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报艺 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

原常务副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画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水墨画院院长满维起，因

病医治无效，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 11 时 58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69岁。

满维起，1954 年出生于天津市，毕业

于原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中国画专

业。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国画院副院长，

中国水墨画院院长，一级美术师，中国艺

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中国画学会常务理

事。作品曾参加全国第八届、第九届、第

十届、第十一届全国美展，并两届获奖；先

后参加百年中国画展，黄宾虹学术奖展等

国内重大展览；诸多作品被多家美术馆、

博物馆收藏。先后出版中国画作品及著

作20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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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以99岁的高龄离开人世。

他是中国画坛的空谷足音。黄永玉走

后，中国画坛不会有第二个黄永玉了。

画家，是黄永玉第一个标签，他是

有名的版画家，通晓工艺美术，会设

计，还能画邮票。他的公共影响离不

开1980年发行的生肖邮票，那枚猴票，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邮票收藏热潮，又

以天赐的机遇，成为集邮界的新宠，至

今仍是热点。作家，是他第二个标

签。他的新诗曾荣获全国优秀新诗

奖，他的散文、随笔深得读者喜爱，不

断再版，成为出版界的畅销书；他的长

篇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在《收获》

杂志连载十余年，有的说好，有的说一

般，但，不管怎么说，一位耄耋老人能

写那么长的长篇小说就是奇迹。

黄永玉在湖南湘西长大，没有受

过正规教育，得益于表叔沈从文的支

持，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与全国著名

作家、画家、书法家等各界知名人士有

密切的交往。他身处一个耀眼的朋友

圈里，聪明善学，能写会画，很快在文

化界成长起来。

2023 年 3 月 22 日，他在中国现代

文学馆举办“黄永玉诗和插画展”，我自

己观看了两遍，又陪朋友们去观赏，看

到一个奇异的世界。那些熟悉的诗篇，

那些似曾相识的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

展览。展厅有一个屏幕，反复播放黄永

玉朗诵自己诗作的影像。我站在屏幕

前，看着一位老人的朗诵，脑海里出现

了湘西凤凰古城，缓缓流淌的沱江，他

写在沈从文墓碑上“一个士兵要不战死

沙场，便要回到故乡”的字迹，还有京东

的“万荷堂”，以及他写给颜家文的长篇

手札。那通文辞渊雅，笔墨凝重的手

札，曾是“心迹·墨痕：当代作家、学者手

札展”中的重要作品，一度在全国巡

展。曾是羽扇纶巾的文化人，一位 98
岁的艺术家，正在我们的眼前读诗，也

许，这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印

象。“黄永玉诗和插画展”储存了太多的

文化信息，应该说这个展览所展出的是

画，是诗，更是黄永玉的人生经历，文化

趣味。这样的展览非他莫属。他走后，

这样的展览不会有了。当然，黄永玉这

样的人也没有了。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要回

到故乡”。他留下了遗嘱，自己走后，

什么也不留，就做一个“无愁河的浪荡

汉子”。

黄永玉，一言难尽的人
■张瑞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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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报艺 著名艺术家、艺术

教育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黄永玉先

生，于2023年6月13日3时43分逝世，

享年99岁。

黄永玉先生，笔名黄杏槟、黄牛、

牛夫子。1924 年 7 月 9 日（农历）出生

在湖南省常德县（今常德市鼎城区），

祖籍为湖南省凤凰县城，土家族人。

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学院教

授，曾任中央美院版画系主任、中国美

术家协会副主席，是现当代中国文化

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艺术家。

黄永玉先生子女黄黑蛮、黄黑妮、

李洁琴携孙黄香、黄田敬告：

我们的父亲黄永玉因病于二O二

三年六月十三日三时四十三分离去。

我们尊重他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别、

追悼仪式。

梁羽生曾称他为“怪侠”，黄霑给

他题词“你是个妙人，你是个少年狂”，

还有不少人给他冠以“世界上最好玩

的老头”之名。关于他的生平与事迹，

总是为人津津乐道的。去看他的画，

去读他的文字，去品他的故事，你没办

法不被这个有趣的灵魂打动。

重读黄老，致这传奇一生，敬这坦

荡且温暖的人生态度！

“说我是‘鬼才’，那是见鬼了。”

——黄永玉

他才高桀骜但不沽名钓誉，国画、

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散文、小

说，几乎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临终这

一年，99 岁了，黄永玉还醉心创作，他

说自己，半辈子是一刀一刀地铲，一笔

一笔在画，后来，一个字一个字在写。

这一辈子就是这样。

“悲伤很误时间，摔一跤，赶快爬

起来往前走。” ——黄永玉

别人祈愿“出走半生，归来仍是

少年”，黄永玉是出走百年，归来仍

是老小孩。他贪玩，敢作敢为，自由

自在，心，总比烦恼大，总比苦难大，

他的表叔沈从文评他是“永远的天

真”。

当被问到“如何保持永远的天

真”，他说：悲伤很误时间，有人因此送

掉半辈子光阴，把悲伤当成诗，那会好

过点。

不欣赏自己摔倒的地方，不要哀

叹这个坑。有的人是一辈子记得那个

坑，不走了，在咒骂那个坑。我是摔一

跤，赶快爬起来往前走。

“一辈子跟着书走，不会坏。”

——黄永玉

提到读书，黄老确有对“90 后”的

忠告：珍惜时间好好读书，一辈子跟着

书走，不会坏。“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

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

的兴趣读书。”他认为，多看书才有知

识，书同手机不一样，手机是它帮你

想，书是从它那里得到知识，有基础。

多看书，才真是厉害！

“拿着自己认为使尽了力气的作

品，不要马马虎虎。” ——黄永玉

黄永玉对画画的热爱是刻在骨子

里的，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说：“他（黄

永玉）每到一个地方都带着纸、笔，看

到什么都要画下来。”

晚年的黄永玉依旧执着画画，他

说：“女儿有时为了我的健康不让我画

画，一般来讲我少不了要画画。”黄永

玉在 80 岁、90 岁时都曾办过画展，他

说：“拿着自己认为使尽了力气的作品

不要马马虎虎。”

“等我死后先胳肢我一下，看我笑

不笑。” ——黄永玉

长生者豁然，他一点也不避讳生

死话题。“我是一点也不畏惧，而且我

不希望留下什么，骨灰，进祠堂啊，不

需要。我开玩笑说，等我死了之后先

胳肢我一下，看我笑不笑。”

他曾写下，人死如远游，他归来在

活人心上。留给世界一袭“宁馨”与一

串“好玩”之后，黄老潇洒挥挥手，远游

去了。

你知道的，只要念他的名，看他的

画，读他的书，品他的话，他就一刻也

不曾离开。

本报讯 马黎 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教授葛承雍消息，著名文物学家、中国国家

博物馆终身研究员孙机先生于6月15日早

上8：09去世，享年94岁。

孙机，文物专家、考古学家、中国国家

博物馆终身研究员，1929 年 9 月 28 日生于

山东青岛。1949 年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

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总工会工作，1955
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

在北大历史系资料室工作。1979 年调中

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

工作。

他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从历史

中醒来——孙机谈中国古文物》《华夏衣冠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载驰载驱——中

国古代车马文化》等作品。

正在付印的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蜀

师砖砚汇考及图文著录》一书，由古砖收

藏研究者邵嘉平编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这本书名的题签正是由孙机先生

题写，这是孙机先生留下的最后的书名

题签。

文物学家孙机去世，
享年94岁，他为诸多
国宝正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