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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墨重彩书画卷 妙笔生花绘丹青

———访书画家杨家全

记者 李硕 文/图

一个草长莺飞、繁花似锦的春日，
记者走进了书画家杨家全的工作室。
工作室是传统的调子， 案上满是笔墨
纸砚，厅内字画琳琅满目，处处散发着
文化艺术气息。浓浓的中国味、满满的

华夏风。
杨家全热情好客、平易近人。他喜

欢喝茶， 博物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
茶具。在烟雾袅袅和淡淡的茶香里，杨
家全娓娓道来。

杨家全出身

农民家庭 ， 自小
吃苦耐劳 ， 九岁
习书 ， 十三岁就
成为全校师生公

认毛笔字写得最

好的学生 。 在家
人和老师同学的

赞扬 、 鼓励下 ，
他更加刻苦认真

习 字 。 家 庭 贫
困 ， 买 不 起 墨
水 、 买不起纸 ，
他就在垃圾堆里

找 ， 在砖上写 、
在地上练 ， 如痴
如醉 。

高 中 毕 业

后 ，杨家全经亲

戚介绍进了城关镇纸箱厂工作 ，从
事美术设计 。 工作之余 ， 他研究书
法 ， 潜心临摹历代名家名帖 ， 惜时
如金 ，唯恐虚度 。 1986 年 ，在镇领导
和厂领导的鼓励和大力支持下 ，他
在县里举办了第一个个人书法展 。
当时 ，爱好书法的县委书记轩家新
题字祝贺杨家全并给予赞扬和鼓

励 。
个人书法展览受到了业内和书

法爱好者的好评。 几年后，他在省书
协举办的书法展上多次获奖并顺利

入选省书协会员。 1998 年，是杨家全
人生的转折点。 所在的纸箱厂倒闭，
杨家全没有选择其他就业途径 ，而
是在学习书法的同时学习国画。 “国
画的基础就是书法 ， 画是写出来
的 。 ”他对自己的选择 ，有着清晰而
明确的定位 ，“我有书法的基础 ，这
对于学国画来说是个很好的铺垫。 ”
深厚的书法技艺让杨家全学起国画

来好入手、进步快。
因为一句初学花鸟从梅花入手，

杨家全遍临明清诸家经典画梅。 师古

人，师造化。 为画好梅花，杨家全特意
租地种了三千多株梅花树， 就是为了
对梅花有全方位了解， 更好地服务自
己的创作。 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一幅
120 米的巨幅梅花长卷， 有几位收藏
家愿出重金收藏，他都舍不得出手。后
来，他画的花鸟画题材逐渐多样，在省
花鸟画展上多次获奖， 并成为省美协
会员。

他画山水初学董其昌、 沈周和元
四家，后来迷上了黄宾虹。黄宾虹的山
水画墨深淋漓、重叠不乱，用笔用墨丰
富多变， 更需要书法的底蕴， 层层积
墨，似乱而不乱，浓黑中见笔墨，气象
万千。

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书画水

平，2007 年， 杨家全考入中国书法院
学习，2014 年， 考入中国国家画院深
造。 经名师指教，随团到自然界写生，
杨家全的书画渐臻佳境。 杨家全先后
被聘为河南省慈善书画院书画家、河
南大观美术馆画家、 博宝艺术网签约
画家、中国淘艺商城签约画家、北京邕
江湾美术馆画家。

开掘故事背后的故事
———《张伯驹十五讲》的价值

任动

周口师范学院张伯驹研究中心研

究员张恩岭先生，以严肃的创作态度，
披沙沥金 、钩沉索隐 、精心结撰的 《张
伯驹十五讲》（河南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出版 ），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 ，开掘故
事背后的故事，还原历史的真实，敞亮
出一代文化艺术大师张伯驹的感人形

象， 具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学
价值。 通过叙述的方式讲一个带有寓
意的事件 ，或是陈述一件往事 ，曰 “故
事”。 张伯驹是一位很有故事的人，但
是张伯驹的故事又被不断传奇化 ，而
“对于实际上一生苦乐兼备 、 命运多
舛、 成就卓绝的文化大家的传奇化还
是不太严肃的， 对历史的认知也是不
太严肃的”。

有鉴于此，张恩岭愿意“以实事求
是、拒绝细说的态度来讲张伯驹”。 《张
伯驹十五讲》 正是作者怀着对历史高
度负责的态度，以实事求是、拒绝戏说
的笔法创作的优秀社科读物。 同时，作
为文学体裁之一种的故事， 行文中不
需要有过多的心理描写、大段的对话，
以及繁复细腻的景物描写等。

《张伯驹十五讲》则超越了一般的
“故事 ”层面 ，着力于张伯驹形象的塑
造，为了让这一艺术形象更加丰满，作
者放手书写，人物对话生动鲜活，景物
描写细腻传神， 而且注重挖掘人物的
内心世界， 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
感。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张伯驹十
五讲》 还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化名人
优秀传记。

关于名人传记的写作，张恩岭具有
明确的创作旨规：“我不赞成在人物传
记中讲述传奇，所谓传奇大都是人们捕
风捉影、虚构出来的东西，貌似有趣，实
则于历史无益。”曾几何时，一些作家创
作名人传记的时候， 往往随意点染，夸
大其词， 赋予传主种种神秘传奇色彩，
甚至以讹传讹，越传越奇，更有甚者，将
传主的所谓传奇经历渲染得出奇离谱，
荒诞不经，根本无视历史，让人无法接
受，不忍卒读。 张恩岭自觉规避了上述
人物传记创作的不良文风，以实证主义
理性精神，求实考证张伯驹故事背后的

故事，从历史的复杂性中对人物作出了
客观公允的评价。 由于考证周密严谨，
功课做得扎实，《张伯驹十五讲》言必有
据，论从史出，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了
人物本真。

张伯驹曾与袁克文、溥侗、张学良，
并称为“民国四公子”。正是因为有了这
样一个身份，不少人提起张伯驹，往往
联想到放浪形骸，诗酒风流，甚至与纨
绔子弟相提并论。 其实不然。 张恩岭写
作《张伯驹十五讲》的目的，就是要告诉
读者， 作为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个体，张
伯驹到底是怎样的人？有哪些卓越的贡
献？

一个人的一生经历、思想变化是极
为复杂的，是不能简单归类的。关于“公
子”一词，就既有贬义，如出身豪门，胸
无点墨的“公子哥儿”，就是一个纨绔子
弟；还包含褒义，则是虽出身于官宦之
家，风流倜傥，但并无劣迹，反而是文采
风流，人品高尚，思想进步，甚得人们好
感的“公子”。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
驹，显然属于后者。 出身传统家庭并受
传统文化浸润多年的张伯驹，并不一味
地拘泥于传统以至于食古不化，而是与
时俱进，积极汲取现代新思想，与传统
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斗争。 比如，张伯驹
读了明代凌初的 《二刻拍案惊奇》之
后， 对其中关于妓女严蕊虽身处低贱，
但 “宁可置我死地 ，要我诬人 ，断然不
成”的故事印象很深，对朱熹无比憎恨，
对严蕊赞赏有加，专门写了一篇《道学
先生》的文章，认为宋代理学有悖于人
性，应予批判。由此可见，张伯驹虽然酷
爱传统文化，却也不是一味尊崇经学道
德。他博览群书，能够辨别优劣正误，形
成了成熟的人格和道德标准，既有传统
的学识，又有新的思想、新的见解。

《张伯驹十五讲》 为张伯驹立传 ，
不为夺人眼球而刻意渲染张伯驹的风

流韵事， 而是着重宣讲张伯驹的艺术
才情。 张伯驹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
的一座高峰 ，堪称 “百代高标 ，千秋丛
碧”，其贡献涉及诸多领域。 词作，是张
伯驹一生艺术成就中第一位的东西 ，
也是成就最大的。 作为当代十大词人

之一的张伯驹，人称“当代之李后主”。
他从青年时代起直到晚年， 一直都在
痴情追求、创作，并以此来充实他的生
命、延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 同
时，张伯驹既有词作实践，也有独特的
词学理论 ，其 《丛碧词话 》，“堪称是 20
世纪王国维之后的又一词论佳构”。 除
了词作，张伯驹的诗文被人誉为“高超
清旷，古艳不群”。

张伯驹还是 “前无古人 ， 后无来
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其所言“烟
云过眼 ”和 “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 ”，高
度概括了张伯驹的收藏情怀， 使他成
为一个伟大的收藏家。

张伯驹晚年的书法，则独创了 “鸟
羽体”，在绘画上也是独树一帜。 张伯
驹的书法、 绘画又因其深厚的文学底
蕴而形成一种书卷气浓郁超俗的风

格，还以其收藏之富、眼界之高提升了
他独特的书画艺术。

此外，张伯驹还是诗钟圣手 、联语
达人，对京剧的发展，也作出了独特的
贡献。 凡此种种，一个卓越的文化艺术
大师的风范， 鲜明生动地矗立在读者
面前。

写好人物传记， 真实性是前提，学
术性是关键， 可读性是基础， 三者兼
备，方为上乘的人物传记。 《张伯驹十
五讲》首先具有真实性。 在广为流传的
张伯驹故事中 ，1972 年初被聘为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的经过， 被演绎成张
伯驹一生中最大的传奇之一。 说是毛
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看到了张伯驹写

的挽联，大为赞赏，经询问陈毅夫人张
茜，得知张伯驹没有工作、没有户口的
困境， 然后亲自安排周恩来总理要关
照张伯驹， 才使张伯驹进入中央文史
研究馆工作。 张恩岭经过考证，认为这
种说法不成立，他根据大量史料，撰写
了张伯驹受聘文史馆馆员始末， 论据
翔实，真实可信。 张恩岭说：“把张伯驹
和毛泽东联系起来，的确富有传奇性，
但这不是历史事实，如果任其传说，那
么， 真实的历史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和
意义， 甚至影响我们对真实历史的认
识。 ”这种对待历史真实锱铢必较、务

求信史的严谨治学态度确实值得我们

学习。
其次具有学术性。 因为张伯驹“词

才直似李后主 ”， 词作是其一生最主
要、最突出、最卓越的文化艺术成就的
体现，因此，《张伯驹十五讲》以很大篇
幅论析了张伯驹的词作及其成就 ，认
为张伯驹一生实质上就是一个词人 ，
可以说词作已成了张伯驹生命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也可以说张伯驹的文
化底蕴主要体现在词作成就上。 如果
离开了文物收藏， 张伯驹仍不愧为一
个文化大家和艺术天才， 而如果离开
了词作， 张伯驹文化大家的形象可能
就要打些折扣了。 张恩岭立足于文本
细读，对张伯驹词作给予深度阐释，新
见迭出 ，给人颇多启发 ，从而使 《张伯
驹十五讲》体现出鲜明的学术性，成为
研究张伯驹词作绕不过去的一本重要

参考书。
再次具有可读性 。 《张伯驹十五

讲 》文风朴实 ，格调雅洁 ，比如 ：“幼年
时戏剧的熏陶对张伯驹成为一个著名

的票友和戏剧家的影响是很大的 ，使
他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逐步深入的

认识。 就在这以看戏为无上乐趣的岁
月里， 张伯驹渐渐走上了戏剧实践和
戏剧研究的道路。 ”“张伯驹笔下的兰
草， 自然寄托着自己的寓意和人品的
追求。 张伯驹不愧是画兰的高手，线条
流畅生动， 常常是寥寥几笔， 设色雅
致，便画出了兰草婉约宜人的风姿，柔
美舒放，有超尘出世之趣，给人以幽邃
高雅的纯净感。 那种特有的风格是难
以模仿的 ，笔意绵绵 ，气脉不断 ，一看
便知是张伯驹的手笔， 张伯驹又常在
画作上题字 ‘楚泽流芳 ’，更加彰显了
清幽娴雅的意蕴、淡泊高洁的情怀，让
人真切地有了气若幽兰的感悟。 ”语言
自然流畅，俗中带雅，增强了文本的可
读性，满足了读者悦读的需要。

关于张伯驹研究 ， 还有很大的拓
展空间，学术增长点很多。 现有的研究
成果，又存在不少谬误。 因此，我们期
待更多辨伪存真、 严肃理性的张伯驹
研究成果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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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秀芝，字瑞宁，项城石桥口人（后移居高寺
凡楼 、自马秀芝迁居凡楼后又更名马庄 ，即今高
寺镇张庙村东马庄 ），是张锦芳的岳丈 。 张锦芳
之妻马氏 ，因受到其父的良好教育 ，知书识礼 ，
惜无出早卒 。 马秀芝之父马万峰 ，仗义疏财 ，尊
师重道 ，深孚众望 。 母邓氏 ，贤淑知礼 ，生二子 ，
秀芝 、蕙芝 。 秀芝居其长 ，性孝友 ，与弟蕙芝 ，相
处和睦，亲密无间。

他幼读书非常聪明，学而不厌，孜孜不倦，弱
冠郡试第一 ，为县学秀才 ，又补廪生 。 列同治癸
酉 （1873 年 ）萃科拔贡 （清制 ，每十二年由各省学
政考选品学兼优的生员 ，保送入京 ，作为拔贡 。
经过朝考合格 ，可以充任京官 ，知县或教职 ），是
年应乡荐 。 能见义勇为 ，他的授业恩师陶潜庵 ，
在咸丰 、同治年间遭遇匪徒 ，而后脱险 ，被诬从
贼系于官。 父命找百人担保不能得。 时张公文达
字子青即张之万 ， 直隶南皮人 ，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年 ）殿试第一 （状元 ），光绪二年 （1876 年 ）
任河南巡抚 ，驻节汝南 。 秀芝只身往诉 ，竟得大
白 。 其家住泥河旁 ，上下游因水打官司 ，酿成重
案。 秀芝邀同沈丘、阜阳两邑绅士上诉，皖、豫中
丞各委大员会勘。 乘间见豫省委派的朱观察，替
他出谋划策，得以了结此案。 上游河南巡抚命令
挖河 ， 实际是以邻为壑 。 他又为县令杜师出谋
“挖河不如筑堤” ， 知县三次向上级提出这个建
议，才得到同意。 发帑鸠工，两岸七十里，屹立如
山，乡人爱戴，呼为“马公堤” 。

光绪庚辰 （1880 年 ）大挑 （清制 ，为使举人有
较宽的出路 ，三科以上会试未中进士的举人 ，挑
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 ，二等的以教职用 ，名为
大挑）。 马秀芝以知县分广西，因父亲年龄大了，
要求临近任职 ，被改安徽 。 仍以迎养不易迟行 ，
皖大吏咨催 ，仍不肯就道 。 直到他父亲去世 ，守
孝期满 ，才又到广西任职 。 为上司器重 ，两委滕
县 ，准■新务 ，明定章程 ，剔除积弊 ，每年增收七
千余金 。 又被调任武宣知县 ，而武宣地方多盗 ，
治理困难 。 他到任后 ，即会同驻地方部队 ，历尽
艰辛 ，先后剿平寮略湾 、甘张 、纸礼等地方的土
匪。 匪徒负隅顽抗，秀芝智擒匪首，遣散协从，悉
平余党 。 后又修城池 、兴学校 、惩恶豪 ，政声远
播。 及离去之日，父老箪食壶浆，攀辕塞道。

后调任广西贵县知县，政绩和在武宣一样显
著，得到上司的嘉奖。 下面说两个故事。 在贵县
时，有武举秦某 ，财大气粗 ，与刘姓不和 ，便诬刘
为盗，被判死刑。 马秀芝调到贵县，刘姓家属告发了这件事。 秦武举即向
马秀芝贿七千金， 遭到严词拒绝。 他把原告被告都传至城隍庙审讯 ，弄
清了真相，秦被依法惩处。 为此，他还自撰一联云：“自昔不爱钱，倘存半
点私心幽明共鉴；尔今惭作吏，特祝两年旧案神鬼效灵。 ”

又有某富商，假造军队开矿许可证，来贵县开采矿藏。他先向马秀芝
承诺 ，让马入干股分红 ，又拿五千金为马祝寿 ，都遭到马秀芝拒绝 ，并禀
报上司 ，及时阻止了富商私自开采的行为 。 在邑 ，善政比比 ，不胜枚举 。
由于筹办海防得力 ，加花翎同知衔 。 升迁在即 ，国家推行新政 ，执行困
难 ，又加体弱多病 ，力请辞职 ，不准 。 复电恳回省就医 ，随之告归 。 及抵
里 ，布衣蔬食 ，与乡人和睦相处 。 那年适逢霪霖为灾 ，道■相望 ，他首出
百金，倡议捐款赈灾，函请老乡邓丽邦善士集款赈之。

又乐与贤士交往，出资组织文社，延请名师，培养人才。宣统元年，因
筹办新政 ，官绅意见多不一致 ，以秀芝众望所归 ，敦请磋商 ，方案刚定 ，
辛亥革命爆发，朝政日非。 秀芝叹曰：“大势去矣！ ”抑郁成疾，饮食渐少，
不久去世。归后十余年，病死家中，享年七十二，葬于县城 （今秣陵镇）东
北三里许金营村东，人称“马公墓” 。

熊金矩先生在《莲溪书院》一文中载：马秀芝继吴禾笙之后在莲溪书
院任过山长 （即院长 ）。 本县解元曹学礼 ，扶沟进士柳堂 ，都在莲溪书院
任过教职，可见，没有德望是当不了“山长” 的。

子五：炎蒸岁贡，直隶候补府经历。云蒸、桂蒸、润蒸，岚蒸庠生。宣统
三年 《项城县志 》有传 。 项城文史资料 《守望文脉 》《项城历史名人 》均有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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