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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知五十年　　我和其庸同志已是50多年的老友，或者说最早还有半师之谊。
1954年，其庸同志进入人民大学任教，我于1953年秋，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人大哲学班做研究
生的。
事有凑巧，1954年暑假，人大学生会组织同学们进行暑期论文竞赛，当时我刚刚读完苏联小说《远离
莫斯科的地方》，深受小说主人公巴特曼诺夫的坚毅性格所感动，就写了一篇评论参加比赛。
其庸同志是评委，是他推荐了我这篇文章，评为二等奖，因此，可以说我们那时虽不相识，却已有神
交了。
1956年，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学习讲座，其庸同志来人民日报社五楼小礼堂讲古代散文，我也是听课
者之一。
所以说，有半师之谊，是实实在在的。
到了60年代，其庸同志已是我主编的《人民日报·文艺评论版》的作者了。
　　其后，1963到1964年，我们又曾一起在林默涵同志领导下参加反修写作组。
“文革”来临，各自经历了一番磨难，劫后重逢，我还得到了其庸亲自镌刻的一方印章。
我记得，他送给我时，还说了一句：“可惜右下角缺了一小块，但并不影响字体。
”我很高兴，因为这是老友的深情厚谊，缺角也有纪念意义。
70年代又在一起校注《红楼梦》，1986年至1996年，文化部又把我们一同调来接掌中国艺术研究院，
最后工作到离休。
　　当然，使我们在思想感情上联系得更为密切的，是我们共同爱好的“红学”。
1974年，在周总理的指示下，《三国》、《水浒》、《西游》、《红楼》，都得到了重印。
这时，文化部下属成立了“文化艺术机构”，袁水拍同志是领导成员之一。
他曾向上建议，要校订注释一部恢复曹雪芹原作前八十回面貌的新版《红楼梦》，因为当时出版的《
红楼梦》，仍然是所谓百二十回的“程高本”。
那时，在红学界一般都认为“程高本”不仅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他们对前八十回也有所篡改，进行
校订注释，绝对是一项对广大读者有益的学术工程，上级批准了袁水拍的建议。
就由袁水拍负责组织校订注释组，并从全国各高校调集《红楼梦》研究者来做这件事，袁水拍就借调
其庸同志和我做他的助手——校注组副组长。
能参加这项学术工程，无论对于其庸还是我，都是大喜事。
很快，北京和各省大专院校都推荐了人选，也很快就开始了工作，并校注出《红楼梦》前五回，分赴
各地去征求意见。
　　我之所以要特别讲这件事，一是因为这个校订组的工作，对近三十年红学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
的贡献。
在开展红学研究方面培养了人才，参加校注组的同仁，几乎每一位都有《红楼梦》研究专著问世，有
的已著作等身。
二是这项工程完全是在其庸同志领导下完成的。
因为我只在校订组工作了一年多，就被张春桥下令离开。
那时，我虽是《人民日报》工作领导成员之一，文艺部的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却又是文艺部造反派的
斗争对象，在他们的包围监督之下，无法正常工作，所以，我虽被他们逐出校订组，却不想回《人民
日报》，就赖在校订组未走，而其庸同志有事也还找我商量。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才奉召不得不回《人民日报》，但半年后又成了被审查对象，又去“五七
干校”，虽心系校订组，却已无能为力了。
袁水拍更是早已成了审查对象。
于是谣言四起，说校订组是“四人帮”的阴谋组织，有的单位还贴出大字报。
其庸独力支撑着校订组，日子很不好过。
校订注释《红楼梦》能有什么阴谋？
有几位刚恢复工作的文艺界老领导，他们经历了“文革”的磨难，也反对“四人帮”，却也不支持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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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红楼梦》，使其庸同志的工作更加困难。
我很感谢其庸同志，在此艰难时刻，正是他的奔走和坚持，得到了文化部和研究院贺敬之、苏一平、
冯牧等同志的支持，让他继续完成这项任务。
当时不少人已经调回去了，于是又向各地借调了一些人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不久也因本单位的工作
回去了，最后只剩其庸等少数几位一直坚持到最后，终于完成了这第一次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校订注释
工程，198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截止到去年夏天已发行四百万套。
我们并不认为，当时的校注就尽善尽美了，但它毕竟掀开了现代红学研究新的一页，集中各种《石头
记》手抄本，以庚辰本为底本，进行了恢复曹雪芹前八十回原作的努力。
近几年曾接受读者意见，在其庸同志主持下，又修订了一次。
新版《红楼梦》无论在广大读者中，还是在红学发展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起了促进学术研究的
积极作用。
　　《石头记》（即《红楼梦》）诞生二百多年以来，评批很多，并形成了各种学派，其中不乏精彩
的见解。
但在红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还是“索隐派”旧红学和“自传说”新红学。
胡适批评索隐派红学切中要害，但新红学完全不把《红楼梦》看成一部真实、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伟
大文学作品，而一口咬定，曹雪芹写的是自己的家事——是“感叹自己身世的”，是“为十二钗作本
传的”，是“写闺友闺情的”。
他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考证，虽做出了一定贡献，却大大曲解了《红楼梦》的历史内涵、时代
意义和文学价值。
1954年对新红学的批评虽有过火之处，却引领红学研究走上了回归文学之路。
其庸的红学视野并不始于版本校订，在“文革”的苦难中他已开始抄录《红楼梦》并思考红学问题，
以排遣无聊的时光，并有了思考他的研究规划了。
　　校订《红楼梦》，首先是选底本问题，虽有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决定以庚辰本为底本，其庸写
了《论庚辰本》，阐述了他的选择。
不管怎么说，庚辰本是最早发现的比较完整的曹雪芹原作前八十回的抄本，其后他又写了《石头记脂
本研究》、《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
完成了他对《红楼梦》版本的系统研究。
尽管“汇校本”缺乏现代化的技术手段，那时只能靠一两个人的对照抄写，成书时出现了不少讹误，
后来，他又与季稚跃同志一起，花了多年的时间，重新完成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一书，
不但改正了前书的错误，还集合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的评语，成为一部研究“红学”重要的工具
书，也了却了他改正原汇校本错误的心愿。
《红楼梦》的汇校本是红学版本研究中的一个新的开拓。
　　《红楼梦》的创作，当然与作家曹雪芹的身世经历密切相关。
其庸在校订《红楼梦》时，就已经开始了对曹雪芹身世的文献考证和实际调查，完成了《曹雪芹家世
新考》和《文物图录》两部专著。
三十年来，其庸有关红学的系列著作自成系统，循序渐进，版本的校订和研究，家世的调查和考证，
评批的整理和集成，其庸是学国学的，治学有朴学的求实之风，他并非为考证而考证，也不像新红学
派一些学者为趣味而考证，他的考证是服务于对作家和作品的科学论断，以便正确深入理解和解读曹
雪芹这位伟大作家和《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
其庸近年来出版的两部红学著作是《论红楼梦思想》和冯评本《石头记》，可以从其庸红学著述中看
出，他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
这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我以为，其庸的红学研究，虽继承了朴学的求实传统，却没有把小说作为考证对象，也没有把它看成
是孤立的古已有之的文学现象，而是深入到小说所反映的复杂的社会现实，以及产生它的历史背景和
时代思潮中分析和评价了曹雪芹和《红楼梦》对“传统思想和写法的打破”，这是现代红学研究中的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也是科学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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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庸在“红学”上的贡献，还不止在他的著作等身，开拓了红学研究的新视野。
三十多年前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一直延续至今，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举办各种专题的研讨会
，培养一大批中青年红学研究者，中国红学会的工作，至少有二十年是他在支撑着。
至于创刊三十多年的《红楼梦学刊》，更是他和几位青年同志一手操办创建的，至今在广大读者中间
有着广泛的影响，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面旗帜。
这里有着我们共同的经历，使我感到歉意的是，在几次艰难的关键时刻，我都未能和他分忧。
其庸同志多才艺，不只书画创作独具风格，就是西部摄影作品集，那雄浑的气势，也令人震撼！
即使在学术研究中，他的成就也不只在红学方面，他一生都是在中华文化大视野中拼搏、奋斗，有着
多方面的建树，比传统国学更宽广。
可惜这些领域，我都是无知无识，只能表示由衷的钦佩！
　　李经国同志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为大家全面地了解、认识冯其庸同志的学术研究
、艺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因此我愿聊赘数语以为序。
　　李希凡　　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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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冯其庸，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戏曲学会副会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文联理事、《红楼梦学刊》主编等职。
李经国同志编辑的《师友笔下的冯其庸》一书，为大家全面地了解、认识冯其庸同志的学术研究、艺
术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师友笔下的冯其庸》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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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腹有书诗气自馥——冯其庸先生的书与画　　博学、多才、多艺，这是人们对冯其庸先生的一致
评价。
在当今书坛画界里，很少有人能像冯其庸先生那样在文学艺术、学术研究的诸多领域内同时取得出类
拔萃的杰出成绩。
单是红学研究这一项，冯先生取得的研究成果已令今人难以望其项背。
数十年间他孜孜不倦地问学求艺，埋首做学问，已有二十余种、三十余册专著出版。
近年来冯老白发临边，数次西域之行，发现、考实玄奘西行取经路线，并拍摄大量西部风光照片，更
令世人瞩目。
多年来，冯其庸先生的艺名被文名所掩，作为诗人和大学问家，早已为天下人所知，而作为一名书画
家，还没有被更多的人知晓。
直到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冯其庸书画展”，才使人们意外地发现他在书画上的杰出才能。
1999年中国书协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十老”书法展，人们再一次领略了冯老书法的高深造诣。
冯老别开生面的书体书风，蕴含着笔墨文化精髓和传统理性精神的生命力，带给人们欣赏先生佳作的
惊喜和满足。
新世纪的第一春，中国美术馆又将举办冯其庸书画展。
短短几年中连续三次大的展示，昭示了冯其庸先生在古稀之年迎来了他艺术生命的春天，同时也昭示
了中国当代书坛画界又走出了一位书画大家。
　　深人认识冯老的艺术世界并论述其书法绘画的特点，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是本文短小篇幅
力不从心的事。
不过，从冯老的尺牍片言中，我们还是不难窥探到他那博大深邃的艺术思想。
冯老书赠韩国李东泉先生的一首长诗中有这样四句：“十年一碑何足论，腹有书诗气自馥。
江山满目钟灵秀，笔参造化神始足。
”之后，冯老为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师生们介绍学书体会时又一次赠送了这首诗。
我认为，诗句中“腹有书诗气自馥”、“笔参造化神始足”两句，不仅是对学书习艺者的期许，同时
，也是冯老对自己几十年书法艺术实践的高度总结。
这两句话，体现了冯其庸先生书法艺术的审美方式和崇高境界。
冯其庸先生认为，好的书法作品，应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而不是书家之书。
好的书法作品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只有这样才能自具气质，不染尘俗，没有书家习气。
我曾从冯其庸先生著的《落叶集》中读到这样一段话：“试看古来书法大家，除钟鼎和部分篆籀、汉
碑无署名外，绝大部分书家都是诗人和学者，纯以书法擅名而无与学与诗或画者，极少极少。
降至近世，始有纯以书法为事而于文事不通者，于是书风斯下矣，谓之书匠可也。
”这段话对我们今天重新思考当代书法的艺术价值很有意义。
中国的书法无论怎么发展，都不能忘记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块土壤。
历史上的大书家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等等，无一不是大学问家。
不朽的书法作品应该同时是不朽的文学作品。
艺术作品的高低，取决于艺术家的眼光，艺术家的眼光取决于艺术家的修养。
冯老深谙书学之旨，故此，尽管他从小就学书习画，几十年间从未停辍，但他却不轻易将作品示人。
而是潜心于学问，在书诗上筑基，七十以后，水到渠成，创立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崇高书
法艺术品位，卓然成为一代书画大家。
这一点让人联想到大器晚成的黄宾虹。
黄宾虹一生以“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毅力勤奋做学问，七八十岁时作品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终于成
为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山水画家。
　　读书、做学问之外，冯老非常重视游历。
他一生游历过无数地方，六次去甘肃，七次去新疆，七十五岁高龄还登上海拔四五千米的红其拉甫口
岸和明铁盖达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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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人迹罕至之境，越能激发登临的兴致。
冯老说的“笔参造化神始足”，指的就是大自然、天地造化与书画创作的关系。
天人合一是中国美学的核心。
强调游历则是寻找人与自然契合的途径。
冯老写过不少游历诗，读来神采飞扬、脍炙人口。
我最喜爱的是他写的两首龟兹山水诗：“地上仙宫五百城，赤霞遥接北天门。
平生看尽山千万，不及龟兹一片云。
”“看尽龟兹十万峰，始知五岳也平庸。
他年欲作徐霞客，走遍天西再向东。
”几年前我曾追随冯老去西域，到过库车古龟兹国一带。
龟兹山水光怪陆离，令人触目惊心。
千万年的巨风将山体吹蚀成残缺的折皱，赤裸裸的峰峦将原始的狰狞暴露无遗。
身临这雄肆、博大、奇崛、沉穆的境界，我感觉与冯老的诗句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养天地浩然之气，得江山风月之助，冯其庸先生的书风如行云流水，似太古之音，圆浑自然、飘逸洒
脱。
1998年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的《冯其庸画展》中有八尺条幅十二屏条，格外引人注目。
此前我有幸目睹了这十二屏条的创造过程，冯老写的都是自己的诗句，书写是一气呵成的，行笔自由
奔放、激情难遏，如江河东下一泻千里，感觉畅快之极。
　　冯老的画显然得益于他的书法功力。
他的画笔笔都是写出来的。
这种“写画”的审美标准已经很久不被画界所重视。
中国画的笔墨，不仅仅是材料、工具，除了材料学的意义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艺术本体学意义。
黄宾虹曾说：“拙画勾勒如枯藤，点叶如坠石，布自如虫啮木，皆宋元画家用笔，得书家之旨。
明清两代已失其传，故真赏鉴者能知之。
学画者悟此，即可成家矣。
”冯老与黄宾虹是意会的，他曾在自己的山水画上题跋“黄宾老用笔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其深从北
宋中来”。
冯老洞悉笔墨文化幽微之旨，故此下笔雄浑豪放、清奇旷达、笔力惊绝。
他的花鸟画宗青藤、白石，山水宗石田、石溪，皆能自出新意，构图布局简练概括，有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
冯老的画，再一次印证了中国画的笔墨内涵有着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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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师友笔下的冯其庸》是一本冯其庸先生写冯其庸的书，其中有著名书画家和学人给冯先生的书
信和题字28分，正文有李希凡作序，分题诗、红学篇、文史篇、西部篇、书画篇、综论篇、对话篇七
部分，末尾是后记，总共79篇，98岁高龄的周退密先生为书名题字。
是一部学术含量很高的学术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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