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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 5月，作者（右一）采访鲁慕迅先生（右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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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4月6年5202

三期星版4 题专

1992年 5月 26日，榴花绚烂欲燃，“鲁慕迅乡情诗画展”

在汝州隆重开幕。作为《汝州晚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我受报社

领导的安排，前去采访报道这一盛事。这次采访，使我有幸与

鲁慕迅先生成为忘年交。

今年 5月 8日早晨，我被混沌的噩梦惊醒，忐忑不安。上

午 9时，在朋友圈里看到一则讣告，白底黑字写着：鲁慕迅先

生于 5月 8日凌晨 2时在深圳逝世，享年 98岁……我“啊”的

一声，愣怔怔地不知所措。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半月前，我还看到鲁老的老伴

儿刘文老师拍摄的鲁老伏案创作大幅《丹心永向日》，为“平淡

天真———鲁慕迅中国画艺术研究展”赶进度的视频。

我将讣告反反复复看了又看：“鲁慕迅先生在睡梦中安详

辞世。根据先生生前意愿，不举行追悼会及其他吊唁仪式，不

收花圈奠仪。先生嘱咐各位亲友节哀……”

我跌坐在椅子上，泪水汹涌。窗外，风和着雨拍打着窗棂，

好像在撕扯着我悲伤的思绪。33年前那个细雨飘洒的夜晚，采

访鲁慕迅先生的情景浮现在眼前。

一
我犹记得，那一天是 5月 25日。傍晚时分，天空中飘起了

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在汝州市文联一位老师的陪同下，到鲁慕

迅先生下榻的汝州宾馆采访。

轻轻叩打房门，慈眉善目的鲁慕迅先生出现在我们面前。

得知我在《汝州晚报》做采编工作，鲁老便说：“我 1951—1958

年在《长江日报》担任美术编辑、组长。要说，咱们还是同行

呢！”诙谐风趣的开场白，一下子打消了我的拘谨。

我的采访从提问鲁老的出生、成长及名字由来开始。鲁老

告诉我，他 1928年 12月 26日生于汝州市区法行寺塔西边青

龙街一户穷苦人家，幼年失怙，识文断字的舅父希望他少年而

立，能撑起贫困的家，故起名鲁立。后来，为了生活，母亲带着

他辗转到西安，投奔姨夫。他的姨夫、著名国画大师石磊园，原

为清朝的三品官员，辛亥革命参加河南起义，民国时授陆军少

将，后退隐，擅丹青，尤以画石见长。在姨夫的呵护、引导下，他

受到了艺术的启蒙。1948年初，在开封求学的他考入中原大

学。中原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为培养革命干部

和各种人才的“抗大”式革命大学。在这所革命的摇篮里，青年

鲁立通过学习政治理论、改造思想，树立了革命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鲁老说，他仰慕大先生鲁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笔

名“鲁慕迅”，并以此名在《中国时报》《民权新闻》等杂志发表

题为《“丰画”举偶谈》《贪污与迷信》《夜鹰赞》《蝇子》《路上》

《为曹操伸冤》《肃犬》《治安安治》《祈祷》《我质问编辑———兼

谈典故》等杂文、诗歌与漫画。

1949年，中原大学主体随解放军南下迁往湖北武汉办学。

1950年，鲁老从中原大学文艺学院美术系毕业，先后任《长江

日报》美术组长、湖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中国美协湖北分会驻会副主席、湖北省

美术家协会顾问、湖北省书画院副院长、湖北省中国花鸟画研

究会副主席等。

回忆往事，鲁老动情地说：“我 12岁离开家乡，萍泊四方，

屡遭坎坷，人生的风雨磨砺了我的胆气和筋骨，也锤炼了我的

艺术素质。尽管处处都有友情和温暖，可我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从未断过。也曾远涉重洋访问，可家乡却始终在我心中。我是

家乡的儿子，我永远需要家乡的温情和鼓励。”

乡梦如春水，悠悠绕故园。鲁老对家乡是充满着挚爱之情

的，他说：“故乡是我创作的源泉和动力，正因为离开家乡太

久，才更加思念家乡。我把这种绵绵不绝的情感融汇到我的诗

里、画里。”亲切的汝州口音，动情的赤子情怀，让人感受到鲁

老浓郁的故乡情结。

这时，我理解了为何这次画展主题为“乡情诗画展”。这一

定是鲁老反复斟酌才确定的。鲁老说：“回家乡举办画展是我

的夙愿，这次展出的 50件作品，展出后全部留赠家乡，以表示

我对家乡的一份情意。”作为国内著名的花鸟画领军人物，鲁

老留给家乡的不仅是弥足珍贵的作品，更是他情系桑梓的拳

拳之心，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不久，我收到了鲁老从武汉寄给我的《池塘清趣图》。画面

上，一支白荷在荷叶的掩映下含苞欲放，小蜻蜓扇动着翅膀向

着花蕊飞扑，两三杆芦苇生机勃勃，昂扬向上。鲁老在画上题

诗：“新植芙蕖才着花，小池风暖影斜斜；日间时有蜻蜓至，清

夜临窗卧听蛙。”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鲁老手写的信。在信中，

鲁老询问了我的工作、生活情况，勉励我好好工作，要加强学

习，不断提升文学素养、工作能力、业务素质，要成为行业的佼

佼者。

二
窗外的雨还在无休无止地下着，我的思绪也如这绵绵不

绝的雨幕，一帧帧清晰完整地浮现在眼前。

作为中国当代画坛的一位重要人物，鲁慕迅先生始终关

注家乡文化事业，以培养、推介故乡书画新秀为己任。离休后，

虽定居深圳，但每次回到家乡，都要与汝州书画界人士座谈，

义务为书画爱好者传授艺术之道，以此带动汝州书画艺术事

业的繁荣。

30多年间，先生每回故乡，总是不顾旅途的劳累和疲乏，

抽出点滴时间，指导扶掖家乡的青年后学。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是 2006年寒冬，在风穴寺自在庵，近 80高龄的鲁老向百余名

汝州书画爱好者义务传授画艺。时值腊月，天寒地冻。雪花自

天空簌簌落下，整个风穴山都沉浸在一片洁白之中。在为期十

天封闭式的讲习中，这位仁厚长者，对故乡的后辈，面对面讲

解，手把手修改。鲁老谦逊地说，不是讲课，是谈画，交流，切

磋，是“清茶谈艺”。他的胸襟和气态使受学者无不感动，使圈

外人唏嘘感慨，“清茶谈艺”成为汝州艺术界的美谈。

2008年 4月 8日，鲁慕迅先生专程从深圳回到汝州，带领

“清茶谈艺”绘画学习班的十几名画家赴山区大峪采风。彼时，

山野间草木初萌，溪流潺潺，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野花的清新

气息。山路蜿蜒崎岖，怪石嶙峋。已八十高龄的鲁慕迅先生，步

履沉稳坚定。依偎在精神矍铄的鲁老身边，聆听他讲艺术的气

韵生动，大家对这位“虔诚的艺术信徒”心中那份永不褪色的

山水深情有了真切的感悟。

2012年 5月 15日，85岁高龄的鲁慕迅先生再次回到汝州，

带领“清茶谈艺”绘画学习班的 20多名画家赴巍巍太行山写生。

在 10余天时间内，鲁老和大家同吃农家饭、同住农家乐。他通过

言传身教，指导大家从大自然中捕捉创作灵感。其谦虚低调、和

蔼仁慈、求真严谨的大家风范，令后生晚学如沐春风，更在年轻

画家们的心中播下了艺无止境、精益求精的艺术星火。

2011年 10月，《今日汝州》由四开小报扩为对开报纸，并

顺利运作。作为曾经的报人，鲁老为《今日汝州》题词：“传播真

理，关注民生；祛邪扶正，激浊扬清；一张薄纸，一份厚情；心血

文字，掷地有声。”

三
2011年，在《明正德汝州志》问世 500年之际，我利用业余时

间，整理、点校此志书。当我把装帧典雅的《明正德汝州志》点校本

邮寄给鲁老时，鲁老竟然亲自打电话向我表示祝贺。鲁老说的第

一句话是：“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那一刻，为此书所承受

的劳苦、困顿，因为这一句表扬，都化作了无声的泪水。

有一年，我搬进了新居。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写了一篇短文

《花田二分》，记述购房、装修、陈设、搬迁的过程，后来我给鲁

老寄去了一份刊载此文的报纸。没多久，鲁老给我寄来一幅扇

面形诗书，祝贺我乔迁之喜。诗曰：“甘泉一股石间流，满地清

阴花草幽；雀躁虫鸣山愈静，炎天六月气如秋。”在这幅作品

上，鲁老标注：“陈凝贤姪之嘱”。我拿去装裱后，挂在房中显著

位置，为居室增添清雅之气。

2014年春节假期上班第一天，我收到了鲁老寄来的邮件，

打开一看，是鲁老新作的《探月》诗：“嫦娥携兔赴遥天，寻胜探

幽地外山；乞向桂宫传我愿，长将满月照人间”。这次，鲁老直

写了我的小名：“婷娃存赏”。

还有一件事，我今生今世都不会忘却。那一年我女儿高

考，由于填报志愿有误，她心心念念想去的山东的一所大学即

将失之交臂。有人指点我，试一试找到校长托一托关系，说不

定可以有机会扭转。我急中生智，连忙拨通了远在深圳的鲁老

的电话。我自以为是地想，和鲁老既是同学，又是同事，还是好

友，又一起被称“湖北四老”之一的著名画家周韶华是山东人，

而山东这所大学的校长潘鲁生也是山东人。说不定通过这些

曲里拐弯的关系，可以破解我的燃眉之急呢。

因为鲁老年事已高，耳朵背，在电话里，我大声地、絮絮叨叨

地向鲁老陈述着我的诉求。鲁老明白了我的意图，马上给他的中

原大学时的学友、湖北省美协时的同事周韶华打电话联系解决

办法。后来我得知，当鲁老给周韶华打电话时，才发觉固定电话

早已停用，鲁老又辗转通过湖北美协其他人士打听到周韶华的

联系方式，而耄耋之年的周韶华先生又是怎样地费尽周折联系

上潘鲁生。尽管最终我女儿还是错失了进入该校学习的机会，可

是鲁老他那对人有求必应，竭尽全力帮忙的朴素、诚恳的品格，

与人为善、实诚谦和的作风，让我终生感念。

2023年 5月，我去深圳看望鲁老。鲁老的老伴刘文老师按

照鲁老的吩咐，准备了丰盛的饭菜招待我用餐。席间，鲁老频

频让菜，说，要多吃要多吃，吃饱了饭身体才会健康结实。

饭后，鲁老招呼他收养的猫猫狗狗，自己动手给它们喂

食。猫猫狗狗欢欢喜喜地围绕着慈善的鲁老，吃吃喝喝，打滚

撒娇，其情其景和谐温馨。

那一段时间正流行一支叫《挖呀挖》的儿歌，各样的场景

都可套用“挖呀挖”，十分热闹走俏。我搀扶着鲁老上到楼顶花

园，猫猫狗狗尾随其后。眼前的花花草草，枝枝叶叶，藤藤蔓

蔓，盆盆罐罐，让我灵光一现，我当即改编了一首《挖呀挖》：

在鲁老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种下小小的种子，盼它快发芽。

给它浇浇水呀，晒晒太阳呀，

明天开出五彩的花！

在鲁老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种下小小的种子，盼它快发芽。

给它浇浇水呀，晒晒太阳呀，

明天结出金刚葫芦娃！

在鲁老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

可爱的猫咪咪，伸出小爪爪，

萌萌的小狗狗，眼睛眨呀眨，

一起玩耍，开心玩耍吧！

在鲁老坐过的椅子上，我发现了一片红色洇湿的痕迹。询

问刘文老师得知，鲁老于几个月前跌了一跤，臀部有块硬币大

小的褥疮，由于年龄大了，伤口反复溃烂，愈合困难。刘老师把

拍到的伤口的图片给我看，我看后十分揪心，当即与国家级非

遗项目———宋氏中医外科传承人宋兆普院长电话联系。宋院

长果断命令我：“你要把鲁老带回汝州，我保证一周时间叫鲁老

的伤口长好。”宋院长强调：“坐高铁很稳当，就是从鲁老家到

深圳高铁站，再到坐上高铁这一段行程，你要保护好鲁老，医院

派出最新、最好的车在郑州高铁站接。”

我矛盾、犹豫、纠结，鲁老已经 96岁高龄，常年站立、伏案

作画引起的腰疾已使脊柱严重弯曲，步履也早已沉重无力，鹏

城与汝州相隔 1500多公里，途中若有一点点的闪失，我岂不成

了千古罪人！

鲁老也在推辞，毕竟年事已高，出行困难重重。那一刻，我

看到了鲁老的衰迈、怯弱、畏难。当年那个“乡情诗画展”的魁

梧挺拔、意气风发的主角，什么时候变成了眼前这个脊背佝偻、

腿脚萎缩、服老服软的老人？时间都去哪了？时光呀，你为啥不

慢慢走，为啥不停留？我躲到窗幔后面，任泪水滂沱。

经过刘老师耐心的劝解，鲁老终于同意回汝州治疗。接下

来是查询列车班次、订票选座位、安排途中的食物。刘老师事

无巨细地准备路上的食物、换洗的衣物，还要联系住在附近的

鲁老的学生及小区保安用轮椅送至通往高铁站的地铁上，我负

责通过手机 APP下单购票。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从深圳北坐上

了开往郑州的高铁。这一路，虽然有刘老师不离左右坐在鲁老

身边，但我还是神经高度紧张，不时观察鲁老的动态。鲁老一

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闭目养神，一会儿喝点牛奶，一会儿和刘

文老师交谈。我计算着列车行驶的时间，随时与宋兆普院长的

儿子宋毅豪保持着联系。毅豪派出的接站车已经到郑州高铁

站等候了。

当鲁老终于踏上汝州故土，宋兆普院长带着上上下下的医

护人员已经在恭候着鲁老。“老爷子回来了！”宋院长亲切与鲁

老握手，这时，我轻轻松了一口气，安全护送鲁老回汝的重任，

我完成了。

在一周治疗的间隙，闻讯而至的“清茶谈艺”画会的画家们

时不时结伴前来看望鲁老。鲁老见到昔日的弟子，分外高兴，

一一问询他们的创作情况后，又针对他们带来的作品，从用笔、

造笔、运墨，到留白、呼应、虚实，逐一点评，还对他们提出了一

些要求和建议，诸如，多读古典诗词，加强文学修养，在传承传

统的基础上保持创新意识。

四

鲁老，我曾在心里设想，当您重回故乡时，我要再次聆听您

用未曾更改的乡音，讲解《鹳鱼石斧图》所蕴含的意义，讲解您

对新文人画的理解和看法，讲解诗词的韵味节律，讲解艺术与

人生的留白奥妙。

我曾在心里祈祷，鲁老，请一定健康，请一定长寿，请一定

精神矍铄，好让我在山花烂漫的时节搀着您，在故乡山间小道

上，缓步轻语，看看脚下的草，欣赏身边的树，眺望辽远的山，说

一说这人间诗话。

我还曾在心里盼望，我可以顺着您的目光，听小溪潺潺，山

雀喳喳，闲花落地，蜂鸣蝉闹，聆听您这个“老换小”的百岁老人

的心灵的声音。

可是，这一切都成了如果。

“鲁老，一路走好！”5月 15日上午 9时不到，深圳市殡仪

馆二号礼堂门前已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

送别鲁慕迅先生。

被白色花朵布置的现场庄严肃穆，《送别》曲声低回。鲁老

面带慈祥微笑的遗像两侧挽联，分别写着“画境融诗豫楚播芳

德范长昭星斗坠”“书魂化蝶鹏城凝露哀思共仰水云寒”。鲁老

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亲朋好友、社会各界代表，手捧白色菊花，深深鞠躬、久久

默哀，每个人脸上写满悲痛与不舍。

鲁老的骨灰伴着鲜花，被撒入大海。

那个说“甘于寂寞安于清贫,做虔诚的艺术信徒”的老人，

那个说“把我心灵的声音传递给我挚爱的人们”的老人，走了。

鲁老走了，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满墙佳作，更是一种文化

坚守的精神———在浮躁时代里甘于寂寞，在西方浪潮中扎根传

统的文人风骨。

云山苍苍，汝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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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念 鲁 慕 迅 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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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名 片

鲁慕迅，汝州乡贤人物。

毕生从事中国画创作及理论研究，兼攻

书法诗词。2005年 3月，被国务院授予“优秀

人民艺术家”荣誉称号，同年 10月，作品《高

风图》搭载神舟六号遨游太空。

出版有《鲁慕迅画集》《慕迅题画诗稿》

《慕迅画字》《慕迅自书百联》《鲁慕迅作品集》

及美术文集《清茶谈艺》等。

2005年 8月 11日，鲁慕迅先生在画展前 黄耀辉 摄

2011 年 3月 30 日，鲁慕迅先生为汝州画家授课、点评

吴伟伟 摄

1992年 5月 27日，《汝州晚报》一版刊载“鲁慕迅乡情

诗画展”开幕新闻

1992年 5月，鲁慕迅先生为《汝州晚报》题词 2014年，鲁慕迅先生为《今日汝州》报纸题词

年 月

日，鲁慕迅先生在大

峪镇袁窑古寨采风

韩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