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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热血难酬积疾深，龙湫洒骨复何寻？
愿凭万丈悲鸣水，寄我绵绵爱国心。
”此乃周昌谷热血和悲愤交织的遗诗。
他在世仅仅57个春秋，逝世后，夫人王含英遵照其生前遗愿，携女儿周天绛将他的骨灰撒在了家乡雁
荡山大荆石门潭。
不料，天不借时，如今周天绛(1968—2008)、王含英(1938—2011)亦先后辞世，随赴天国。
    石门潭摩崖上“云生大泽”四个暗红色大字依然如故，年复一年，静静地泛映在绿波潭水之上。
那独创的蚓书，周昌谷临终前一年为家乡所留下的手迹，那么圆浑有力，那么自然憨厚，它仿佛在悄
悄诉说一个故事，一个辉煌与磨难同在的故事。
故事离我们是那么的近，近在咫尺，又离我们是那么的远，远得无法触摸。
    冥冥中，我的呼吸渐趋急促，我想喊，我要为其伸张，抑或是一种道义，一种责任感，我认识故事
中的人物，知晓那个时代的事体，而且也受过嘱托，允诺过将其叙述出来。
    回肠跌宕，难归平复。
一个把艺术当生命的人，一个为追求唯真、唯善、唯美却被生活弄得手足无措的人。
他仁慈善良又疾恶如仇，他是艺术家却不谙世事，他创作的艺术品虽能流芳百世，而自己却悲剧一生
。
    其命何蹇？
公理何在？
我要问天，以屈原《天问》式地问天：    “天命反倾，何罚何佑？
”    命运抗争，何为必然？
何为偶然？
    人生一瞥，精神几何？
意义何在？
何有于我哉⋯⋯    一切得从头说起。
    脑海里名词迭出，“大泽”“游龙”“天降”“昌谷”，然后顺理成章地跳出“一代奇才”“两个
羊羔”“三位宗师”“四遭打击”“五大创造”⋯⋯    我打开电脑在键盘上迅速地敲出了：《雁荡之
子》，第一章，云生大泽降奇才。
我要记录雁荡之子周昌谷，那稍纵即逝的欢乐与长夜漫漫的坎坷；我要再现那仁慈宽厚的心胸与容不
得沙粒的爱憎分明；我要在他恒兀兀以穷年的短暂人生征程之中，擦抹掉蒙在它上面的尘埃，彰显那
饱含中国文化琼浆、融诗书画印之华章的璀璨光芒。
“诗穷而后工”，充满尖锐矛盾的奇特人生，却演绎出卓尔不群的天才艺术家的与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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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配合周昌谷纪念馆开馆活动，卢炘老师将周昌谷先生的一生用传记的方式并配以生活照片公诸于
世，《雁荡之子(周昌谷传近现代名家翰墨纪念)》是一本研究周昌谷先生艺术历程的资料性图书，大
约收录各种图片
150幅左右，《雁荡之子(周昌谷传近现代名家翰墨纪念)》完整记录了周昌谷先生艺术、生活的全貌，
对研究周昌谷有相当的学术意义和资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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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赐名昌谷 那是他的家乡，乐清县雁荡山东麓大荆镇石门潭边上的西二村。
1929年10月3日（农历九月初一）周昌谷出生于一门大户人家，那年，乐清遭百年不遇奇灾。
春旱无雨，夏日大水，秋复大旱，五十余日，一片焦土，谷物不收。
父亲赐其名“昌谷”自然饱含企盼丰收之意。
 其实，雁荡山属乐清，乐清又属温州，浙南温州一带本是江南水乡，风调雨顺居多，自然灾害并不常
见。
温州市下属几个县市，乐清、瑞安、平阳、永嘉、文成、泰顺，个个取名吉祥如意，平和安康。
各县市合起来就组成了闻名遐迩的温州人，不用说现在“温州模式”是改革开放、发展生产的代名词
，九十年前这里也是个富庶的好地方。
乐清在温州靠北，雁荡又处乐清靠北，接壤台州，所以离潘天寿老家宁海也不过一百多公里，再北就
是宁波市了。
这些背靠青山面向东海的沿海城市有着十分丰富的自然资源，自八百年前南宋迁都杭州，浙江在全国
的影响力上升，然而推翻帝制十八年以后的民国，一切并不能令人满意。
 周昌谷是热爱家乡的，常以此为豪，晚年曾带病断断续续撰写了一份《自传》，却未能完稿，一开始
他对家乡这样描述： “滚滚的东海浪涛击撞着海边的岩石，激起了雪白的浪花，一条清澈溪流九曲迥
肠然后注入东海，海滨矗立着有如荷花花瓣的山峰，有一个峰顶正是千万年前冷落的火山口，熄灭的
火山年长日久，变成了一泓湖水，湖水岸边长着芦苇，绿水粼粼，吸引着南归的大雁，每年秋天一群
群大雁停在湖中休息，然后再往南飞。
因为这样，山民叫这个湖为雁湖，称这山为雁山，它的全名为雁荡山。
因为它的南面也有一座美丽的大山，所以称它为北雁荡山，南边的则叫南雁荡山，但人们并不知道南
边那座山上有没有雁湖。
南雁荡是烟霞峰峦、夕阳竹茂之美。
而北雁荡却是层峦叠嶂、壁立千仞之美，瀑布自万丈高崖直捣潭底，一种雄伟之美，武夫之美，与杭
州的西湖对照真是英雄与美人之别，雁荡山也要以铁板铜琶由关西大汉来歌唱的了。
” 继而他又写道：“虽然山区的风景是美得难以描画，山区的水是清澈见底，壁立的山峰屏障了交通
，就像生活在石笼子里。
因此，山民是淳朴的，老实得有点笨拙、闭塞。
既是闲云野鹤，又是朴实淳厚，带有憨厚的可笑，但是又有坚强刚韧而又执拗的性格。
和大城市的人一样：一个优点经常伴随着另一个缺点。
” 显然，周昌谷对自己、对家乡的认识是辩证的，贴切的。
 杭州人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记载了雁荡山的形成：“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干尺，穹
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原其理，当是为谷
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
如大小龙湫、水帘、初月谷之类，皆是水凿之穴，自下望之，则高岩峭壁，从上观之，适与地平，以
至诸峰之顶，亦低于山顶之地面。
” 后人果然在雁荡的山峰中找到了贝壳化石，证明了沈括的推断。
现在一如石齿般的山峰可能是那时一些岛屿罢了。
北雁荡的奇景历来为人赞叹不已，古人为此处村落山头取名也特别有意思。
所谓“花名村落鸟名山”（清代大儒钱名山诗句）：雁山是以雁鸟命名的，雁荡山下的村落却是以花
命名的；芙蓉、大荆、小荆、大园⋯⋯ 芙蓉村、大荆镇便是周昌谷祖辈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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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相信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有缘分的，要不我怎么会研究起周昌谷先生来呢？
    为了撰写潘天寿传记，1985年夏天我登门拜访周昌谷先生，他一个人独住在杭州新德里未央邨家里
，搞不清他怎么从浙江医院跑出来的。
因为有潘公凯的关系，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
他神采奕奕一点看不出肝病已到了晚期不可救药的地步，此后不久，他转院赴沪，第二年就在上海瑞
金医院撒手人间。
    那次交谈印象很深，我做了记录。
我对他说，潘天寿先生对他评价很高，并告诉他潘师母何愔女士亲口对我说过的一句话。
潘先生对夫人说：“我一生只教到过两个有才华的学生。
一个是郑祖纬，一个是周昌谷。
新中国成立后，我碰到有才华的学生，只有周昌谷一个人。
”    周昌谷听后对我说：“潘先生对我很好，但他当面从来没有表扬过我，总是批评我这里不好，那
里不好。
”此话我是相信的，因为我80年代初在山东调查时，山东就有人反映1963年在青岛的亲眼所见：“当
时周昌谷从大渔岛速写回来，拿了写生的画，去看望应山东省长之邀在那里度假的潘天寿。
潘天寿批评得很厉害，说他速写太碎，概括力不强，太薄气了，不厚重。
周昌谷毕恭毕敬地听着。
”    他非常善谈，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收获特大，学到许多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人生经验。
他所述的不少内容我写进了日后出版的潘天寿传记里面，都是相当生动有趣而富有哲理性的。
我钦佩昌谷先生的才学和成就，更膺服他的人品。
    直到十二年以后，我才有机会报答他，帮助王含英在沪杭两地拍摄周昌谷作品的反转片，由人民美
术出版社出版了大型的《周昌谷画集》。
    又过了八年，2005年，我策划了潘天寿基金会和中国美院共同主办的“浙派人物画文献展”，展览
在设施一流的潘天寿纪念馆举行。
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顾生岳、宋忠元五位先生近百幅作品连同文献资料，首次集中展示，并主
编《浙派人物画文献集》画册出版。
杨桦林老师在院美术馆同时策划了“传神得意——浙派人物画50年”展览，并共同举办了学术研讨会
，为进一步研究浙派人物画打下一些基础。
    随后的《中国书画》2006年11期周昌谷专栏介绍和《周昌谷画册》英文版两种出版，都是展览以后
的副产品。
尽管如此，我总感到力不从心，应该做得更多一些才是。
后来王含英和天绛与我商量捐赠的事，天绛过世后王含英又约我写周昌谷传记，在病中约见我，在上
海为我设宴。
她两次激动地落泪，并颤颤抖抖写下嘱托。
    周昌谷家乡乐清市政府建造周昌谷艺术馆，约我写展陈文本，帮助征集整理周先生的资料，指导布
置陈列，并担任艺术馆开馆活动总策划，我终于全身心投入周昌谷研究，邀约书画界前辈和同仁，共
同深研昌谷先生的艺术人生。
在编辑出版《周昌谷书画集》《周昌谷诗文集》《周昌谷研究文集》《周昌谷印集》和写作这本传记
的日子里，我的情绪始终很好，感到非常有意义。
    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搞潘天寿研究的氛围，过去我膺服潘先生，如今又为周昌谷折服。
两代翘楚，两位领军人物，我默默地祈祷，中国画不会穷途末路，当代中国画前途一片灿烂。
    由于工作太多，传记写作时间受挤，原来的写作计划未能全部实现，赶在周昌谷艺术馆开馆前匆匆
截稿。
内中差错疏忽一定不少，期望读者方家多多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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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衷心感谢为本书提供资料和种种帮助的所有先生女士，感谢乐清市人民政府，感谢责任编辑
朱艳萍，以及我的妻子王玉香和子女，没有大家的帮助，我是无法按时付梓的。
    卢忻于杭州颐寿斋    2012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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