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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当随时代”，韩儆宇的作品中可以读出时代气息，无论是他的书法还是绘画，都紧紧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社会发展脉络联系在
一起，充分反映了各个时期的时代精神。读一读他的作品名称就可以体味出他的画反映出每一时期的社会经历：《入社去》《丰年马蹄
忙》《松江两岸尽朝辉》《祖国和平颂》《参加选举去》《春雪城关送粮图》，这些画，每一幅都是一段历史的浓缩。

“近读先
生 往 日 之 书
作，用笔厚重
凝 练 。 顿 挫
有致，处处可
见古法，亦能
出新意，可谓
大手笔也。”

“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看韩
儆宇的书画作品，默诵王冕的这首诗，思绪
会进入另一种境界。

打开《韩儆宇书法作品集》的一瞬间，我
眼前 一 亮 ，里 面 的 书 法 和 绘 画 把 我 震 住
了。翻阅这本书之前，我没有一丝先入为
主、慕名欣赏的准备，因为此前从未听过
韩 儆 宇 的 名 字 。 但 这 绝 未 影 响 他 高 深 的
书画造诣和我对他人格的认知，以及诸位
名家对他的赏识。

看过几页之后，我觉得这本书不同于其
他的书画集，这么草草地翻看，是对作者的
不敬重。我应该从头，从书的序言看起，才
可以对得起这些作品，也能更多地了解作
者，以致对这些书画作品深入欣赏。

开 篇 ，中 国 文 联 副 主 席 、中 国 书 协 副
主席、著名文博专家段成桂就说，“近读先
生 往 日 之 书 作 ，用 笔 厚 重 凝 练 。 顿 挫 有
致，处处可见古法，亦能出新意，可谓大手
笔也。”赵朴初弟子易人说，“先生于书道
治学严谨，遍临诸碑帖，篆、隶、行、草，无
所不通。”

韩儆宇先生在吉林省榆树市农村长大，
书 画 活 动 几 乎 伴 随 他 一 生 。 他 生 于 1910
年，彼时正值清朝末年，北方暴发了一场严
重的鼠疫，疫情先从满洲里开始迅速传到哈
尔滨，最多时一天死亡 168 人。韩先生应该
是个幸运儿，榆树市距离哈尔滨有 200 公里
路程，这在当时没有火车的条件下算是偏远
了，运输的不畅反而成了防病的优势，疫情
虽有波及，但还没影响到他家，日子过得也
算安静。

父 亲 知 识 渊 博 ，国 学 造 诣 颇 深 ，是 乡
里 远 近 的 贤 达 名 士 。 韩 儆 宇 出 生 前 ，父
亲 就 在 乡 村 开 设 私 塾 ，在 这 种 门 第 有 香
的 环 境 里 生 活 ，韩 儆 宇 较 早 就 接 受 良 好
的 熏 陶 。 1917 年 春 节 刚 过 ，不 满 七 岁 的
韩 儆 宇 便 走 进 由 父 亲 任 职 的 私 塾 ，开 始
接受启蒙教育。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特别是书法
这样的国粹，过早使用外来的新工具未必是
好事。虽然，在 100 多年前的 1809 年，美国
已经有钢笔出现，韩儆宇上学时钢笔也已传
入中国，但这种书写工具价格奇贵，仍然是
上流社会的奢侈品，农村的孩子还没有机会
见到。加上父亲对中华传统教学理念和中
国方块字的笔画样式的重视，毛笔必然是韩
儆宇的首选。他的小手刚一触笔，就对书法
产生了浓厚兴趣。汉字的那种横、竖、撇、捺
的笔形，起笔、运笔、收笔的轻重缓急的节奏
与韵律，让小儆宇着了迷，他一笔一画一板
一眼地反复练习。父亲在桌旁观看，心生暗
喜——这孩子一开始就对学习有着如此浓
厚的兴趣儿，尤其是读书、临帖，都有模有
样，用心精勤。

在 写 字 的 同 时 ，韩 儆 宇 开 始 接 触 绘
画 ，所 谓“ 书 画 同 源 ”说 的 就 是 中 国 书 法
与 绘 画 在 理 论 上 是 一 脉 相 通 的 ，书 中 有
画 ，画 中 有 书 ，尤 其 是 用 笔 用 线 方 面 ，更
是 如 出 一 辙 。 中 国 传 统 绘 画 中 ，线 条 是
最 重 要 的 骨 架 ，画 中 的 线 条 其 实 就 是 书
法 的 延 伸 。 韩 儆 宇 似 乎 也 摸 透 了 这 一
点，在写字的基础上，他时不时地“写”些
墨 竹 、兰 草 、枝 干 、松 叶 等 小 玩 意 。 一 来
二 去 ，他 已 经 具 备 了 初 级 用 笔 勾 勒 造 型
的能力。渐渐地，他开始觉得自己还行，
也可以画上一张像样的画儿了。

就这样，一面背熟父亲教过的国文，一
面工工整整地临帖，偶尔随手涂几笔花草。
到 11 岁时，韩儆宇已经完成私塾的初小学
业，考入当时的县中学。这个时候，他的书
法、绘画天赋已初露端倪，作品参加了校展，

1925 年，是韩儆宇人生的一个定型节
点。这一年，他考入哈尔滨松江艺术学校，
开 始 了 系 统 接 受 艺 术 教 育 的 专 业 历 程 。
按照当时他文理科的优异成绩，如果不是
特别喜爱美术和书法，他完全可以报考其
他 门 类 的 院 校 。 但 韩 儆 宇 抱 定 一 生 的 目
标 就 是 书 法 和 绘 画 ，他 选 定 这 条 路 ，并 为
之努力前行，也就是把未来绑定在纸笔和
墨砚上。

我们无法查阅近百年前，哈尔滨松江艺
术学校在 1925 年那一年有多少名学生考入
美术科就读；也无法知晓那些学生毕业走
上社会后，还剩下多少人一直以美术工作
和美术教育为生。我们只知道韩儆宇是从
起点到终点的那位执着的学生。这种势头
从他在学校的用功程度、执着坚持就能看
得出。在学校期间，他起早贪晚，专攻中国
画和书法。凡是能接触到的字帖和国画，
他都用心研读借来临摹，不放弃任何一个
学习机会，他广泛研习历代书法作品，对甲
骨文、金文、钟鼎文、隶书等无所不爱。

韩儆宇的学习劲头已经达到痴迷程度，
为了多学一点书画知识，到更专业的环境
继续深造，1932 年，他又到吉林第一师范学
校上学。这一年，韩靖宇已经 22 岁，而且家
境也不宽裕，为了艺术，为了学业，他在读
书时就开始打工，利用课余时间为商家店
铺写招牌、牌匾，为影剧院画海报，还为人
写楹联，画中堂画乃至刻章，吃尽苦头，用
勤工所得应对几近辍学的窘况。

有时候，艰苦并不完全是坏事。虽然这
是不得已而做的勤工俭学，但着实让韩儆
宇的所学付诸所用，有了实践机会，使其专
业早一点融入社会派上用场，也为自己课
堂上、纸上的技术面向实践接受检验开辟
了新径。他的付出收到了父老乡亲的赞誉
目光回报。终于，在一番苦苦奋斗、孜孜求
学 的 四 年 后 ，1936 年 ，韩 儆 宇 以 丰 满 的 羽
翼，充实的学识，走出学校，回到老家榆树
县一所小学，开始了美术教育工作。那个
年代，东北正处在伪满国统治时期，这个由
日本军国主义扶持的傀儡政权刚一建立，
就遭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他们拒不
承认满洲国。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也通
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作为一位有良知
的中国知识分子，韩儆宇对这一傀儡政权和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进行抵抗。在他
的书法中有一条幅，上写“不肯俯首拾乡相，
也能陶然乐田园”，这可能就是他当时心绪
的抒发。为表达爱国情怀，韩儆宇以潜心教
学，不理政事，埋头书画，不为宣传伪政权写
一个字画一幅画的态度，走着认真教学育人
的救国之路。他知道，黑暗世道终将结束，
摆脱困境的最好方式是练好内功、教好学
生、武装头脑。民族如若强大，不能没有知
识，少年强是国强的基础。一旦严冬过去，
有能力的种子才可以破土发芽。

时间来到 1945 年，榆树县迎来解放，这
是东北较早解放的县城之一，新政权的建
立，瞬间拨动韩儆宇的心旌，他大有如鱼得
水的喜悦与澎湃，主动为解放榆树县烈士
追悼会写挽联、画烈士遗像，得到各界的普
遍赞扬。从此，他走上宣传党的政策、宣传
革命思想的道路，用手中的毛笔，为新社会
书画绚烂的篇章。

在抗美援朝期间，韩儆宇带领学生写标
语、画宣传画、上街办展览，以此激发群众
爱祖国、爱和平、反对战争的热情，并利用
这些宣传手段，动员适龄青年学生踊跃报名
参军支援前线。韩儆宇担当班主任的班级
还被评为模范班。在担任榆树一中美术教
研室主任期间, 韩儆宇发现有艺术天赋且
有志于向书画艺术方向发展的学生就着重
培养，因材施教，培养了多名在书画领域有
建树的学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许多党的方针政
策需要文艺工作者配合。韩儆宇的专长得
到了充分的发挥，无论是扫盲、扫黄、宣传
婚姻法，还是农业合作化等方面，他都发挥
了应有作用。由于他的优秀表现，1953 年，
韩儆宇当选为榆树县人大代表，对推动当地
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1953 年，应邀参加吉林美术展，韩儆宇
一个人就有十幅书画作品参展，其中中国画

《参加选举去》获得一等奖。在美术展览
中，省级美术能斩获头奖，标志着他的绘画
水准达到相当的高度。可惜由于时间久远，
我们无法一睹这幅佳作风采。不过，这倒给
我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就像面对断臂的
维纳斯一样，每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阅历
和审美填补与构想维纳斯那只残缺断臂的
各种姿态，大家可以在想象中补上缺憾以致
完美。再如《参加选举去》，一看这个标题，
我们就会想到一种欢天喜地的情景——画
面应该是一群人，而且一定是十分喜悦的场
面，画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或行走
在乡间的土路上，或坐着大马车穿行在田野
间，有说有笑，表情欢快，各种肢体语言都
浸透着一股轻松愉悦的神情。如果在冬季，
狗皮帽子、毛围脖、棉乌拉是必须的打扮，
这是 1953 那个年代东北特有的防寒穿着。
可以想见，农民在新社会当家做了主人，自
己主宰政治命运的宽松社会环境中，积极健
康向上的态度在人民民主选举中尽情行使
着自己的权力时刻，那种没有拘束的、放飞
个性的神情风貌，一定充满在“参加选举
去”的一路飞歌之中。

韩儆宇的书画来源于生活，一步一个脚
印与时代同行，同时，他也积极参与社会活
动。1954 年，韩儆宇当选为县政协委员、常
委，他认真履行一个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职
责，在任职期间深入社会体察民情，针对自
己熟悉的领域，就改善乡村教学条件、发展
农村基础教育等提案提出自己的主张。

1958 年，教育部借调他到北京参加全国
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会展筹划工作。在
京时，他创作了一批关东风情题材的书画作
品，受到京城书画同仁的赞赏和推崇。在此
期间，还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
德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上世纪 60 年代，韩儆宇任教于榆树师
范学校，在那里工作的四年中就有三年经历
了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榆树虽然是全国名
列前茅的产粮大县，但在自然灾害中也未能
幸免，缺食少粮在所难免。可是再大的困难
也无法阻止韩儆宇向书画探索的脚步。从
那个年代走过的人都清楚记得，当时农民种
粮，首先要保证上交国家的公粮，剩下的才
是自己家的口粮。广大农民尽管自己吃不
饱，还是以国家大局为重。韩儆宇以此为题
材创作出《春雪城关送粮图》，反映了农民
舍小家为大家，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主动上
送公粮的场面，这就是那个时期农民生活的
真实写照。

1961 年长春市美术作品展上，《春雪城
关送粮图》一经挂出，立即引起观众们的强
烈共鸣，该画毫无悬念地获得一等奖。时任
长春市长陈钟在展览会上看到后，即兴赋诗

如 果 把 韩 儆 宇 比 作 展 翅 高 飞 的 雄 鹰 ，
那么书法与美术就是他的双翼。可惜韩儆
宇 的 许 多 绘 画 作 品 流 失 ，我 们 见 到 的 人 物
画 太 少 。 尽 管 如 此 ，我 们 在 他 仅 有 的 书 画
作 品 中 也 能 感 受 到 他 的 创 作 激 情 。 可 以
说，没有激情写不出草书，也画不出写意水
墨。段成桂先生在序言中说，“余曾目睹先
生 执 笔 所 书 ，万 炮 齐 发 ，得 心 应 手 ，今 令 人
赏心悦目。”

韩儆宇书画的最大特点是书中有气，画
中有意。他的书法无论是写毛泽东、陈毅等
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还是写古代诗词名句，
你都可以从章法气韵中体会到他对诗对句的
深刻理解，从而领会内容的实质，做到了形式
符合内容需要，使得境界得以升华。他写的
鲁迅诗条幅在东北三省书法展中斩获头奖；
吉林省书画展上的国画《祖国常春》夺得一等
奖，受到时任吉林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的
盛赞，并在画上题诗增色。长春电影制片厂
曾经邀请他为《怒海轻骑》《春风》等电影招贴
画题写片名。

韩儆宇的画，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
鸟，用笔用墨看似随意挥洒，甚至有些不经意
的抑扬顿挫，但笔笔都彰显出他的不凡气势，
把精气神注入笔墨当中，恰到好处地表达出
山石、树木、花鸟、人物的精神风韵。

在韩儆宇的朋友圈中我看到一串十分响
亮的名字：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他结识了文
博泰斗张伯驹，亲耳聆听张先生对新时代书
法传承与发展的见解，二人并有诗词唱和；他
与著名书法家杨仁凯、沈延毅、罗继祖、段成
桂、苏士澍多有切磋交流；著名画家宋文治、
魏紫熙、盖茂森等人来长白山采风、写生、体
验生活，韩儆宇一路陪同相互学习，建立了深
厚友谊。

《榆 树 县 志·人 物 篇》中 记 载 着 韩 儆 宇
培养出全国有影响的书法家 40 多人，在所
属省市闻名的就达 170 多人。可以想见，他
培 养 出 如 此 众 多 的 书 画 人 才 ，在 全 国 艺 术
领 域 中 会 发 挥 着 多 么 大 的 作 用 ？ 这 些 年 ，
直接或间接受到韩儆宇教诲的人数应该呈
几 何 状 增 长 。 写 到 这 里 ，我 突 然 想 画 一 幅
漫 画 ：一 棵 参 天 大 树 ，枝 繁 叶 茂、硕 果 累 累
的 树 冠 撑 满 大 半 张 纸 ，树 干 和 树 根 就 是 韩
儆宇先生，标题就叫《书画之树万年青》。

合上《韩儆宇书画作品集》，我坐在桌旁
久久没有动。毛姆说：“世界上最大的成功
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老人家
一生可算没有虚度，只是离世略早，改革开
放之初的 1980 年，他 70 周岁就离开了我们，
否则以他蓬勃的创作激情，定会描绘出新时
期更加蓬蓬勃勃的美丽图画。

让人欣慰的是韩家艺术的簪缨相继，后
人有承：其子韩秀忠、韩显忠；孙子韩振伟、韩
振春；孙女韩旭，重孙韩昕伦等，都在接力发
扬光大书画艺术。

韩儆宇韩儆宇

——段成桂

在同学、老师，乃至在全校中，已经小有名
气。肯定与赞扬让他兴趣更增，在一片大拇
指的簇拥中，小儆宇越发对书画艺术喜爱
了，甚至产生以后就干书画这行当的想法，
虽然只是萌动还不成熟，但他每天坚持在
做、在学、在看，已经朝着这个方向用劲了。

勤奋的光束

作品的折射
并在《长春日报》上发表，诗曰：“乡社纷纷
送 公 粮 ，城 关 路 上 日 夜 忙 。 胶 轮 满 载 黄 金
粟，马蹄碎踏白玉霜。人唱红旗声云道，鞭
舞 落 雪 气 鹰 扬 。 农 民 报 国 有 壮 志 ，无 愧 人
称谷粮仓。”

领导的赞许是对作者的特别褒奖。这不
仅是对该画的高度评价，也说明了韩儆宇反
映的主题符合时代的要求。这让我想起那首
流传至今的笛子独奏曲《扬鞭催马运粮忙》，
以及二胡独奏曲《喜送公粮》。假如有机会站
到韩儆宇那幅《春雪城关送粮图》的画前，听
上一段曲子，一定沉浸在那种欢快、积极、兴
奋的情态中，那股激越的暖流，会让你觉得眼
前的画和耳中的曲一起散发着传世经典的光
芒。

成功的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