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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的家族中有不少颇具传奇色彩
的人物。其中对黄永玉的人生与艺术产生
最为深刻影响的，当属他的表叔沈从文了。

“表叔和我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
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
本大书’的”。当黄永玉开始创作带有自传
性质的长篇小说时，更是以“无愁河”命名。

他的艺名“黄永玉”就是沈从文帮他取
的。他原来叫“黄永裕”，沈从文说：“永裕
不过是小康富裕的意思，适合一个布店老
板，应改成永玉，它代表永远光泽明透。”

20 世纪 50 年代初，黄永玉受邀为《新
观察》杂志赶刻了一幅木刻插图，因为匆忙
交工，效果不太理想。沈从文看到后非常
生气，专门跑到他家，措词极为严厉地批评
了他：“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够这样
浪费生命？你已经三十岁了。没有想象，
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
样下去？……好，我走了……”

这样的“当头棒喝”显然是出自“爱之
深，责之切”。有了这样“严峻的注视”，黄
永玉再也不敢懈怠，他把表叔的话当作了
艺术道路上无形的鞭策。 (据新京报)

1937年春，黄永玉独自离开故乡湖南凤
凰，13岁的少年本该在厦门集美学校安稳念
书。但这一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黄永玉也
随学校搬迁到安溪。“浪荡汉子”的少年流浪
生活就此开始，1940年他流浪至德化，1年后
来到泉州老城，之后又辗转仙游、赣州、梅
县。至1945年日军投降，整整8年的流浪岁
月，炮火声是少年蜕变历程的背景音。

1939年，他在福建永安木刻杂志《大众
木刻》发表木刻作品《下场》，拿到了第一笔
稿费；到了泉州，黄永玉在“战地服务团”里
有了一间美工室，团长王淮支持他印制了
第一本画册——木刻集《闽江烽火》。

(据新京报)

黄永玉《百鸟归来》
题签全文

“诚毅”校训
至老不忘
母校百年之庆的确不是

个简单事情，一定从全世界
会赶来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前
来庆贺的校友。我们的母校
可不是一般的母校，从他的
规模、品类、质量及他的坚强
的延续性和对祖国的贡献，
都是无与伦比的。提起我们
的校主陈嘉庚先生的道德，
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充满敬
意。连我这个不肖的学生都
沾了光。我只念了初中三年
留了五次级才念到二年级，
但是我忘不了先生和学校对
我的宽容。我大量的时间放
在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在教
室我是个异类，在图书馆我
是个兢兢阅读的好学生。我
是带着图书馆给我的丰富粮
食走向世界的。抗战八年能
活过来挺得住可不是小事
情。你们年青，不知道也不
清楚轰轰的炸弹声背着满满
一背囊书逃难是什么滋味。
我至老不忘我们的校训“诚
毅”二字，在那个复杂不堪的
社会它是多么有用。

（注:引文标点为编者加）

6月10日，“入木·黄永玉百岁版画艺
术展”在中华儿女美术馆启幕。

木刻，是黄永玉艺术的根，他爱上木
刻，是在厦门的集美中学，那是 1937 年。
时隔86年，黄永玉的木刻作品回到了他艺
术生涯的起点。

展览以黄永玉亲题手记为线索展开，
展出其创作的近200件（套）版画作品及11
块原版木刻板，囊括其各个时期的代表作，
力图全面、完整地勾勒出黄永玉的版画发
展叙事与创作面貌。

黄永玉还专门为本次展览特地作画
《从闽南出发》并配文，文中写道：“我在闽
南长大，好几年生活在避难的安溪县，离开
学校后，一直在闽南四处流荡，每一个黄昏
都有善心的老人家招待进屋宿食，我们彼
此都未见过，难道不相信我会席卷而空？
那么信任陌生，而且全家都哄动起来。留
下你住那么一天、两天，或者根本就不问你
哪天启步离开，直至彼此成为少年的终身
朋友。苦难挂怀不止。”满满的闽南情怀溢
出纸面。（本报记者 陈冬 通讯员 李佳凝）

1924年出生的黄永玉祖籍湖南凤凰，小学毕
业后于1937年7月跟随堂叔黄毓熙辗转到集美
学校，当时的名字是“黄永裕”。“黄永玉”的名字是
表叔沈从文改的。

黄永玉的家族与集美学校渊源颇深，黄永玉
的八叔公黄绶铭从北京财政商业专门学校毕业，
应聘到集美学校任会计主任兼储蓄银行经理，后
成为集美商业学校校长。黄永玉的堂叔黄毓熙是
沈从文的表弟，曾在集美学校读书、任教。黄毓熙
的弟弟黄毓照（黄照）也曾在集美学校读书。

因无家中经济资助，开学第一天，黄永玉就把
领来的新书卖了，卖书的钱买了袜子和肥皂。在
校期间，黄永玉不爱学习数理化，上英语课时经常
躲在课桌下画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泡在图书
馆，酷爱读书的习惯由此养成。由于不安心学习，
他连续5次留级，被同学们戏称为“留学生”，他在
给母校的赠画的落款写着：“一九三七年四十九组
五十组五十一组五十二组五十三组学生黄永

裕”。他也因此成了集美学校同学最多的学生。
1981年国庆前夕，他曾回到集美邀请当年同班的
同学聚会，一下子就来了160多人。

20世纪30年代，集美学校的师资是全国最好
的，它“兼收并蓄”的氛围，将黄永玉引进了缤纷的
艺术世界和文学殿堂，黄永玉为此心存感激。在
集美学校期间，他把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从头到尾
都翻烂了”，并且从此养成了每天看书的习惯。他
曾写道，“我真正的勤奋是在图书馆，一个小小的
孩子读到了《原富》《爱弥儿》以及伏尔泰、狄德罗
的一些书。我们的图书馆对一个孩子说来，较之
课堂，无异于是个又大又新的世界，课堂何足道
哉！这些丰富的知识使我在以后漫长的痛苦流浪
生活中成为信念的支柱。”

黄永玉到集美没多久就发生了“七七”卢沟桥
事变。抗战期间，集美学校1937年9月内迁到远
离厦门100多公里的安溪山区继续办学。无论是
在集美还是在安溪，闽南人的宽厚让他一生受用。

对母校感情至深 集美中学校庆 他多次准备大礼

黄老对校主陈嘉庚先生、对集美学校有着一
份至深的感情。20世纪80年代，黄永玉曾多次回
到母校访问。1983年，集美学校70周年校庆时，
黄永玉专门创作了一幅巨幅国画《桃李春风》送给
母校。

2013年集美学校创办100周年之际，黄永玉
虽然没有回到集美，却为母校准备了多份大礼，包
括专门为母校百年校庆专门创作的油画《集美学
村》和国画《百鸟归来》，这两幅作品现如今被陈嘉
庚纪念馆永久收藏。

2013年，任镜波一行到北京邀请黄永玉为会
馆题字并请黄老回母校参加百年校庆，黄老神秘
地说：“我有一个秘密，对谁都没讲过。”他向任镜
波等人展示了巨型油画《集美学村》的初稿。当

时，黄永玉正忙于筹备画展和文学作品展，在忙碌
的备展之余，他还不忘为母校进行创作。

《集美学村》和《百鸟归来》均为大尺寸画作，
《集美学村》长达6米，《百鸟归来》的长度也达到
了3.6米。《集美学村》是黄永玉根据他1995年回
集美母校时的写生所画，长卷描摹了南薰楼、鳌园
等具有代表性的学村建筑。《百鸟归来》则以象征
手法，用“鸟儿归来”的场景寓意海内外校友回到
母校、共贺百年之庆的盛况。

在《百鸟归来》的画上，黄老还题写了300多
字的题签，题签中，他以幽默又真诚的语调回忆了
在集美中学读书的时光，深情表达了他对嘉庚先
生的敬仰。他写道，“我至老不忘我们的校训‘诚
毅’二字，在那个复杂不堪的社会它是多么有用。”

爱书的“留学生”连续5次留级 翻遍学校图书馆藏书

15岁发表木刻作品
拿到第一笔稿费

传奇家族
表叔沈从文
为他取艺名“黄永玉”

流荡闽南流荡闽南
挂怀不止
他的版画正在厦门巡展
他专门创作《从闽南出发》

15岁
发表木刻作品

23岁
成为中华全国
木刻协会理事

28岁
小学文凭的他
成为央美最年
轻副教授

32岁
创作出中国版
画 经 典 之 作

《阿诗玛》

56岁
创作中国生肖
邮票开山之作
——庚申年猴
票

83岁
登上时尚杂志
封面

● 提 起 黄 永
玉，林青霞一
脸崇拜：“他是
我见过‘90后’
最 年 轻 的 汉
子”

● 梁 羽 生 评
价：“金庸是大
侠，黄永玉当
为怪侠”

●香港四大才
子 之 一 的 黄
霑，专门给他
写了句词：“你
是个妙人，是
个少年狂”

● 白 岩 松 直
言：“我这辈子
的目标，就是
老了能成为像
黄永玉一样好
玩的老头”

名人眼中的

黄永玉

本报记者 应洁
1937年，黄永玉跟随堂叔来到集美学校上学

时，年仅13岁。这位自称是集美学校“不肖的学
生”的老顽童曾留过五次级，不过，他对母校和嘉
庚先生感情很深，在黄永玉的书和访谈中，他常常

会怀念起在集美学校的难忘时光，称集美是他文
学和艺术起步的地方。他还为集美学校创作、赠
送《桃李春风》《集美学村》《百鸟归来》等多幅墨
宝，并为“集美校友会馆”题字，生前是集美校友总
会荣誉会长。

89岁的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
是黄永玉的老朋友，也是黄老与集美学校之间最
重要的联络人。在任镜波的办公室，挂着一幅色
彩鲜艳的《红荷图》，这是黄永玉先生赠予任镜波
的礼物，在题赠中，黄永玉称任镜波为“镜波学
弟”，足见两人交往之密、感情之深。昨晚，记者电
话联系任镜波，听他与黄老交往的故事。

“黄永玉是我非常尊敬的长者。他去年出的
新书《见笑集》、今年出的‘蓝兔子’邮票，都给我寄
来了。每次见面，他都会问以前的老师、同学的情
况，关心哪些还健在、过得怎么样。他记忆力极
好，回忆在集美学校的生活，黄老总是说得很详
细。”任镜波说。

近十年来，任镜波曾多次拜访黄永玉，根据任
老回忆，黄永玉生前最后一次回到集美，是在
2016年11月。“当时他从泉州过来，说要到集美看
看学校，特意交代不要惊动太多人，只通知了黄老
两个在厦的老同学。”这趟旅程，果然如黄老所要

求的非常低调，也没有留下媒体报道。
当时黄老已经92岁了，拄着拐杖，在任镜波

和儿女、老同学的陪同下，到集美学校的尚忠楼、
延平楼等老地方走走看看，“他那天很高兴，走到
后来拐杖也甩开了，和子女在延平故垒照了好几
张照片。我还带他到以前的校长陈村牧的故居走
走，也到了陈嘉庚纪念馆和集美校友会馆。”

当时，集美校友会馆因为台风“莫兰蒂”受到破
坏、正在修缮，“黄老问维修费用有没有困难，有困
难的话，他可以给会馆画一张画、用于筹款，我忙说
不用。”任镜波说，对于母校，黄永玉总是很慷慨。

事实上，落成于2013年集美学校百年校庆之
际的集美校友会馆的馆名也是黄永玉题写的，这
是任镜波与黄永玉交往的另一个故事。2013年，
为了邀请黄永玉为集美校友会馆题写馆名，任镜
波等人专门到北京黄永玉家中拜访，黄老把墨宝
交给任镜波时，还谦虚地说：“我的字不好，你要我
写，我就写了。不用没关系！”

对老师同学念念不忘 92岁时曾低调回集美

▲黄永玉作品《从闽南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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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

1924-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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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画院院士、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黄永玉先生因病于13日
逝世，享年99岁。家属表示，尊重
黄永玉先生的意愿，不举行任何告
别追悼仪式。

2020年，黄永玉曾亲手写下讣
告，送走相伴74载的挚爱张梅溪。
他也曾和妻子讨论自己的身后事
——死前开追悼会，“趁自己没死，
听听大家怎么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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