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天下”的情怀深

入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血脉，家风家教也成为

了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从“养不教，父之过”

到“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从《颜氏家

训》到《傅雷家书》，无不体现家风家教的重要性。

父辈的言传身教，把善良宽厚、正直朴实的

品格融入行动里，潜移默化中指引着孩子不断

前行。他或许不高大，或许很平凡，可他的影响

却是特殊而有力。

美术界有不少父辈教子有方的故事，本期

美术报邀请三位名家谈谈父亲的教育及对其的

引导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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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我高中毕业未能

考上大学，插班在高二年级复读补习，旁听了一年父亲

上课，这样我与父亲有了正式的“师生关系”。其实，自

我记事起到他去世前的几十年间，父亲都是我的人生

老师。

父亲出身于文化世家，知书达礼的家风家教养成了

他勤奋读书、认真做事、谦和待人的品质。记忆中，我很

小的时候就喜欢翻看家中大量的藏书、画册。父亲床头

柜上放着一些画着古人肖像的线装书，他在那些发黄的

旧书上写着很多字，还圈圈点点。听父亲讲，这是唐代

大诗人杜甫的诗集《杜少陵全集》。他告诉我，杜甫非常

同情下层的劳苦大众，让我背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

天下寒士俱欢颜”等诗句。因此，我在入小学前就能背

诵不少唐诗。家中墙上、柜子上贴满了父亲用书法抄录

的鲁迅诗句。随着识的字越来越多，我能够半懂不懂地

读鲁迅的诗和文章的段落。父亲是鲁迅的崇拜者，他的

发式和衣着都模仿鲁迅，用现在的话说是鲁迅的“铁

粉”。这与我后来多次创作鲁迅像有很大关系。父亲

说：鲁迅的骨头最硬。2005 年我创作鲁迅像，他还专门

摆姿势和动态为我做模特儿。我从上小学到高中，父亲

都为我自制巴掌大的小本子，并在上面工工整整抄写诗

句和各种警句、格言，让我随身携带并要求一有时间就

读、背。林黛玉《葬花词》，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等等

我都能背诵。父亲对背书的要求是“滚瓜烂熟”，即要流

利、熟透。他还分别抄了有关描写景物、人物的佳句供

我读。读多了，写作文就可以顺手拈来，而且语感也会

很好。因此，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作文都是全班甚至

全年级最好，每次老师都将我的作文作为范文让全班同

学学习。

在那个年代，书籍、资料都很少。父亲有剪报的习

惯，将报纸上的好短文和插图，乃至香烟、火柴盒包装

壳上的图案剪下来，贴成一本又一本，成为我学习的资

料。他总是教导我，课文固然要学得扎实，但其他各类

知识也要学，剪报中的内容可算是“杂学”，可以丰富自

己。1978 年、1979 年我连续两次考理工科都因差一分

而名落孙山。后因我有美术爱好和功底而被录取到无

锡工艺美校学习。在由苏北过江送我去无锡的江轮上，

父亲见我由于一心想考医学院的大学梦未成而消沉彷

徨，便当即写下：

求医失路笑难关，从艺有期莫等闲。

坐井观天终是小，大江放眼快扬帆。

富有节律的诗韵与滚滚的浪涛声鼓舞着我。一个

“笑”字将困难转为乐观、从容；一个“快扬帆”，催人奋

进。父亲的诗不仅在当时对我产生了激励作用，也一直

是我人生前进的号角。 （下转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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