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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之道：追求完美，接纳不完美，方得坦然洒脱
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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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是世界级名人。2000 年
法国《世界报》评选上一个千年影响
世界的 12 位人物，他是唯一入选的中
国人。

苏东坡为何能入选？总结起来，
涉及品性、人格、精神、才华等多方面。

他品性高洁，追求真善美的人生至
高境界，他智慧而坚韧，宽容而豁达，无
论遭遇什么挫折，“一蓑烟雨任平生”。
他人格独立，追求自由平等，“上可陪玉
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他既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又
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对国家和民族
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对民生疾苦有切
肤之痛。他有担当精神，勇于仗义执
言，为弱势人群说话。他重实干，为
官一任造福一方，所到之处，修桥、治

水、浚湖、救灾等，都是惠民之举。
当然，更为人所知的是他卓越超

世的才华，这是他为后人称道和喜爱
的最突出因素。

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总结中国
最伟大的诗人，列出四个耀眼的名
字：屈原、陶潜、杜甫和苏轼。他说：

“三代以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子
美、子瞻者。”

而且，苏东坡不只是个优秀的诗人、
词人，还是优秀的散文家、优秀的书画
家、优秀的学者、优秀的知识分子，是中
华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虽然在某一领
域很难说独步古今，但在那么多领域的
全才通才，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王国维对四伟人的评价还有后
半句：“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

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确实，苏东坡在民间的影响，除

了他的才华，还有他的人格。
对此，复旦大学的黄玉峰教授曾

将苏东坡与多位杰出古人作对比。
他说：与屈原比，苏轼多了一份自我，
少了几分愚忠；与陶潜比，苏轼多了
一份经历，少了几分寒闲；与韩柳比，
苏轼多了一份豁达，少了几分悲观；
与李白比，苏轼多了一份责任，少了
几分狂漫；与杜甫比，苏轼多了一份
大度，少了几分怨言；与程朱比，苏轼
多了一份童心，少了几分刻板……

如此比下来，苏东坡真可谓“完
美”，是理想化的人物！

然而吊诡的是，如此“完美”之人，
面对的却是极其“不完美”的人生。

苏东坡的性格率直、刚正、较真，
得罪了很多人，树了很多政敌，仕途
难免四处碰壁。他一生大起大落，有
1/3 时间都是在贬谪中度过的。

他 的 一 生 ，有 时 是 尚 书 ，有 时
是 太 守 ，有 时 是 阶 下 囚 ，更 多 时 候
是 被 放 逐 的 贬 官 ，没 职 务 ，没 收
入 ，没 自 由 ，还 要 自 己 想 办 法 养 家
糊口。

而在生活的磨难中，他的人性之
光依然熠熠生辉。

他走向江湖、民间，变得更接地
气，僧侣、道长、山野渔樵、贩夫走卒
等都成了他的朋友。他对身边人、对
生活充满了爱，饶有兴趣地体味生活
之美。在黄州，他开荒种地；在惠州，
他酿酒、烹饪；在儋州，他总结生蚝的

吃法……还乐在其中记述于文字，忙
不迭地和亲人朋友分享。

他的在困境中保持自在喜乐的
人生态度，对后世影响更大。林语堂
在《苏东坡》中评价说：“他的一生是
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
置之。”“苏东坡过得快乐，无所畏惧，
像一阵清风度过了一生。”后世很多
文人、学者、士大夫，以模仿东坡的生
活态度为时尚。

政敌的打击让他离庙堂越来越
远，生活的磨难却让他的心越来越
真。他原本就是个大智慧的人，经历
波折后更是大彻大悟。生命的最后
时光他获赦北归，途中写下一首诗：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
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

金山画像》）这或是调侃之作，也或是
他内心的真实流露。

他给儿子的遗言，是一首禅意十
足的诗《观潮》，表达的是一种人生感
悟：“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
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
潮。”迷蒙的庐山烟雨，壮阔的钱塘大
潮，无缘亲至总心存遗憾，看过之后
才觉悟，原来的妄念不过如此。

人 不 必 有 太 多 执 念 ，能 够 放 得
下，方得自在与从容。

“人生如逆旅，我亦是归人。”生
如夏花与流星，灿烂、耀眼，但倏然间
就会消逝、湮灭。有生之时，当珍重、
热爱，积极、乐观，恬淡、从容……追
求完美，也接纳不完美，方得坦然与
从容。

作者/黄澄钦

李丹麟后继有人
李长天深得真传

文

就绘画而论，清末民初，百年中惠州
以李星阁为首，李桂馨、黄灿芳、李长天
等画家的艺术成就不但影响邑人，还蜚
声在外。

李丹麟，号星阁，工诗画，山水、花鸟、人
物，无所不精。曾随使节出洋，环历地球。

“行踪所至，举凡山川人物，辄为图说以记
之。”绘写《华盛顿图》《日本富士山图》《南美
穷人背子卖物图》《夏威夷童子海底拾银图》
等，集成了《游历图记》一书。

李星阁笔下芦雁变通清代著名画家边
寿民之画法，尤见苍劲。其《百鹑图》长卷寓
意百旬，为喜闻乐见的题材。黄灿芳，多画
西湖景物，他画花鸟的撞粉技法可与居廉比
肩。李桂馨则与高氏兄弟在上海创办艺苑。

李长天，其艺术全面继承自伯父李丹
麟，又得当时名家濡染而独树一帜，其《百
鹑图》在穗展览，陈炯明沽之，价甚昂。李
长天一生精研绘事，晚年提出：“自愧丹青
难入手，笔峰高古见前人”，认为单是笔墨
功夫是不够的，必须要“变”，要“自出新意，
不践古人”。志愿军抗美援朝时，他创作了
《醒狮擒猛虎，除恶保和平》，正是苏轼所提
倡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
外”的艺术境界。几十年后，1998 年旅加画
家单柏钦又终于悟出：“先生的笔墨功夫现
在看来更值得学习。”

上世纪三十年代，刘仑在惠州率先把绘
画作为抗日救亡宣传斗争的武器，此后在他
的艺术实践中，将国画、水彩、油画、版画熔
于一炉，成为我国著名画家。新中国成立
后，画家陈狄主持新建成的工人文化宫领导
工作，并创建工人美术创作
小 组 开 展 普 及 美 术 活 动 。
1955年春节惠州举办解放
后第一次美展，参展画家
有李长天、李九皋、薛秀
亭，黄仲驹、周志毅、张剑
萍、陈推陈等老中青少作
者的国画、油画、水粉、水
彩、版画的作品。

同年，李九皋的国画
《放棑》、薛秀亭的国
画《惠阳师范全景》、
陈狄的油画《东江河
畔》入选华南美术作
品展览。此时，惠州
形成了初具实力的美
术群体。“反右”时李
九皋、陈推陈等被打
成右派分子，张剑萍
避过一劫，从此辍笔
远离砚池，刚形成的
文化艺术氛围从此也
就消失了。

惠州千年书画史
钤有苏东坡烙印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
向往、崇尚苏东
坡。这证实了宋

人唐庚“碑坏诗无敌，千
古鹤峰尊”的预言。从明
代博罗人张萱的西湖歌
“惠州西湖岭之东，标名
亦自东坡公”，到惠阳一
中校歌“自东坡南渡，文
明孕育吾邦”，整个历史
长河贯穿着东坡文化精
神，这一精神与西湖山水
结合，便产生了强大的文
化引力，才有“一自东坡
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
州”之说。

笔者以为，要从文化精神层
面上再认识东坡。从审美心理
的积淀来看，在千百年来惠州社
会、历史、文化和实践认识的发
展过程中，个体和群体互动的共
时性和历时性的作用累叠所形
成的“积淀”，产生出共同文化心
理，即烙印在人们心中的“东坡
符号”，或称“东坡文化引力”。
那就不难发现，东坡这颗照灼古
今的文化巨星，依然闪亮在西湖
上空。

2012年3月15日，惠州文化
研究会举办惠籍书画展，展出自
清代到现代跨越四百年书画家
作品。这是“东坡文化引力”的
一次形象展现，可发现在收集不
够完整的展品中已粗略呈现出
一条“承传求变”的发展脉络，追
根溯源仍绕不开东坡的影响。

“承传”是本，是文化心理的
遗传，“变”是认识的再发展。看
作品不能单从技巧层面从形式
的变化去看，而要看作者能否在
承传基础上，在艺术实践中对客
观事物的体验获得情感精神上
的满足，放飞自己的心灵，张扬
自己的个性，形成自己的风格。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
文学和艺术天才，其诗、文词、
书、画等均已到登峰造极的高
度，影响后世。他提出“论画以
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
情，画要有寄托，重视神似，反对
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
奠定了中国文人画的理论基础。

更有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
庭坚，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
的继承，强调心灵、气质对艺术
个性创造的影响，把苏轼推崇至

“人书并尊”之地位。概而言之：
“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
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
外”，就是东坡的艺术思想。

李丹麟（1846—1916 年），字仁薮，号星阁，归善县
城（今惠城区桥东）人。他出身贫寒，十岁丧父，“佣
于鹤林寺以养母”，年方十五就能为街坊作画写对。

李丹麟的画法不师而成，随意挥洒。评论家认为
他是岭南大画家“林良后一人而已”。惠州名士江逢
辰赞其作品“下笔如飞光，粗掣铁索精毫芒，阿多罗
汉尤擅长”。其画风下笔如飞，大胆泼辣，笔势抑扬
顿挫，极富节奏韵律美；墨色浓淡对比强烈，风格奔
放粗犷，但精妙处却十分传神。人物画特别是佛道人
物，颇受读者喜爱。

自学成才的李丹麟得到惠州知府杨霁赏识，得以
跟随国使出洋作万里游。在这趟旅程中，李丹麟游历
了美、日和秘鲁等国，后又自费游览越南、柬埔寨及
南洋诸岛，历时三年。创作《华盛顿图》《日本富士山
图》《南美穷人背子卖物图》及《夏威夷童子海底拾银
图》等共205幅，集成一书，名曰《游历图记》。

可以说，在清末中国，像李丹麟如此具有国际视
野和近代意识，藉绘画宣介异国文化以开启民智的画
家，并不多见。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李丹麟任福建永定知
县（据新编《永定县志》），其时已年过六十，不久退休
返乡。他将画艺悉心传给侄子李长天，培养了又一位
著名的惠州画家。

被称为平民画家的李长天（1878—1970 年），自小
寄居李丹麟家中，流露出对美术的浓厚兴趣。长大
后，一边以扎灯笼、糊灵屋(人死后用竹纸、图案做成
的屋)补贴家用，一边勤学苦练，将李丹麟的丹青技巧
继承下来。

到了上世纪 20年代，李长天在业界已经崭露头
角。1922年，广东省举办《第一届全省美术展》，李长
天以一幅《百鹑图》(寓意百旬喜庆)受到岭南画派名
画家高剑父、高奇峰等人的好评，获一等奖，被当时
的广东省长陈炯明以高价收藏。

晚年李长天又爱上新安画风，一改往日清秀的风
格，笔墨日见老辣，常用焦墨，横涂竖抹，沉雄浑厚形
成独特的风格，成为惠州现代最有成就的画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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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明代画家博罗张萱，号西园
公，官至户部郎中，内阁中书舍人，
遍览历朝书画、古物、藏典，与董其
昌过从甚密。著有《西园题跋》《西
园画评》，晚年回惠致力整理东坡
文化遗产，编著《东坡寓惠录》。从
其“西湖歌”看，他是把东坡文化精
神熔铸在了西湖山水中，把东坡塑
造成了惠州自然人文精神的文化
符号，并极力推广弘扬。

清代书画家、惠州太守伊秉
绶（福建汀州人），乾隆五十四年
进士，以“廉吏善政”著称，在惠弘
扬东坡文化最为用力，重修书院、
白鹤峰苏公故居、朝云墓。修故
居时发现“德有邻堂”东坡端砚，
给伊带来无尽灵气。人称其书法

“以篆隶名当代，劲秀古媚独创一
家”，又说“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
之处能通神”。

伊秉绶革除恶习陋规，在准提
阁筑“无碍山房”。每东坡生日作
文事活动，脱下官服与来参加者坐
列无序融洽无间。以东坡崇尚自
然摆脱束缚的精神与地方文士饮
酒赋诗互动。七十年后，江逢辰称
之为“无碍山房招鹤庐”，喻为重教
兴文之地。

清代书法家、惠阳人邓承修，
咸丰举人，官至鸿胪寺正卿，总理
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十一年与法使
者会勘中越边界，寸土不让，不惜
以生命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被誉
为铁汉，他无论官声和书法艺术都
有伊秉绶的风采。书法直接受伊
秉绶影响，自成以硬瘦独标一格，
用笔“筋骨硬键，怡与其‘铁汉’之
誉”相称。他撰清醒泉联“休论坡
老浮沉事，来试人间清醒泉”，就更
是深深留下东坡文化的烙印。

惠州书画家江逢辰，光绪十八
年进士。官至吏部主事，工诗、文
词，善书画，梁鼎芬誉其为“行尽江
山见此才”。他的画构图用笔简
约，为绍兴画家魏戫“柏石”一画题
诗云：“天地拳曲拿云臂，蓬莱一尺
渴枯翠。何以沃之黄河泪！”写出
甲午兵事起蓬莱仙缩成一尺的石
头，翠柏也枯干了，所慨甚大，唯有
用黄河的热泪浇灌。

从这首七言三句诗也可见江
逢辰诗画追求画外有情、画要寄
托、“诗画本一律”的苏轼遗风。江
逢辰提出“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
不敢小惠州”，可以说是继伊秉绶
之后，守望惠州东坡文化又一人。

被老惠州人称之为“县城”的桥东历史悠久，历
来是名人骚客荟萃、文化底蕴深厚的风水宝地。走
在街上，名人遗迹遍及。近日，羊城晚报记者在李丹
麟后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其故居“十二琴”楼，现在早
已难寻当年盛况，遗迹仅剩一口“青玉泉”井。

“十二琴”楼坐落于桥东街道和平直街，据惠州
市民协副主席刘汉新介绍，因李丹麟生平蓄有古琴

十二张，因此以“十二琴”名其楼。楼侧建亭，自题
为“清秀之亭”，与东坡亭遥遥相对，平日常与文人
好友读书、作诗、写画、鼓琴于其间。

随着岁月流逝，“十二琴”楼几经翻修，早已不
见当年踪迹。在外人看来，这就是普通不过的老
民宅。现部分房屋出租，部分成为公房。唯一保
留的是青玉泉井，这是当年李星阁与文人墨客品
茶取水的井。记者看到，井上堆放杂物，旁边有一
石碑，刻着“青玉泉井神位”。

令人遗憾的是，作为晚清惠州画家第一人，李
丹麟正逐渐被遗忘，甚至桥东片区都少人知晓。
刘汉新介绍，李丹麟画作大多流落他乡，惠州保留
极少。记者从惠州市博物馆得知，目前馆内仅藏
有李丹麟的画作《芦雁图》，虽有残破，但依稀可见
画风苍劲，芦雁栩栩如生。此外，在惠州历史名人
展厅中，还伫立着一尊李丹麟铜像。

距离李丹麟故居仅几条街，李长天的故居早
已易主，无人居住。由于李长天赠画多于卖画，民
间还流传着不少画作。鲜为人知的是，上世纪80
年代，元妙古观道士从李长天家人的手中获得四
幅画作，有《西湖图》《老马离鞍国太平》《葛仙翁
吐饭成蜂》等，至今藏在古观内，保存完好。在黄
氏书室中，也还存放着李星阁、李长天的画案，这
是李长天的曾外孙林水天捐献的。

李星阁在惠州踪迹
仅剩“一井一画一案”

近千年来，惠州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本地
人邓承修、江逢辰、李丹麟、李桂馨、黄灿芳等书
画家更是驰名艺林，蜚声在外，成为岭南文化中
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惠州书画的发展深深打上了苏
东坡的烙印。作为一名艺术天才，苏东坡提
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
外有情，画要有寄托，重视神似反
对程式束缚，影响了李长天、王
映楼等历代书画家，他们的
艺术成就和个人综合的修
养，都与东坡一脉相承。

（李海婵）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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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

李星阁《芦雁图》纸本扇面 惠州市博物馆供图

李长天画作《喜报春回》惠州市博物馆供图李长天的画作 李雪芳供

李星阁、李长天画案 惠州市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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