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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著名的艺
术家之一。抗战期间，他住在重庆金刚坡，
从古代题材入手，泼墨言志，书写豪情，弘
扬民族精神，鼓舞军民团结抗战的决心和
信心。

傅抱石于1904年10月生于江西南昌，
1933年 3月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美术学院
学习。1937 年 7 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傅
抱石根据《宋元明清书画名贤详传》，有意
识地罗列明亡后身为遗民而不与清廷合作
者 46 人，编译成《明末民族艺人传》，成为
激发国人抗日战斗热情的利器。1938年 4
月，傅抱石应郭沫若之邀，前往武汉从事抗
战宣传工作。

1939年 4月，傅抱石携全家来到重庆，
住在沙坪坝金刚坡。傅抱石在其“傅抱石
壬午重庆画展”自序中，曾对金刚坡如是描
述：“我住在成渝古道旁，金刚坡麓的一个
极小的旧院子里……不得已，只有当吃完
早饭之后，把仅有的一张方木桌，抬靠大门
放着，利用门外来的光作画，画后，又抬回
原处吃饭，或作别的用。这样，我必须天天
收拾残局两次，拾废纸、洗笔砚、扫地抹桌
子都得一一办到。”这期间，傅抱石有了一
个全力画画的机会，常在画上题署“金刚坡
下山斋”。

在此期间，傅抱石开始了美术史论的
研究，以期通过学术研究来论证“中国美术
的精神，日本是不足为敌的”，从文化艺术
的角度鼓舞了国人的信心。1939年，傅抱
石看到日本《改造》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日本美术的精神》的文章，他对其中有“圣
战”的言论十分不满，撰写了《从中国美术
的精神上来看抗战的必胜》，鲜明地提出

“中国美术是‘日本美术的母亲’”，并指出
中国美术有三种伟大的精神：“第一，中国
美术最重作者人格的修养；第二，中国美术
在与外族、外国的交接上，最能吸收、同时
又最能抵抗；第三，中国美术的表现，是‘雄
浑’‘朴茂’，如天马行空，夭娇不群，含有沉
着的、潜行的积极性。这三种特性，扩展到
全民的民族抗战上，便是胜利的因素。”同
年 10 月，傅抱石参稽《文山先生全集》等
书，编撰完成《文天祥年述》，宣传文天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
慨悲壮的忠烈气节。后来，傅抱石还专门
创作了《文天祥像》，上有沈尹默先生所书

《正气歌》，颂扬其民族精神，鼓舞抗日军民的士气。
1942年 4月，郭沫若创作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在重庆公演。该剧

通过代表爱国路线的屈原与代表卖国路线的南后等人之间的戏剧冲
突，鞭挞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合作抗战的行径，唤起国民的战斗情绪，以
挽救国家民族的危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热血青年、爱国之士无
不受到鼓舞和激励。时年38岁的傅抱石看完此剧后，再也抑制不住激
动的心情：祖国大好河山被强盗肆意践踏，同胞家破人亡，全国军民共
赴国难，而国民党顽固派还在与中共的抗日部队搞摩擦，同室操戈，相
煎何急？屈原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深深地触动了傅抱石，他心潮澎湃，
挥毫创作大幅国画《屈子行吟图》。他四易其稿，终于在同年 7月完成
大作。图中的屈原形象正如其《渔父》中五句诗文所描绘的：“屈原既
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将屈原的高洁情操、嶙
嶙傲骨以及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悲愤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携带画卷
找到郭沫若，请郭为画作题跋。郭沫若看后，心灵为之一振，称此画和
历史剧《屈原》有异曲同工之妙，慨然于怀，文思泉涌，题写了38句五言
长诗：“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吁嗟怀与
襄，父子皆萎靡。有国半华夏，筚路所经纪……百代悲此人，所悲亦自
己。中国决不亡，屈子芳无比。幸已有其一，不望有二矣。”颂扬了屈原
的爱国情操，表达了抗战必胜的信心。

1943年9月，傅抱石创作出他的山水画代表作《巴山夜雨》，用李商
隐名作《夜雨寄北》之意。他在题识中写道：“予旅蜀将五载，寄居西郊
金刚坡下。迩来兼旬淋雨，矮屋淅沥，益增旅人之感。昨日与时慧纵谈
抗战后流徙之迹，因商量营此图为纪念。”傅抱石借抒发山水之神韵，托
物言志，期盼抗战胜利，期待和平生活的到来。

1943年 11月，傅抱石与夫人罗时慧在金刚坡下咏读《楚辞》，当读
到《湘夫人》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句时，二人相对无
言，此时，日军的铁蹄正肆意践踏沅水、澧水间的大好河山，心生痛恨外
敌、苦念国土、心系黎庶之情，于是精心构思创作了《湘夫人图》。次年
11月，郭沫若53岁寿辰，傅抱石携此画为其祝寿，因深得同时祝寿的周
恩来喜爱，遂相赠，郭沫若于画左题七绝二首：“沅湘今日蕙兰焚，别有
奇忧罹此君。独立怆然谁可语？梧桐秋叶落纷纷。夫人矢志离湘水，
叱咤风雷感屈平。莫道婵娟空太息，献身慷慨赴幽并。”既表达出对日
寇罪行的愤慨，又将湘夫人比作慷慨献身的巾帼英雄，点明了画家为湘
夫人画像的良苦初衷。

1943年12月，傅抱石又创作了《苏武牧羊图》。画面定格在汉朝将
领前来迎接苏武归国的一幕：群羊之间，须眉染白的苏武手执汉节傲然
而立，双目向天，显示出坚毅深沉的性格。《苏武牧羊图》赞扬了苏武忠
心耿耿，不畏强权，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表达了坚持抗战必定胜利的
决心和信心。

1944年9月，傅抱石又以诗圣杜甫的代表作乐府诗《丽人行》为题，创
作了《丽人行》。画的是杨贵妃一行夜间出外巡游的奢华场面。他对这
些奢靡浮华的现象深恶痛绝，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对国民党的腐败予以揭
露和抨击，徐悲鸿赞此“乃声色灵肉之大交响”，一语点出此画真谛。

傅抱石在金刚坡住了近 8年，他以金刚坡的山水与风雨为素材灵
感，创造了独特的技法“抱石皴”，创立了自己的画风，迎来了他艺术
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抗战胜利后，傅抱石和全家随学校迁回南京。
新中国成立后，傅抱石开始迎接充满希望的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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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抱石的《屈子行吟图》（资料图片）

抗战胜利后，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私立育才学
校迁至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办学，与中共中央南方局比邻
而居，谱写了育才学校在红岩的光辉华章。

艰难办学

1945 年秋，陶行知从红岩村女主人饶国模手中租
借到原国民参政会及其附近的几栋房屋，并于 1946年
初，陆续将育才学校迁移至红岩村办学，由此结束了育
才学校过去六年散居各处的局面。1946年7月，陶行知
因劳累过度猝然离世，育才学校艰辛办学之路再添坎
坷。消息传来，全校悲恸。为继续陶行知未尽的事业，
学校在新校长马侣贤和党支部书记廖意林的带领下，发
起“爱校运动”，号召“每一个同学都要爱护学校，帮助学
校”，以渡过难关。

育才学校在合川草街子时期就曾多次遭到国民党
当局的打压和排挤，迁到红岩村后，则经常有特务在学
校四周窥探。除了被严密监视，1947年学校还遭受了
一次正式搜查。据校友石正宽在《国民党军警特务搜查
红岩村育才学校》一文中回忆：3月 1日傍晚，国民党军
警特务来到红岩村，对学校进行了搜查，查得非常仔细，
连每个座位和墙壁都再三摸敲，尤其是八路军重庆办事
处送给学校的那几把椅子更为重视，搜查了近 7 个小
时，最终一无所获。

虽然没有找到任何违法或“反动”的证据，国民党当
局仍以育才学校没有立案就擅自招生、把学生当成政治
活动工具为由，逼学校要么立案、要么迁离、要么予以取
缔。在持续逼迫下，1947年4月，学校在马侣贤的率领下
开始分批迁沪，仅剩小学部4个班和初中部2个班继续留
在红岩村办学，成为育才学校重庆分部。

1948年，川东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廖意林也被迫
转移，重庆分部再遭打击。危难之际，原育才教师、陶行
知的得意门生孙铭勋（中共党员）临危受命，开始全面负
责分部工作。孙铭勋接手时，重庆分部已是极度困难：
上海校本部无力再拨发经费，经济来源几近断绝。为
此，学校不得不进一步收紧开支，倡导节衣缩食；继续开
展草街子时期的自主生产运动，全校师生一起开荒种
菜、担煤挑水、洗衣做饭。

红岩村时期，育才重庆分部不仅得以保存，而且有
所发展。1949年春，学校先后增设社会组、教育组、戏
剧组、绘画组，学校人数增加到 170余人。加上与饶国
模所办的红岩小学合并，育才焕发生机。此外，育才还
积极支援其他学校的建设，如王朴创办的莲华中学，韩
秉炀、陈尚芳创办的私立建国小学，都曾得到育才学校
的援助。

星火传承

育才学校成立之初，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北碚中
心县委分别在学校建立了党支部，校内的革命氛围一直
很浓厚。周恩来对学校寄予厚望，始终关心和支持着育
才。迁址红岩村后，育才师生得到南方局更多的关怀和
教育。

学校经常邀请南方局、新华日报社的同志到校给师
生作报告。邓颖超应邀到校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何其芳
受邀专题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
延安文艺界的发展和变化情况；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
柳湜作关于解放区教育情况的报告；《新华日报》编辑部
主任熊复作国际国内形势分析报告。这些讲座和报告，
对育才师生影响深远，强化理论素养的同时，增强了师
生们的革命斗争意识。1946年2月1日，育才学校举行
春节联欢会，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应邀出席。文艺表

演结束后，周恩来发表讲话，充分肯定陶行知在人民教
育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和育才学校的办学方向，鼓励同学
们“努力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指出“虽然现在还
只有一个育才学校，将来新中国成立后，要办很多很多
像育才这样的学校，让全国的孩子都受到好的教育”。

同时，南方局有活动也会邀请育才师生参加，如办
事处的周末晚会就常有育才师生的身影。育才学校还
有4名学生被抽调到中共代表团工作。1946年3月，代
表团为叶挺举办出狱欢迎会，陶行知与部分师生应邀出
席，音乐组还表演了节目。叶挺也应邀到育才学校参
观，并发表讲话，鼓励学生们“要坚定地走革命道路”。

1946年 5月，南方局、中共代表团东迁南京。搬迁
前夕，周恩来指示，南方局迁离后，将办事处的全部家
具、图书等物资赠送给育才学校，并嘱咐孙铭勋等地下
党员：“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都要把育才学校坚持办下
去，只要你们把育才学校支持存在下来，就是完成了你
们最大的任务。”

育才学校的两个党支部在皖南事变后合并，由廖
意林担任支部书记，受南方局领导，先后由凯丰、徐冰
负责联系。南方局东迁后，交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
由何其芳负责联系。1947 年 3 月，四川省委被迫撤返
延安后，支部暂时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后经多方努
力，6 月下旬，廖意林与江竹筠取得联系，开始接受重
庆市委的领导。

周恩来离开重庆后，一如既往地关心着育才学校。
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周恩来得知红岩村的育才学校
经费出现严重困难，辗转从香港寄来 800块银圆，帮助
学校渡过了艰难岁月。

历练成长

在红岩村的革命熔炉里，育才师生以更加昂扬的姿
态投身民主运动，在斗争中结出累累硕果。陶行知是这
队鸿雁的头雁，坚持战斗在革命前沿。1945 年 12 月 9
日，重庆各界在长安寺为昆明“一二·一”惨案死难师生
举行追悼大会。陶行知率100余名学生前往祭奠，号召

“教育文化界人士起来共同战斗”。他在当天致夫人吴

树琴的信中写道：“然后再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
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
苦，望你不要悲伤。”平安归来后，他将此次斗争概括为

“预备死而未死，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迫于人民的压力，不得不做出

和平民主的假象，举行了重庆谈判，又召开了政治协商
会议。其间，在陶行知带领下，育才师生竭尽全力，为和
平民主奔走呼号，难免成为特务盯梢和迫害的重点对
象。1946年2月10日，较场口事件发生后，育才学校被
污蔑为破坏会场的“暴徒”。为揭露真相，陶行知带领育
才师生与特务针锋相对。教师林子藩为驳斥“站在主席
台前的育才学生用铁棒、石头等武器打伤与会人员”的
指控，特地写作《为孩子们申述》一文发表在2月11日的

《新华日报》上。同版还刊有一篇名为《深有所感》的文
章，以一封特务队员的来信，披露较场口事件实际是特
务分子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1947年初，重庆爆发抗议美军暴行运动，育才学校
再次积极投入斗争，并成为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骨干
力量。在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下，学校专门组织了抗暴
文艺宣传队，制作宣传画、传单、蜡版等各式宣传品，创
作了《抵制美货》等宣传歌曲，在街头表演方言剧《啷个
办》《王大娘补缸》等剧目，以重庆学生抗暴联合会的名
义，四处宣传，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反响。

此外，育才师生还深入农村开展斗争。为响应党关
于“到解放区和农村去”的号召，学校专门做了宣传动
员。学生们纷纷要求到农村去，掀起深入农村斗争的热
潮。文学组的苏觉、刘子林、唐仲芳等深入铜梁，开展

“三抓”“四抗”斗争；许智伟、郭一帆、徐行健等教师率领
学生深入武隆组织农民运动；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
去往华蓥山地区参加武装斗争；还有一些同学奔赴解放
区和游击区参与战斗。很多同学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红岩英烈胡芳玉、陈尧伦、杨华友、游中象、王有余都
是其中的典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市政府同意育才重庆
分部与邹容中学合并，迁往谢家湾，改名“重庆育才学
校”，育才学校在红岩村的办学历程由此结束。

折柳寄情
在奉节有幸再次观赏草堂脐橙园，

追寻杜甫在夔州最初居住的“客堂”遗
址，感受杜甫在夔州生活劳作近两年时
间里的艰辛，接受“诗中圣哲”杜甫伟大
人格的陶冶。

公元 766年，杜甫在长江忠州段的
船上，发出“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
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的慨叹
后，乘船继续向东漂泊，到达了夔州。
夔州的山川既雄壮又险恶。夔州虽然
有长江舟辑之便，但这里土地贫脊，特
产不丰富，大部分人民过着穷苦生活。
这里也属于当时朝廷被贬官员流放之
地，晚唐诗人刘禹锡就曾流放到这里。
杜甫在夔州，身体时好时坏，疟疾、肺
病、风痹都不断地缠绕着他，最后牙齿
落了一半，耳也聋了。杜甫在夔州最初
居住的“客堂”，是在山坡上架木盖起的
简陋房屋，这类的房屋散布在山腰，好
像是鸟巢一般。他到这里的第一步工
作，就是按照夔州人民的习惯，用竹筒
把水从山泉引到他居住的地方。因为
乌鸡能医治风痹，杜甫养了许多鸡。

后来，在夔州刺史王崟、柏茂琳的
关照下，杜甫购得东屯稻田，购买瀼西
果园四十亩，瀼西草屋七八间，住宅周
围有数亩菜地，并代为检校东屯百顷公
田。这样，杜甫的生活稍稍有了保障。
经过一个冬天的思考，杜甫决定暂不北
归，计划“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生活安定后，杜甫除创作大量诗歌
外，还精心培植柑橘。杜甫“清旭步北
林，小园背高冈”，在“众壑生寒早，长林
卷雾齐”的清晨就进园为果树捉虫，“巡
圃念携锄”，随时“荒鉏净果林”。杜甫
不仅在柑橘的种植中品味诗意的生活，
也为夔州柑桔赋予了深厚的文化涵养，

深远的文化底蕴。杜甫在《夔州歌十绝
句》其四里有这样的描写：

赤甲白盐俱刺天，
闾阎缭绕接山巅。
枫林橘树丹青合，
复道重楼锦绣悬。
柑橘树是美好的。杜甫通过观察

柑橘树，写了多首赞美柑橘树的诗，颂
扬柑橘树不仅在于外在形态美，更在于
它的内在精神。他在《柑林》一诗中描
写柑橘：“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菲。”

“经过倦俗态，在野无所违。”《写怀二
首·其一》中评说柑橘：“用心霜雪间，不
必条蔓绿。非关故安排，曾是顺幽独。”
在《十七夜对月》中欣喜地赞扬：“茅斋
依橘柚，清切露华新。”在《树间》一诗中
感受到：“岑寂双柑树，婆娑一院香。”

“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杜甫徜徉
在坚挺的柑橘林中，看到柑橘升立在广
袤的天地之间，深深扎根于土地里，任
凭什么力量也无法使之迁徙。那凌空
而立的意气，“用心霜雪间”的坚毅神
采，使他升起无限敬意。面对严峻的岁
月，他以傲霜斗雪的橘树形象自况，橘
树的精神，成了杜甫身处逆境、不改操
守的伟大志士精神之象征。

杜甫在夔州近两年内，写诗四百三
十余篇，占他全集诗中的七分之二，而
且其中有不少的长篇，也不乏《登高》这
样的杰作。夔州诗是杜甫用一生的血
泪和忧思写就的。一词一句，都寄寓着
无限哀伤和感慨。闻一多先生这样描
绘晚年的杜甫：“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
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
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
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
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

ZXFK 史海
拾贝

□ 陈显明 夔州怀杜甫

在北京冬奥会闭幕式上，80名舞者走出一幅“垂柳图”。365名各行各
业、不同年龄的普通人手捧柳枝，汇集在场地中央，以这种方式，演绎中国人
传承千年的“惜别怀远”和“折柳寄情”，令人难忘。

我国文化源远流长，“送别”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不乏文化意蕴，“折柳送
别”就是个中之一。《诗经·小雅·采薇》中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之吟唱。
隋朝的《送别诗》：“杨柳青青著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
行人归不归？”显露了离别的伤感。柳与“留”谐音，“丝”与“思”谐音，民间以柳
丝依依来表达“留恋相思”，形成折柳赠别之俗，一是寄托依恋难分之情，二是
祝愿亲友如柳般强健，不论到哪里，都能生长茂盛，开花结果。

相对折柳赠别，唐代文成公主远嫁松赞干布时，则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
苗，以表达对故土的依依惜别，并亲手将带去的柳苗栽植于拉萨大昭寺前。
从此，后人称此柳树为“唐柳”，也有的叫“公主柳”。

提起折柳赠别，自然让人回想古代长安的灞桥。灞桥是古时进出长安
的必经之路，灞桥周边杨柳垂堤，柳丝依依，人们折柳赠别，依依相送，有的
挥泪告别，有的长揖挥别。此情此景，至今仍为人们娓娓道来。

折柳赠别，曾牵动了不少文人墨客的情感，唐代诗人杨巨源的诗句：“水
边杨柳曲尘丝，立马烦君折一枝。惟有春风最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宛若
一幅送别图，在诗人眼中，河边垂堤杨柳，勾起他这个将行之人的依依不舍
之意，于是停下马来，请送行的人帮其折一枝杨柳吧，只有春风最懂得珍惜，
仍然多情地向其手中已经离开树干的杨柳枝吹拂。宋代诗人王十朋在《咏
柳》诗中写道：“萦牵别恨丝千尺，断送春光絮一亭。”折柳赠送行人，借柳条
垂丝之长，萦牵离愁别绪，以示永不相忘。明代陆娟的《代父送人还送安》：

“津亭杨柳碧毵毵，人立东风酒半酣。万点落花舟一叶，载将春色到江南。”
诗人一扫送行诗中常有的伤感气氛，写得欢快明朗，借杨柳表达了对友人的
良好祝愿。

折柳相赠也触发了画家的灵感。自古迄今，历代画家描绘的《送别图》
中就有杨柳的身影，如清代画家汤贻汾《石城送别图》，就是一幅再现昔人于
金陵城西石城门外送别情景的画作，画面中河畔碧柳婆娑，柳丝摇曳，象征
着众人相送的眷恋之情。

来时迎客松，去时送别柳，这是北京冬奥会带给全世界的浪漫，也是中
华民族博大精深文化的独特展示。

育才学校在红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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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英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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