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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签名：我的灵魂从来没有停止过哭泣；我为

命运所驱使而不断前行，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捡到

一两根花丛稻草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又因为自己

看到了这一点而无可奈何……

“六七画红梅，心怀不竞春；

红妆为素裹，还历天地心。”

这是 1975年长安画派领袖石鲁大师为王冰如先

生巨幅国画《红梅》题写的诗作。

王冰如，女，字凌云，号青门内史，斋号天镜室。陕

西扶风人，辛亥革命先辈王诚斋之女，1908年 12月出

生，长安画派工笔画家，尤精蝴蝶，轰动当年画坛，被

当年中国画坛称之为“蝴蝶王冰如”。

王冰如先生的花卉开满神州大地，她画的蝴蝶在

祖国美丽壮观的大好河山飞呀……飞呀……，飞呀

……飞呀……飞过了多少春夏秋冬飞到了 2022年的

金秋时节。

王冰如先生的蝴蝶也飞到了我的眼前，同时，把

我的思绪拽回到了几十年前我还是毛头小孩的年代，

绘画的色彩斑斓像万花筒一样迷惑着我，我像一个初

恋的孩子一样勇敢而疯狂地追逐着水墨丹青的韵采

墨香和神出鬼没，乱撞之下，王冰如前辈像月老观音

一样出现在我的面前。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我坐在了王冰如老师的书案

前。

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王冰如老师是辛亥革命志士

遗孤，一直为中共地下党抚养，对共产党情深似海，对

新中国爱如潮水。

由于长安画派领袖人物石鲁纳百川、存相异的高

尚品质和艺术思想，使王冰如这位传统的画家有机会

融入当时标新立异的长安画派艺术大家庭。

五六十年代的长安画派可不是现在这样一致的

大拇指，当时是引起了全国艺术界的轰动，也引来了

很多“野怪乱黑”的诽谤和责骂，这些责骂声有的是好

心提建议的，有的是艺术观点相异，有的是出于对中

国传统艺术的偏爱不容他的，有的是某些有权威人士

不容别人动摇他的地位的，有的是个人口味不同又自

负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艺不精没有悟性又爱出风头

的和一些伪艺术家目的不单纯的，就不说他们了，不

值一提。

当时在画坛一片“野怪乱黑”的责骂声中，王冰如

等少数几位画家得到了广泛的包容，因为她出于对新

中国的热爱，她画的画是喜庆的传统工笔重彩花鸟

画，虽然在石鲁思想的影响下有所创新，但主要是立

意和构图方面，表现形势变化不大，当时在石鲁为代

表的长安画派使画坛争得面红耳赤的时候，她的画是

受到好评的。

文革时期石鲁被打倒，受到迫害，虽然打倒石鲁

的人主要是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但不能否认的是确实

有一些不明是非及真相的人出于对党和新中国的热

爱，主要表现在对毛主席的热爱，自己真的以为石鲁

是坏人做了错事的。

然而王冰如没有，我从多方面证实，在文革时期

的批斗会上，王冰如和一位美协司机站都出来替石鲁

说了话，请注意是批斗会上站出来，不是私下，因为我

相信私下还有更多人；再请注意：王冰如是辛亥革命

志士遗孤不是共产党员的遗孤，她是民盟党员。再三

请注意：另一位“批斗会上站出来说话”的是美协司

机，美协那时已不是石鲁领导了，已经被夺权了，现在

上了年纪的人应该知道毛泽东时代一个工作对当时

的人意味着什么，他是一位美协司机，不巴结现领导

就算了，在批斗会上替被打倒的人说话，当时没有深

圳广州呀，要是单位不要他了，到哪混饭吃呀？！无论

他想到了还是没想到，这样的人真的是了不起。

有次和王冰如奶奶聊闲话，我问她，你在批斗会

上帮石鲁说话，怕不怕？

王冰如老师想了半天，说：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都

想不起来了，当时乱哄哄的，吵得要命，都说自己有

理，怕不怕？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实话实说呗，共产

党教育我们实事求是嘛。

“那你讲理能讲的过他们不？”我又问。

“我讲啥理，我没有和他们辩理，他们理论多的

很，我就是有啥说啥。”

王冰如老师又想了想说：石鲁有个学生叫高民生

的，1959年进的西安美院附中 1968年大学毕业的，有

一次批黑画，石鲁的一幅《梅花图》，梅花是倒着画的，

大家批判这幅画不积极向上啊，垂头丧气倒霉啦，但

是画上题的诗大家都批不了，因为有很多字不认识。

有人就说找石鲁问问看他到底写的是什么，然后再

批。一直没有说话的高民生大声喊叫说我去问我去

问，走开，骑了辆自行车就去石鲁家了。

高民生见了石鲁说：“石老师，他们都在批判你的

梅花图，上面有首诗，你写的什么给我讲一讲，你看我

给他们怎么说。”

石鲁点燃一根烟，顺手把烟盒纸撕开，从上衣口

袋拨出钢笔在背面把诗写了下来：

梅为雪而娇，寒宵更放豪；

唯余风漫舞，还看春更高。

高民生拿在手里一看，激动地喊：“老师，你这写

的是豪迈诗么。” 赶紧踩单车往回赶。

到了批斗现场，高民生把诗拿出来，大声朗读一

遍然后说：“俺老师画的梅花是不畏惧困难的铁人精

神，这画儿怎么能批呢？”

“一个 20多岁的年轻人都敢坚持真理，我受党教

育这么多年那还不是应该的。”王冰如老师看了看我

又说，“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政策不是又强调要实事求

是坚持真理嘛，所以正确的东西一定要坚持。”

唉，现在想起来，王冰如老师的声音还在我耳旁

回荡。

除了学生品质优秀以外，石鲁前辈坚持真理的铮

铮铁骨和求索艺术的人格魅力也给自已的学生树立

着榜样，石鲁精神感染着他的身边人引领了一个新的

艺术时代，也将永远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张毅，四川仁寿县作家，以自己是石鲁同乡为荣，为了

写《石鲁传》，准备了十几年，1999年石强老师带我去

四川见他，领他去采访长安画派传承画家。这年，他也

携爱人来西安采访，军区招待所不住、免费酒店不住，

住在我帮他联系的西安市安远门招待所，一间房间 2

张床一张床位 10元，房间内没有卫生间，洗澡也要去

公共澡堂。

张毅老师在《石鲁传》后记里不无得意地写道：

我下榻的那家旅馆服务员惊奇地发现，这位只住每晚

十元一床，每餐啃大饼，不是到西安求医也不是来西

安上访的老头，却终日电话不断，不时响起“333号电

话———”的传呼。这间低档的飞蛾肆虐的客房，却是

“谈笑皆鸿儒，出入无白丁”，来客有白发的延安老战

士、知名画家，将军、学者……一谈就是大半夜，慷慨

激昂，深情忆石鲁。

当时陕西的文化人过意不去：“这样咱陕西人有

点太亏待石鲁老家的人么？”

老爷子说：“我是来写书的，又不是来旅游的，下

次我来旅游，你们再招待我。”

在四川采访吴孝杰老师时，从吴孝杰老师家里出

门，一上出租车，张毅老师就用浓重的四川话对石强

老师说：“吴孝杰没有挣钱啊！”

张毅老师的意思是说他没有把心思放在赚钱上。

盛赞了吴孝杰老师人品高洁和家庭布置朴实无华，虽

然满屋挂的都是书画像个画廊。

当天晚上，我和石强又回到吴孝杰老师家里，吴

孝杰再次回忆起石鲁当年点点滴滴，当场在家里客厅

饭桌上痛哭流涕鼻涕一把泪一把。

后来在西安街头，石鲁学生高民生，在大街上就

嚎啕大哭。

石鲁前辈《吟泽句·补天阙》中说：“苍夷黛典兮，

奔青山而恸哭。罗汨之鱼鳖兮，吾不道地窟。屈子何茫

乎于楚烟兮，你不晰乎共产之路。我何必饱鱼腹，落个

叛徒，收住眼泪向天去。”

“收住眼泪向天去……”学生们不要哭，探索、探

索、再探索。

改革开放以后，书画艺术界也重新迎来了自己新

的春天，王冰如不是没有机会出画集也不是不想出画

集，她可以马上出画集，她却没出，因为她虽然对邓小

平上台十一届三中全会感到欢心鼓舞，但她对市场经

济还是不理解，拒绝讲条件出画册，她出个人画集的

美好愿望最终才在陕西美术界和陕西人民美术出版

社的热情邀请下、石鲁前辈的儿子石强老师奋力劝说

下，于老人家 88岁高龄的 1996年 12月出版。

“唉，画集的大部分作品，1986年我就准备好了，

整整晚了 10年。”王冰如老师叹息道。

“啊，要等这么久啊！”我吃惊地说，“那 10年前人

家要你干嘛就干嘛嘛？怕啥，反正目的是出画册，管那

么多干嘛？”

“胡说，你学画画是为了干嘛的？”王冰如老师立

刻发怒道，“我讲课的时候你没有听吗：画菊花是为了

立情操、画荷花是为了立高洁、画梅是为了立风骨，我

爱画蝴蝶是为了学习蝴蝶传播美把五颜六色的美洒

向大自然的博爱胸怀。石鲁老师经常说要和美打交道

不要和丑结婚。我有一幅《红梅图》是石鲁老师给题的

诗，最后一句是还历天地心，石鲁老师当时告诉我画

画是为天地立心的历程。”

“你哄我玩呢，”我当场就说，“我一个弱女子，又

是个画画的，我哪里有这能力嘛？”

“我当然知道你没这个能力。”石鲁吐出一口烟

说，“没这个能力你可以经历一下嘛，你看我写给你的

是经历的历。”

王冰如老师佩服地说：“石鲁脑子好使的很，像计

算器一样快。”

当年电脑还不属于普通工具，王冰如老师也就只

能拿计算器打比喻了。

“出画册你的石强老师费了太多心了，为我跑前

跑后完成了我的心愿，我很感谢他呀，你要学习他这

种好品质。”

吾大惭，赶快说：“我学画画也是为了给人们传播

美。”生怕老师再生气。

“你的石强老师很深刻，是有

思想的人，你要好好和他学习。不

过学画画就不用了，他耽误了，没

学过画画。”

“那他现在不会一边学一边教

我，也行。”我确实是个不听话的孩

子。

“你还怪有办法的。”王冰如老

师说，“你很聪明，但是没有用对地

方，你要是把你的聪明用在构图和

立意上，你就有出息了。”

有一次石强老师的妹妹石丹

老师问我：“你给我哥叫啥？”

我说：“有人的时候叫老师，没

人了就叫大哥。”

“那你给我妈叫啥？”

“叫奶奶。”我回答。

“那你给我叫姑吧。”石丹

老师说。

凭啥嘛？石强老师，名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合三

为一。我算啥？西安城墙脚下的一颗草，给长我一辈的

叁二代叫大哥，我凭啥嘛？

有一次我和石强老师出去采风，在景点碰到一家

人旅游的，他们见我俩背了一身的相机包和镜头包，

我身上还背了一个很小的小画夹，一位一看就非富即

贵的阿姨跟我俩聊天，知道我们是西安的以后，眉飞

色舞地说：“我们家跟石鲁家关系好。”

我刚想问你跟石鲁家谁关系好，顺便巴结一下，

石强一把抓住，我屁都没敢放一个。石强又聊了几句

就和他们分手了。

我算啥嘛？

石强老师就是这么平易近人。

可惜，石强老师没学画，学了摄影，最后终于没有

成为我的画画老师，但是他的人格魅力思想情操完全

征服了我，到现在还影响着我的一言一行，下面电子

邮件是石强老师给我的教导：

近日看完了你发给我的文章，甚感欣慰。这么多

年为生活奔波劳累，自力更生娶妻生子。多少文艺才

子棱角尽磨，思枯脑萎。吾弟你尚能如此发展自我思

想，关注历史与现实，开发文才述著心灵。望保持这样

对真理正义的探索。如果你有皈依庄子思想的心愿，

你的头脑境界将会进入人生真理的最高层次。谢谢你

送书给我。但尚未收到。不知是寄出否？

石强 2011-03-13 22:51

（备注：3月 3日我告诉石强老师我寄了《张灵甫

传》和《与自已对话 --曼德拉传》给他，让他注意查

收。但是快递公司不知什么地方有差错重新寄了一

遍。3月 13日以后才送到。）

石强，我的思想老师。

石鲁，有一个好儿子。

王冰如老师画集里的作品很多都是石强老师拍

的，我给石强老师打下手，跑前跑后，王冰如老师有一

部分作品都是大幅，无论是展开呀抱着呀，我都是很

小心翼翼，太紧张了手里拿着的辅助物品总是掉，石

强老师看着我笑：“手里东西拿不住，看你也是发不了

财，好好画画吧。”

王冰如老师教人画画从来不先讲技法，她的第一

门课可以在任何一个课堂讲，就是说想画好画先做好

人，讲她常画的荷花、菊花、梅花，讲坚贞、讲气节、讲

风骨，她画菊画梅花常题写：“菊花如志士，过时有余

香。”“梅花如端人，独立凌冰霜。”

对于自己个人，她一生很少和人去争什么，然而

有一次和一位陕西的生物学家争得人家都怕了：

王冰如老人以擅长画蝴蝶、大幅主题为《百蝶图》

被画坛称为“中国蝴蝶王”。八十年代有一次画展，一

位陕西某大学的生物系教授说王冰如的蝴蝶只画出

了蝴蝶的一半。后来这话传到了当时七、八十高龄王

冰如的耳朵里，她老人家不顾年迈也不告诉别人其目

的就说要见人家，千方百计要见那位教授。那位教授

不知其目的，七十多岁的老人自己怎么敢惹得起呢，

吓得不敢见她，当然最后肯定是见了面的。

王冰如老师说：“他是一位昆虫生物专家，他说我

的蝴蝶只画了一半，我相信他说得是对的，肯定有他

的理由，我只是个画家，我只有见了他，才能知道另一

半蝴蝶在哪里。”

石鲁大师说：“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

石鲁大师还说：“艺道方长。”

王冰如老师做到了。

对真理执着追求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

荷兰的文森特·凡·高是这样。

长安画派领袖石鲁也是这样。

王冰如老师当然也是这样，所以他们是不朽的，

无论他们知名或者不知名；也无论他的画能否卖、卖

得多贵，或者根本就不卖；又无论他们身后有人宣传

他，或者无人宣传她；更无论在电脑的搜索器上能否

搜到。

2021年 5月，我又翻看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

版的《王冰如国画作品选》，用手抚摸着画册的每一页

画面，倍感亲切，又如蹲坐在王冰如奶奶身旁。我还在

百度上找到了西安邹莉和西安周晓燕，他们是我当年

一起在王冰如老师这里学画画的同学，在业内颇有成

就，比较起来自己颇感脸红，又想想王冰如老师有她

们两位比我更有出息的学生，我又深感欣慰。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

“2021年 5月 4日，今天很开心。”

既然王冰如老人生前就喜欢安静，那就不打扰她

了，让她安安静静地休息吧。

这次，就象我当年不懂事时无数次不打招呼就敲

响她老人家房门一样，又一次影响了她的安静，不过

我相信，她会象当年那样原谅我不会怪我的，在此特

意表达对她老人家深深的怀念！

故作此文以记之。

2022年金秋李文义于深圳龙岗多语轩

后记：

此文本来是我 2010年 4月初写的一篇想念王冰

如先生的回忆文章，文章标题是《中国蝴蝶王———王

冰如》，开头时我写到：

“这清明时节，我再宣传一个人，这个人我竟然在

所有的网站搜索器上搜她不出来，可见其了不起。”

2010年，真的搜不到，那时候网络并不非常流行。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现在也已经可以搜到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中国蝴蝶王———王冰如》

文章给安娟英老师看看，安娟英老师说可以发表，我

说这是我的一篇回忆文章没打算发表。安娟英老师说

这么好的画家，应该大力宣传的可以发表。我说那你

要想发表我就要改。然后我用了两个连续通宵的时间

对文章进行了全面的增改和润色，又用了半个月时间

不断自己阅读修然后修改个别字词，故有此文。

—————怀念我的老师王冰如先生
文 /李文义

历天地心 做蝴蝶王

红梅 红梅石鲁题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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