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大多收在《两地书》里，其中有涉及杨桃和龙虱这两
种广州“特产”。1926年9月28日，在广州的许广平给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写
信，信中说：“广东水果现时有杨桃，五瓣，横断如星形，色黄绿，厦门可有么？”鲁
迅于10月4日回信曰：“我在此常吃香蕉、柚子，都很好；至于杨桃，却没有见过，
又不知道是甚么名字，所以也无从买。鼓浪屿也许有罢，但我还未去过。”
许广平和鲁迅关于杨桃、香蕉和柚子的交流，鲁迅和同在厦门大学的学生

兼好友孙伏园大约是说过的，所以，孙伏园从厦门大学请假去广州办事，回到
厦大时，给鲁迅带了一些杨桃。鲁迅在1926年11月6日、7日用时两天写给许
广平的信中说：“伏园带了杨桃回来，昨晚吃过了，我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

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又
有‘桂花蝉’和‘龙虱’，样子实在好看，但没有一个
人敢吃。厦门也有这两种东西，但不吃。你吃过
么？什么味道？”

于是，许广平又和鲁迅谈论了龙虱和桂花蝉，
时间是在1926年 11月 15日，许广平在信中说：
“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
丰肥者佳，香滑可口……桂花蝉顾名思义，想是香
味如桂花，或因桂花开时乃有，未详。”接下来才说
龙虱，许广平知道鲁迅不但没有吃过，也没有见
过，所以描写很细：“龙虱生水中，外甲壳而内软
翅，次拔去头，则肠脏随出，再去足，食其软部，也
有并甲足大嚼，然后吐去渣滓的。嗜者以为佳，否
则不敢食，犹吞蛹也。我是吃的，觉得别有风味，
但不能以言传。”这种粗犷的吃法，仅是看了这样
的介绍，是不是吓了鲁迅一跳呢？

鲁迅知道广东人是什么都敢吃的，所以他在
1926年12月3日的信中，带有一点任性地挑战道：
“我还想吃一回蛇，尝一点龙虱。”许广平在12月7
日的信中回道：广州的“吃食店随处都有，小饭馆也
不化（花）多少钱，你来不愁无吃处，而愁吃不惯口
味，但广东素以善食称，想来你总可以对付的。至
于蛇，你到时在年底，不知可还有？龙虱已过时，只
可买干的了。又，这里也有北方馆子，有专卖北京
布底鞋的铺子，也有稻香村一类的店，所以糖炒栗
子也有了，这大约是受了‘外江佬’的影响。”

聂璜在《海错图》中记有龙虱，并有按语说：
“龙虱状如蜣螂，六足两翅而有须。本海边飞虫
也，海人干而货之，美其名曰龙虱，岂之龙体之虱
哉？食者捻去其壳翼，啖其味，味同炙蚕，不耐久

藏。或曰此物遇风雷霖雨则坠于田间，故曰龙虱。”其实就是水鳖虫，种类很
多，喜欢在水草丰盛的湿地生活，能游善飞，据说有百万之众。
在珠三角一带，龙虱最常见的吃法是油炸，也可以煎、烤，经五香调味煎烤

后的龙虱酥脆可口。有时作为点缀，还会把油炸的龙虱放在菜品上以吸引食
客的眼球。广州人吃龙虱是家常菜，老少皆宜。有一道“卤水龙虱”是这样做
的：食材当然是上好的龙虱，再配以卤水汁、冰糖、朝天椒、香叶、蒜片、姜片等；
顺序是，把清洗干净的龙虱放进清水锅里煮沸，等龙虱把排泄物放干净了，再
煮开一两分钟即关火出锅，然后用清水冲洗一两次，去其腥味。热锅放油，爆
香姜片、蒜片和朝天椒等，然后下龙虱翻炒三五分钟，倒入卤水汁，放入冰糖和
香叶，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慢焖煮约20分钟即可食用。据说这道菜冷却后，
连汤带菜放冰箱冰镇一夜，第二天食用味道更绝。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在此生活、工作了半年多，和许广平及朋友

们经常下馆子、泡茶社，有没有吃龙虱，日记和书信里都没有记录，倒是杨桃，他在
文章中又提了几次，比如在《再谈香港》里，鲁迅不经意地带了一笔：“在桌上见了
一把小刀。这是在北京时用十几个铜子从白塔寺买来，带到广州，这回削过杨桃
的。事后一量，连柄长华尺五寸三分。”“削过杨桃”，至少不是第一次吃了。还有
《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写道：“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里，自然依然
是奇特的。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全失却了本
味。汕头的一种较大，却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传杨桃的功德，吃的人大
抵赞同，这是我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绩。”
鲁迅在广州吃了多少次杨桃，日记里不见记载，许是已经吃习惯了，不

新鲜而懒得记了。因为在《在钟楼上——夜记之
二》里，有“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和“我常常宣传
杨桃的功德”之句。至于龙虱，我猜测，以鲁迅的性
格，他会品尝的，一来是好奇，二来身边有许广平，
许广平既然爱吃，馆子里的龙虱又是那么普及，总
该经不住诱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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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前的时候，幼儿园放暑假，父母工作忙，我就住到
了奶奶家。一天，奶奶带我去天津名人蜡像馆参观。展厅
的陈列品令人目不暇接，着军服的、穿戏装的……可谓琳
琅满目。她牵着我在一处并不起眼的蜡像前停了下来。
那两名男子好像是一对师生。老师戴眼镜、留短胡，坐着；
学生身着长衫、围巾，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后面。我拽了
拽奶奶，希望她带我去看更有趣的，她却俯下身来对着我
的耳朵说：“好好看看，这是你太姥爷！”“太姥爷是什么
人？”“太姥爷就是奶奶的爸爸。”“他是你爸爸？”我好奇地
指着坐在椅上的老师。“不，”她望着老师身后那个年轻人，
“他才是奶奶的爸爸！坐在前面的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李大
钊。”我久久端详着那青年学生，感到特别奇怪：“他比你
小，怎么会是你爸爸？”奶奶说：“我最后看到的爸爸，就是
这么年轻。那时候，我就跟你现在一般大。”奶奶的话，我根本听
不懂，只能记住跟我有关系的人是“太姥爷”。可他，为什么会那
样年轻？为什么能成为天津名人蜡像馆中的名人？为什么要
毕恭毕敬地站在那个叫李大钊的老师身后？为什么要称那位
老师是“入党介绍人”？
太姥爷的蜡像，我只见过那一次。不过，后来我却瞻仰过

许多不同材质的他的雕像。正是通过那一座座不同的雕塑，
太姥爷的形象才在我心中渐渐明晰起来。
跟奶奶去宁河烈士陵园时，我已是小学生了。经奶奶多

次讲述，我已知道太姥爷是革命烈士，叫于方舟。我们分别在
纪念广场和纪念馆内的汉白玉胸像前敬献鲜花。令我诧异的
是，儿时看到的蜡像还是大学生似的青年，而这里的雕塑却显
得年龄更小，分明是个中学生的模样。奶奶说，陵园的同志告
诉过她，于方舟离开家乡赴天津省立一中念书时是17岁，为此
家乡的烈士陵园就按他17岁之前的形象做了雕塑，以让乡亲
们记住他在家乡的那些故事。我不免疑惑，少年于方舟能有
什么故事？奶奶说，俵口村的老人们讲过不少，她收集过。比
方说，儿时的于方舟就表现出既悲天悯人又疾恶如仇的性格：
一方面，他敢偷拿母亲给财神上供的馒头接济年关难过的穷
人，又不忍欺骗家长，坦白后安慰受到惊吓的母亲：“咋会得罪
财神爷呐？他正夸您替他行善了呢！”另一方面，他又极端痛
恨欺负中国人的八国联军，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时总要让一
方扮成八国联军并将其击败。有亲戚来家哭诉家人被八国联
军杀害时，他怒不可遏的神态惊骇了所有在场的大人：“这仇，
我长大非报不可！”奶奶讲的故事我记住了，但她所说“悲天悯
人”和“疾恶如仇”的双重性格又是什么意思呢？
太姥爷17岁考入的中学是现在的天津三中。近些年，父亲

常会受邀参加该校的“清明祭英烈”活动。我陪他去的时候，早
已知晓奶奶所说的“悲天悯人”“疾恶如仇”即“同情人民疾苦”
“视不公如仇敌”之意。纪念活动在烈士雕塑前举行。那是两
座该校校友的汉白玉雕像，黑色大理石的底座上，分别镌刻着
邓颖超1986年的题词“于方舟烈士纪念碑”和“安幸生烈士纪念
碑”，他俩既是校友，也是五四运动和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
战友。纪念活动结束后，又听父亲为同学们讲述于方舟中学时
期的故事：埋头图书室，寻览《新青年》；和同学们创办全面发展

德智体的“三育促进会”并组织各种相关活动；天津发大水，他进
行社会调查，写出“津海道各县水灾，庄稼多淹没。赴津郊沿堤西
南行，至暮始归，有感得224字”，即《水灾杂诗》；目睹九国租界，
痛发“海河两岸神州土，尽是租界与洋行”之悲歌，愤书十首《租
界竹枝词》；为揭露八国联军罪行，写小说《庚子燹余记》；为抒发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情怀，写散记《蠹矢
录》；闻听十月革命胜利，和校友安幸生、陈镜湖、韩麟符畅谈中
国出路，又于1919年9月共同成立新生社，这些人日后均成为天
津、热河两地建立地方党组织的中坚；五四运动爆发，被同学推
为校学生救国团团长和全市学联评议员，组织示威游行、抵制日
货，创办《醒》报，央视《新闻联播》2018年10月8日播出他的专题
报道时，特冠以《天津五四运动的杰出领导
于方舟》的标题。父亲的讲述令我顿悟，在
于方舟身上，悲天悯人和疾恶如仇并非是相
互独立的性格，两者是一体的，甚至是因果
的，有了悲天悯人，才会疾恶如仇。
陪父亲参加新修复的“于方舟故居”揭

牌仪式时，观看了宁河区文联表演的话剧
《初心》，活化了于方舟在狱中反审审讯官的
史实，这仍是他的中学故事。作为中学生的
于方舟曾两次入狱，第一次是1919年8月街
头演讲时被捕，拘押半月，出狱后便创建了
新生社；第二次是1920年1月他和周恩来、
郭隆真、张若名被推举为省公署请愿学生代表而被捕，拘押半
年。这段史实被摄入电影《建党伟业》，他的“爱国不怕进狱门”诗
句也作为特写镜头出现。该诗曾被选入《革命烈士诗抄》，如今镌
刻于独自成碑的诗碑，伫立于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碑苑。读大学
时，父亲已将他和奶奶收集的资料交给了我，所以我知道于方舟
出狱后即经李大钊指导，将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
会，在遭当局开除学籍的情况下，通过自修于1922年秋考入南开
大学。太姥爷这段经历中的“狱中赋诗”“铁窗书舍”和“自修考学”
的故事，也都在不同程度地催奋着我对待学业的进取心。
考入南开大学不久，于方舟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立即恢复天津学联，组织开展要求日本归还旅顺、大连等群
众运动。1923年8月赴南京参加全国团二大，同瞿秋白、恽代

英、邓中夏等听取代表党中央的毛泽东前来传达党的三
大精神。为贯彻落实党的三大和团二大精神，返回天津
后即经李大钊介绍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年底被
选为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于1924年1月赴穗参会。
中共天津历史纪念馆有一组反映1924年天津建立地

方党组织的雕塑。站立发言者系前来主持成立大会的北
京地委书记赵世炎，聆听其讲话的两位中年人分别为天
津地委组织部主任江浩和宣传部主任李锡九，坐在赵世
炎身边的就是天津地委书记于方舟。望着他面前摊开的
笔记本和自来水笔，我不禁想到一个几乎同样的场景。那
是同天津电视台摄制组到广州国民党一大会址拍《曙光》
时的事，当地研究人员在一面墙那么大的“国民党一大会
场”巨幅照片前，指着坐在第一排埋头写字的人说：“据我们

考证，这位认真做记录的代表，就是你的曾外祖父于方舟。”同
样都在做记录，同样都在1924年，那一年正是他最忙碌的一
年：1月出席国民党一大，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当选国民党
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月底返津，2月就建立起国民党省、市党
部，请邓颖超担任省党部妇女主任；3月建立团地委并担任主要
负责人；5月同前来天津指导工作的蔡和森商讨天津筹建地方
党组织事宜；8月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与瞿秋白等
共产党人抵制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行；9月中共天津地方委员会
正式成立，立即部署在六大纱厂兴办平民学校、建立工会、发展
工人党员；12月4日组织民众欢迎孙中山北上抵津，根据中央指
示发动群众坚决支持孙中山倡导的国民会议运动，12月31日欢

送孙中山离津赴京；忙得他都未能参加1925
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只能另派他人
前往。值得纪念的1924年，天津有了正式的党
的组织，人民革命斗争有了更加有力的领导核
心。那样的时刻，24岁的于方舟该如在《方舟
歌》中自警的那样，深感“方舟负任一何重”吧？
随天津电视台《曙光》和《天津往事》摄

制组赴冀东烈士陵园拍摄时，曾两次向那
里的太姥爷半身铜像献花。铜像底部一副
冰冷的手铐紧紧拷住他的双手，而他的双
眼却闪着宁死不屈和革命必胜的坚毅目
光。《中国共产党历史》在论述八七会议后各

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时提到“同年10月下旬，中共北方局和
顺直省委领导的直隶玉田起义”，本由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亲自领导，
他却于10月中旬从玉田回到北京开会时不幸被捕、惨遭杀害。于方
舟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再赴玉田指挥起义，也因敌强我弱被捕牺
牲。面对酷刑，他终不变节，直言“我就是信仰共产主义”。
2023年，南开大学“于方舟烈士纪念碑”入选首批天津市

红色资源名录。凝望纪念碑上那尊花岗岩雕像，不免常常联
想其雕塑的不同材质：作为火成岩的花岗石应该是激情与热
血的凝固，激情是迸发的熔岩，热血是奔腾的岩浆；而作为水
成岩的汉白玉，则会让人想到上善若水、高尚纯洁、清而无
瑕。这，是太姥爷于方舟个人的双重性格，还是他们那一批
人的整体人格呢？ 题图：于方舟像（本报资料图）

汉白玉
花岗岩

阎焱

汉字是世界上唯一集形音意于一体的文字，谈汉字之美，
自然离不开形美、音美、意美。鲁迅先生对汉字“三美”有过这
样的简短论述：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
形美。汉字是方块字，是由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

书、草书、楷书等逐渐演变而来的。隶书是汉字的分水岭，隶
书之前是古字，隶书及以后是今字。隶书之前的甲骨文、篆书
等偏长方形，隶书本身偏扁方，而隶书之后的楷书则定型为方
块字。方块字看上去方方正正规规矩矩，它的八种基本笔画
中的“横竖撇捺”尽显其开张大气、雄浑豪迈的风骨；“点提钩
折”则尽展其血脉奔涌、酣畅淋漓的快意；更不要说由其书写
而形成的书法艺术“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
列河汉”的气象万千，以及翩若惊鸿、宛若游龙、铁画银钩、行
云流水、力透纸背的美妙绝伦。
音美。古往今来，汉字有口耳相传的吟诵习惯。一篇篇

美文、一首首经典诗词，如同一曲曲美妙的乐章，令人百听不
厌。如李白诗《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
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不但有“平平仄
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仄仄平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
平”的节奏美，朗朗上口的音韵美，更有用玉笛吹出后被春风
吹散开的音乐美，称其为美妙乐
章一点也不为过。几千年来用汉
字创作的这种诗文举不胜举。有
人说，唐诗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
的巅峰。唐诗宋词将由汉字声调
“平上去入”（普通话为阴平、阳
平、上声、去声）所形成的抑扬顿
挫的节奏美与和谐悦耳的韵律美
发挥到了极致，通过汉字对自然
界和生活中各种音响的描绘，特
别是双声叠韵词、叠音词的大量
使用而取得的铿锵之美、宛转之
妙，更凸显了汉字的音韵美，如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
来”（杜甫《登高》）、“大弦嘈嘈如
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白居易
《琵琶行》），等等。

汉字意美，我认为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一是本意美；二是所
蕴含的文化美；三是由汉字撰写
而成的诗文的意境美。如“人”
字，《新华字典》的解释为：由类人
猿进化而成的能制造和使用工具
进行劳动、并能运
用语言进行交际的
动物：人类。这是
“人”的本意美。除
此之外，“人”字会
使人们想到很多，
如有人认为一撇一
捺分别代表“德”和
“才”，德才兼备才
是完人；有人认为
一撇一捺分别代表
两个人，人只有相互支持才能站得稳，走得远；有人认为一撇
一捺分别代表阴阳，代表女人和男人……这就是“人”字所蕴
含的文化美。刘长卿诗《逢雪宿芙蓉山主人》：“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用极其凝练的文字，
描画出一幅以旅客暮夜投宿、山家风雪人归为素材的寒山夜
宿图，意境之美跃然纸上。
美不胜收的汉字是华夏民族先人智慧的结晶，是一代代华

夏儿女倾心学习、传承，不断使其发扬光大的结果。有人说，一
个汉字就是一朵花，就是一个故事。我说非也，应该说一个汉
字就是无数朵花，就是无数个故事，因为每个字都能用真草隶
篆等各种书体来书写，而且就算同一种书体，如颜柳欧赵等，各
家也能开出自己五彩缤纷的花，讲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汉字还具有力量美。汉字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用以记

录语言、交流思想信息的最主要、最强大的工具。在中国几
千年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汉字对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巩
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等都发挥了重大作
用。有了汉字，我国历代人民创造的丰富灿烂的文化得以
流传下来，造福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
汉字是一园芳香四溢、璀璨夺目、历久弥新、永不衰败

的生命之花。上下五千年，她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坎坎坷
坷。上世纪80年代前后，计算机被引进中国，一个问题出现
了——如何输入汉字？由于26个拉丁字母更易于输入，方
块字受到了威胁和挑战，有人甚至预言：“电子计算机是方
块汉字的掘墓人，也是汉语拼音文字的助产士。”然而，古老
的汉字并不拒绝现代技术的兼容，很快就诞生了以王永民
五笔字型输入法为代表的一千多种汉字输入法，显示了强
大的生命力。更绝的是：汉字因其单个的表音、表意功能可
以自由组合，能从容表达扑面而来的各种新鲜事物，却不必
另造新字。如由电字和其他字组合而成的电灯、电脑、电
路、电话、电视、电商、电信、电工等，如由云字和其他字组合
而成的云服务、云数据、云计算、云储存等，再如由码字和其他
字组合而成的二维码、条形码、扫码、页码、代码、密码，等等。
无论人类科技如何进步，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古老而又年轻的
汉字都会与时俱进，不断绽放生命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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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21日，奥地利
与德国合拍的电影《茜茜公主》
在维也纳首映，让世人知道了
一位巴伐利亚美丽公主——茜
茜的存在。片中她与奥地利国
王弗兰兹·约瑟夫童话般的爱
情故事一度让人们艳羡不已。
电影《茜茜公主》三部曲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重要的德语影
片，享誉世界影坛。而这个系列电影被中国观众所熟
知，则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
并制作了《茜茜公主》三部曲的中文译制版，流行于德语
世界的茜茜公主第一次开口说了中国话。
茜茜公主出生于1837年，本名叫伊丽莎白·阿玛莉

亚·欧根妮，茜茜是家人对她的爱称。茜茜15岁那年，奥
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一世对这个漂亮又天真的小姑
娘一见钟情，毫无心理准备的茜茜公主成了奥地利的王
后，时间长达44年。
看过《茜茜公主》三部曲的人，不会忘记片中那个笑

容清澈的女孩，罗密·施耐德用温暖的笑容诠释了“茜

茜公主”的美丽人生，被影迷们称为“欧洲第一美人”和
“奥地利永远的公主”，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茜茜公
主已经镶嵌在了我的灵魂中。”罗密·施耐德演艺生涯
里获得的众多奖项中，最让人唏嘘的莫过于2008年的
第33届法国电影凯撒奖终身荣誉奖。彼时罗密·施耐
德已离世26年，为她颁奖的是永远的“佐罗”、时年73
岁的阿兰·德龙。当大屏幕上出现两个人年轻时的合
影时，阿兰·德龙当场流下了眼泪。
1958年，20岁的罗密·施耐德与23岁的法国影坛新

人阿兰·德龙初相遇，共同出演电影《花月断肠时》。电
影拍完，原先语言不通、互不待见的男女主角爱上了彼

此，罗密放下自己如日中天的事业随
阿兰去了法国，不久两人宣布订婚。
可惜5年过后两人分手。很多年后，阿
兰·德龙对追问二人为何分手的记者谈
过只言片语，他说，“我憎恨罗密出生的
那个社会阶层，我畏惧她忧愁的皇家气
质”。1982年，罗密·施耐德因心脏病
离世，享年43岁。阿兰·德龙用最快的
速度来到罗密身边为她操办葬礼。

作为系列影片的首部，《茜茜公主》讲述了茜茜公
主与奥地利国王弗兰兹·约瑟夫邂逅相恋的故事。罗
密·施耐德扮演的茜茜公主热情纯真、美丽动人，洋溢
着青春的活力，不仅让片中的国王一见倾
心，也让观众为之倾倒。可以说，罗密·施
耐德将最纯真的笑容、最美好的样貌都留
在了电影《茜茜公主》里，这部经典影片留
下了她永恒的青春。

9月28日22:23CCTV—6电影频道

与您相约《茜茜公主》，9月29日15:25“佳

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茜茜公主》：
罗密·施耐德永恒的青春

何映晖

和画家史玉初次相识是在1999年初春天津的
一次画展上，我看到她的一幅作品《梦》，被那巧妙
的构图、高雅的意境所吸引。她用淡淡的笔触将一
只白鹭鸶隐藏在青纱帐中，给人一种朦朦胧胧、诗
意盎然，仿佛步入仙境的感觉。
我站在那幅画前欣赏，良久不忍离去，仿佛坠

入那美妙的意境中。不知过了多久，一个甜美的声
音在耳畔响起：“大姐，您看这幅画有一会儿啦！是
不是看出什么地方不对了？”我如梦方醒，只见问话
的是一位漂亮女士，身着一袭色彩柔和的长裙，温柔
的笑容给我一种亲切舒适的好感。我和她聊起了对
这幅画的喜爱和看法，越聊越亲近，最后才知道她就
是创作这幅画的画家史玉，那年她刚满40岁。
画展让我俩相识，并且得知彼此住得还很近，走

路也就一刻钟的距离。她曾多次和书画家朋友到我
家来切磋书画技巧，我也曾到她家观赏过她作画。后
来各自忙见面少了，4年前在祝贺著名国画家孙其峰
先生诞辰100周年活动上再次碰面。史玉是孙先生
的学生，自然要去现场，她献唱了一段京剧，我是首次
听她唱京剧，唱得蛮有味儿，很受欢迎。
史玉1959年出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美术学院

绘画系，主攻国画花鸟，尤其以画鹭鸶见长。以画
鹭鸶见长的画家并不多见，表现方式也不外乎勾勒
与晕染两种。天津张其翼、岭南高剑父均有佳作传
世。看史玉笔下所描绘的鹭鸶，不仅继承了传统的
笔墨技法，而且另有一番新面目。

她的作品《盈盈一水间》，有一种舒缓、典雅的韵
味。夏季的绿柳丛中，一只洁白的鹭鸶，伫立在一泓
静谧的浅水湾中，月光粼粼，树影婆娑，朱啄羽衣的白
鹭鸶，宛如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在寂静的月夜
里聆听着天籁之声，令人浮想联翩，叹味不已。
《秋林戏鹭图》，把一只正在秋林中漫步的白鹭

鸶，于秋风乍过之后的神态描绘得惟妙惟肖。鹭鸶先
勾后染，作者在用粉上可谓匠心独运。白粉是国画中
最不易使用的颜色，“平”和“厚”都是用粉的“大忌”。
史玉在用粉上颇具特色，她既不像岭南“二高”那样以

“撞水法”去调和水与粉的关系，也
不像张书旂那样“以粉代墨”，而是
借鉴了西画中对光感的认识，做到
重而不俗、白而不腻，这不下一番
苦功夫是难以做到的。

史玉除了画各种鸟，也画各种
花卉。我很喜欢她画的荷花。史玉
画的荷花，有的表现出淤泥而不染

的美丽高雅，有的给人两袖清风的潇洒之感。笔墨厚
重，古朴典雅，无论是盛开的荷花，还是败落的残叶，
都能打动观赏者的心扉，令人过目难忘。
史玉作为学院派出身的女画家，不仅具有扎实

的传统功力，更有一种女性特有的敏锐和诗人般
的含蓄。她的作品从不以光怪陆离引人注目，而
是以平和的心态来表达自我，表现自然，这在当
今画坛中是难能可贵的。祝愿她越画越好，不断
提升自己的绘画水平，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其独
到的艺术作品。

以平和之心表达自我
——史玉和她的画

袁志军

白鹭戏水（中国画） 史玉

南开大学校园内的于方舟烈士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