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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英杰之黄宾虹

黄宾虹（1865～1955） 原籍安徽歙县，

出生于浙江金华。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的开

派巨匠，有“千古以来第一的用墨大师”之誉。

维新余党黄宾虹
我之所以要梳理黄宾虹的革命生

涯得益于合肥画院院长凌徽涛先生执

行主编的《新安画派论坛》，清雅的装

帧，极具人文情怀的文章，为我们描绘

了一位位新安画派画家的人生轨迹。

尤其是黄宾虹，他早年对革命的热情，

与同时代的陈独秀、柏文蔚等人一样，

是时代的弄潮儿和先进思想的传播者。

1898年，以康有为为首的一批改良

主义者发起了一场政治改良运动，提倡

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

年轻的画家黄宾虹也参与了这场

运动，他内心深处，多么希望中国社会

一扫封建势力，而是一个清明的社会，

有才华的人能在社会舞台上大放光

彩。

中国的封建大树扎根几千年，自然

不是轻易能撼动的，变法遭到了掌握实

权的慈禧的反对，这年九月，她发动了

“戊戌政变”，谭嗣同等6君子献出了宝

贵的生命。

因为是维新余党，黄宾虹过起了颠

沛流离的生活，直至八国联军进京，慈

禧西逃，他才得以返回故里。

10月31日 我国科考船环球航行
1986年10月31日上午10时，我国第一艘

极地科学考察船“极地”号，在青岛港拔锚启

航。载着我国第三次南极科学考察队队员的

“极地”号由此开始了它的第一个航程，并作

我国航海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

11月1日 邓小平提出裁军100万
1984年11月1日，在国庆三十五周年阅兵

一个月之后，中央军委召开座谈会，邓小平表达

了一个惊人的决心：大裁军。

11月2日 慈禧发动祺祥政变
1861 年 11 月 2 日，慈禧太后联络恭亲王

奕訢在北京逮捕肃顺等八大臣，发动祺祥政

变。26 岁的叶赫那拉氏篡夺了清朝大权，开

始了她对中国48年的黑暗统治。

11月3日 袁隆平获科学奖
1987 年 11 月 3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

巴黎总部向中国专家袁隆平颁发了1987年科

学奖，以表彰他在培育高产杂交水稻方面取

得的卓越成果。当年57岁的袁隆平是湖南省

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他长期从事杂交水稻培

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11月4日 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
1913 年 11 月 4 日，为进一步扫清复辟帝

制的障碍，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

民党籍议员资格，收缴其议员证书。

11月5日 欧洲军团成立
1993年11月5日，由法国、德国和比利时

3 国创建的欧洲军团总参谋部在法国东部斯

特拉斯堡正式宣告成立。欧洲这支统一部队

的诞生对欧洲防务安全有着重大的影响，也

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11月6日 柴可夫斯基逝世
1893 年 11 月 6 日，柴可夫斯基与世长

辞。柴可夫斯基是俄国杰出的音乐家，他的

作品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至今仍享有极高

的声誉。他的古曲芭蕾舞曲《天鹅湖》、《胡桃

夹子》等尤其脍炙人口，历演不衰。

黄宾虹：画家也曾造“假币”
在中国美术史上，黄宾虹是位杰出的画家，他是新安画派的终结者、总结者和

新局面的开创者，可很少有人知道，他早期还是革命者，在时代的洪流中积极投身

革命。甚至，为了革命造假币。 周玉冰

历史一周

可能很难以让人相信，年轻的画家黄

宾虹随后又干了一件差点掉脑袋的大事，

那就是悄悄铸造钱币。

1904年，李光炯在长沙创办的安徽旅

湘公学因黄兴密谋起义事泄，举步维艰。

受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安徽旅湘公学搬到

芜湖并更名安徽公学，苏曼殊、柏文蔚、陈

独秀、刘师培等人都是该校教员，这些人都

是进步人士和革命党人。黄宾虹也应邀来

到该校任教，加入了宣传革命的活动。

第二年，黄宾虹的同窗许承尧在歙

县创办了新安中学堂，黄宾虹应邀去新

安中学堂任国文教员，把革命的思想带进

了古徽州。1906年，他与许承尧等人受时

代的影响，成立了“黄社”，表面上是以黄

宗羲为宗讨论诗文，实际上是宣传革命思

想。

培养革命青年，发动革命人士是需要

经费的，也为了扰乱清廷的钱币秩序，“黄

社”人决定铸钱币，他们推选富有革命经

验的黄宾虹牵这个头。

黄宾虹带着对革命的满腔热情悄悄

购买设备，招募工人，就在自家的后院里

开火铸钱。炉火旺盛，黄宾虹也激情澎

湃。可是，第一炉钱坯快出炉的时候，有

人告发了，衙门要派人抓他，幸好得到线

人密告，他连夜销毁现场遣散工人，自己

逃往上海。

为革命秘密铸钱

1907年，黄宾虹认识了柳亚子，并加

入国学保存会，成为《国粹学报》的主笔。

1908年，柳亚子等人成立南社，表面上是

文学团体，实际上“它的宗旨是反抗满清，

它的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

志。”黄宾虹是南社成员，以笔为枪，呼吁

民主，谴责专制。

在当时，许多人投身革命是为了升官

发财。这一点，鲁迅的小说有深刻的揭

露。但黄宾虹投身革命，完全出自革命热

情，以一个艺术家的纯真理想希望中国出

现一个和平、民主的社会。当南京中央政

府成立后，黄宾虹不去南京做官，也拒绝安

徽都督府的就职邀请，而是潜心书画。

黄宾虹的革命经历对其绘画是有深刻

影响的，他认为“画之优劣，关乎人品”。读

他的绘画理论，会发现他非常注重绘画的社

会功能：可以“明政教”、“知民间疾苦”，可以

“纠正人心，转移风俗，巩固治安之长久。”

大胸襟、大阅历、大情怀、大品德，正

因为如此，黄宾虹终成一代美术大师。

拒绝做官潜心书画

名人情怀之赵朴初 赵朴初的哭
赵朴初是个极其谦逊、和善之人，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笑容，被人称作“活菩萨”。鲁迅云：“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

处。”朴老一生中就有过许多次哭，展示出他极其丰富而敏感的情感世界。 余世磊

1972年，陈毅元帅受“四人帮”迫害，受

尽折磨，后来得了癌症，住进了北京肿瘤医

院。朴老也关进了牛棚，从事搓煤球的劳

动改造。朴老曾在陈毅的领导下，参与了

上海的解放和建设工作，以后两人在北京

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或切蹉诗艺，感情极

其深厚。当朴老得知消息，赶到医院，听到

张茜说：“不要看，已经不行了。”当时，朴老

就禁不住潸然泪下，回去后，草成一首《陈

毅同志挽诗》。向陈毅遗体告别那天，朴老

流着泪，将诗交给张茜，放在陈毅胸前的口

袋，与遗体一起火化了。周恩来总理是朴

老最为敬重的人，他去世后，朴老在家大哭

了一场，写下了很多首追念周总理的诗。

邓小平去世后，朴老也哭了一场。

朴老从4岁到 10岁是在老家安徽省

太湖县寺前河度过的。朴老有个姐姐，叫

赵默初，因为小时候摔跤，成了哑巴。哑

姐待朴老最好，姐弟感情笃深。哑姐不幸

于 1945 年病逝。朴老母亲在家，家中有

些田租收入，许多都寄给了在上海的赵朴

初，用于干革命工作。1947年，太湖县搞

土改，由于少数人的过左和对朴老家中情

况的不了解，朴老的母亲受到打击，不幸

去世。这两位亲人的去世，朴老都不在身

边，成为朴老终生的心灵之痛。上海解放

前夕，朴老与另一个姐姐赵鸣初在上海团

聚，想起母亲与哑姐的逝世，两人抱头痛

哭，泪如雨倾。

朴老少小离家，但他一直桑梓情深，心

念家乡父老。1990年9月底，朴老回到家

乡，在县政府举办的欢迎会上，83岁的朴老

发表讲话：“我虽然年岁大了，现在老家亲属

也没有了，尽管这样，太湖还是我的父母之

乡，我是太湖的儿子，所以我非常想念太湖，

连做梦都想到太湖……”话说到这里，朴老

当着众人的面，泪满眼眶。他接着说：“常听

说家乡还不富裕……人，总有个感情，总想

看到一个繁荣富裕的家乡……”，朴老再也

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说话的声音开始哽

咽，泪水泉涌，不住地用手巾去擦，直到好久

才平静下来，在场的人无不感动。在朴老生

命的最后十年，特别关心、支持家乡各项事

业的发展，累计捐资、引资达千万元之多。

在朋友圈子里，朴老是个极重感情的

人，在朴老的诗词集里，就有许多怀念、挽悼

朋友的诗章。1999年 2月底，冰心去世，生

前，冰心让孩子们称朴老为舅舅，把朴老当

作亲人看待。朴老此时也病住医院，当他得

知消息，眼含泪花，撰挽冰心联：“万口诵佳

言，爱就是一切；四方传妙笔，文可耀千秋。”

1999年，朴老当年在上海一同从事难民

工作的好友诸敏病逝。从香港回来的朴老得

知这一噩耗，他老泪纵横，为诸敏写挽联。诸

敏的女儿去医院取挽联，朴老抱着她嚎啕大哭

起来，在场的人无不流泪。这件事情，确实使

朴老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人一下就不行了。

朴老生前特别喜欢陈曾寿（朴老夫人陈

邦织的伯父，光绪年间进士，当过婉容皇后

的老师）的一首《七律》：“万幻唯余泪是真，

轻弹能湿大千尘。不辞见骨酬天地，信有吞

声到鬼神……”。朴老一生“知恩报恩”，他

眼里流出的，无不是“报恩泪”，也能湿“大千

尘”。从朴老的眼泪里，我们看到了，朴老不

仅是一代宗师、国之栋梁，也不愧为一位多

情男儿、慈悲佛子。

朴老哭领袖

朴老哭亲人

朴老哭家乡

朴老哭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