助，但用米
太浪费，不如改用沙泥。“凌先生先
将白纸摊在地上，接着用洋铅碗舀出
晒干筛过的沙泥，均匀地撒在白纸
上，最后用碳金笔勾画出‘宁波第三
百货商店’八个大字的轮廓。”牛富
国讲述着凌先生当年写招牌字的情
景，特别强调这八个字的大小与最终
挂在开明街口店面上的字一模一样。

“凌近仁书画
债台高筑……”

大凡去过凌先生家的人都能看到
他的书案上总堆着一叠厚厚宣纸，这
是人们求字、求画时送来的。因为有
太多的人求字求画，凌先生不得不书
写一幅“凌近仁书画债台高筑……”
告示，张贴在书房门外。然而，这一
告示挡不住人们对凌先生书画的喜
爱，登门者仍络绎不绝。告示管告示，
凌先生书画还是照样送，无论熟悉的
还是陌生的，不管来者地位高低，大多
有求必应。一些邻居或朋友看凌先生
拒收润笔费，只好带些油包、糖糕或糯
米饺之类的甜点致谢，凌先生总是以
下不为例相告。

张世雄介绍，上世纪80年代凌先
生受聘于天一阁。来天一阁游览的外
宾，尤其是日本游客十分喜欢凌先生
的字画。天一阁书画社把凌先生应得
的润笔费给他，凌先生不收，只说了
句：你们去用了吧。“凌先生淡泊名
利，吃饭随便，常将大米与蔬菜放在

一只钢精锅子里，点燃“五更鸡”一
烧。我看凌先生吃得素净，礼拜天就
到河里抲些河虾送去。凌先生不肯
收。我说，自己抲来的河虾，还可写
生呢，这才没被退回来。”

笔者观看 《桥南余韵》 书画展
时，听到身边一位上年纪的男子用宁
波话自言自语：“以前只晓得宁波交电
商店招牌是凌近仁写的，想勿到凌先
生还是介大书画家。”想必，老宁波一
定知道状元楼、一言堂、华侨饭店等店
堂的招牌字均出自凌先生之手，此外
他在天一阁、保国寺、天童寺、阿育王
寺、雪窦寺、五磊寺、朱贵祠等甬城
名胜古迹亦留下了珍贵墨宝。这些遗
墨就是桥南余韵，将长存于民间。

慈湖“师古亭”
横匾逸闻

1956 年，凌先生创作的 《岁朝
图》，参送浙江省首届国画展获优秀
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宁波籍画家潘天
寿的 《一溪花放暮春天》。13 年后，
凌先生为省防空指挥部创作的巨幅山
水画——《旭日东升》，被中国美术
馆收藏，并入选《中国国画集》。

宁波市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李羡
唐于 1964 年问学于凌先生。“凌先生
可以说是我书画道路上的第一位老
师。记得当时是由在慈城教书的小叔
乘火车陪我去的，没有举行拜师仪
式，因为那时候不作兴这个。凌老先
生为人谦逊，以为我学过西画，就说自
己有的地方应该向西画吸收营养。”

“凌老先生还说：‘齐白石画虾，我也学
画虾，我画的与其不太像，特别是眼
睛，我画的短而大。这是我从实际观察
中得来的。画画要根据自己对事物的
认识，用笔墨来概括。’”

一次李羡唐和凌先生一起去慈湖
观光，听凌先生说起慈湖那块著名的

“师古亭”横匾的来历。
“凌先生十分敬重自己的老师钱

罕先生。当我提到宁波的几位书家
时，他曾自豪地说：‘我的先生钱罕
是清代最后一位被正式命名过的书法
家……’据凌老说，他的老师钱罕先
生比较看重自己的艺术劳动成果，而
公益题匾大多没有润笔费，于是‘师
古亭’这块匾就让他女儿代书并具了
他的名。凌先生晓得这块横匾不是钱
罕先生所写，出于对自己先生的尊重
与爱护，改革开放后，他建议有关部
门将这块横匾换了下来。”

悠闲宁静
一如其人

1978 年，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
著名画家邵宇来浙东写生，有关部门
邀请凌近仁等甬上书画家在华侨饭店
举行笔墨雅会。其间，邵宇提议凌先
生收集一下自己的作品，由中国美协
为他结集出版，邵宇负责筹措出版资
金。“一般人要是听到这个好消息，
肯定赶紧整理作品了，但凌先生一向
淡 泊 名 利 ， 出 版 一 事 最 后 不 了 了
之。”张世雄说。凌先生担任宁波市第
一届美术工作者协会(即美术家协会前
身)主席期间，天一阁曾打算给他举办
个人书画作品展，凌先生婉言谢绝了。
所幸的是，天一阁当年的心愿终于在
凌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得以实现。

2005 年 8 月，宁波出版的 《四明
书画家传》，对凌先生书画艺术作如
下评价：“书法正草隶篆皆能，尤以
行草见长，笔力遒劲，苍秀清逸，气
韵生动。画善山水、花卉，尤喜画梅
兰竹菊及荷花，笔墨饱满，浑厚滋
润，不受传统拘束，新颖富有变化，
偶作神像，亦有高致。作品多次在国
内外展出、发表，或为博物馆、纪念
馆、名胜地收藏、镌刻。”

2009 年 4 月，慈城镇和宁波电力
局共同出版了 《凌近仁书画集》。同
年 7 月，慈城镇政府、宁波市美术家
协会等在宁波美术馆举办了 《凌近仁
百年诞辰书画作品展》 与座谈会。浙
东书风传人，同邑著名书法家沈元魁
先生曾这样评价：“凌老的书法既沉
着痛快，又阴柔妍妙。因此，他的书
法给人以悠闲宁静的感受，有时看如
乱石砌墙，却和而不同。其行书取法
王羲之、怀素、李邕、米芾诸帖，连
笔结体，更见跌宕奔放、苍劲多姿。
先生的画，山水、花卉、翎毛、树
石、走兽、鱼虾、昆虫、神佛等无所
不精。因为由书入画，其处处以线条
为主、块面为副的风格，使他的画富
含崇高意境。先生擅长用墨，如画山
水，往往用拖泥带水法，霎时成形，
即见山水错落，呈现云蒸霞蔚的景
象。虽不设色，反显出静丽明快。”

▲▼凌近仁书画作品。（静光 供图）

46年前，一位毛头小伙子手捧一本《征文画集》，走进慈城荷花池头的凌宅大院，叩

开了拜师学画的艺术之门；46年后，这位毛头小伙子已经年过花甲，他拎着一袋《凌近

仁先生书画作品选》，走进马衙漕畔的天一阁书画院，向公众展示恩师凌近仁其人其艺。

凌近仁（1909年-1995年），原名祖瑞，字近仁，晚号桥南老人，宁波慈城人。今年

6月25日至7月25日，天一阁博物馆策划举办了为期一月的“桥南余韵——纪念凌近仁

诞辰110周年书画作品展”。

近期，笔者走访了“毛头小伙子”等数位凌近仁先生的学生，挖掘出凌先生留给宁波

美术史的趣闻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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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胡耀邦同志视察天一阁，观
看凌近仁先生作画。 （王静 翻拍）

凌近仁为慈城第一小学学生讲授书
法。 （1981年前后，张世雄供图）

凌近仁 （左一） 与启蒙老师吴炳
藻 （前排坐者） 合影。

（1932年，张世雄供图）

——凌近仁

先生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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