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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纪念馆（四首）

□何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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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从周老人名扬皋城，始于
1980年秋。当年，南通地区建设系
统的一位科长黄子良同志是陈老的学
生，他提出：如若能请到园林专家、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出席如皋的城建
规划会议，就好了。由此，领导决定
邀请陈老，莅临会议发表高见。

会议报到的那天，如皋派车去上
海接陈老来如。那时交通没有今天这
样发达，砂石公路，汽车还要轮渡，
陈老直至晚上八九点才到达如皋。吴
承泉和我，作为会议后勤负责人员，
一直在河南招待所等候陈老。陈老一
到，我们马上安排他吃饭。他吃饭的
时候，我俩陪着，陈老用如皋话，风
趣地说：你们招待得我好，我带了笔
墨，画画送你们。同时，还说到水绘
园的事，说冒辟疆的后人冒鹤亭与他
的缘分。

会议期间，他在水明楼的时间
多，据说画了不少字画送人。陈老回
到招待所，我俩就陪他左右。一回，
陈老吃了晚饭，诙谐地说：吃了嘴软
噢！并用时髦语，说今天被你们

“圈”到这里了。这晚上，留下了不
少墨宝，有给招待所的《竹子》；有
给私人的，吴承泉、石进、周绚如、
刘忠明以及我，凡在场的都有。

此次来如，陈来给水明楼朝南大
门上写了“水绘园”三个字。他还用

“忆江南”词牌，写了“如皋好，信
步冒家桥，流水几弯萦客梦，楼台隔
院似闻箫，往事溯前朝”。陈老没有
参加会议讨论，会议结束前一天的下
午，领导请他大会发言，他讲了半个
多小时，第二天即去如东县，去他老
师陵墓处拜谒，而后从那里回家了。
秋天，螃蟹当时，蟹多价贱，他丢了
10元钱给我替他买螃蟹。随后，我
将螃蟹送去他家，又顺便回访了陈
老。

陈
从
周
初
次

来
如
史
末

□
胡
吉
飞

水绘几弯流

流在东皋人心头

辟疆小宛恋

爱意漾百载

雉水大地

一段佳话永传留

园林大师苦奔波

重修水绘园

古到底、土到底

诤言挚语妙策求

描水绘之爱

几多指导画蓝图

挥写“天下名园”

此处风景名胜

冠扬海内外

长寿之乡软实力

四海嘉宾游客多

睹物思人

仰慕之情心中流

水绘之爱

绿色翡翠护城河

龙游碧水

古庙宝塔

名人轶事

花木之乡

千年文明底蕴厚

园林大师留佳作

小城风光美

宜居宜业宜長寿

客来不想走

水绘的爱
——怀念园林大师陈从周

□杨光

月照松竹云雾绕，光洒亭院意趣生。
人间梓室水绘中，仙境天成告君翁。
陈从周纪念馆诞生快半年了，总想写点东

西，但一直无从下笔，似乎有很多话要说，又
似乎啥也说不出来。站在冒襄的塑像前，漫游
于水绘园的前世今生；凝望陈从周纪念馆，思
绪在多年前后游走。

第一次从书中看到陈从周先生的照片，中
山装，左上口袋挂着一支钢笔，一脸的慈祥，
给人以亲切感、厚重感，我的父亲也总是如此
穿着，这是代表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年代。陈
从周之于水绘园是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如皋传
统文化挖掘、保护、传承的导师、功臣，水绘
人、如皋人理当感恩、敬仰先生。后来读到乐
峰兄的《陈从周传》，对先生的敬仰之情愈深，
且多了份崇拜、仰慕！

没有陈从周，江南美景会一半尽毁。先生
用他的远见与执着保护了很多园林，又亲手建
造了好多园林，且把中国园林推向了世界。在
建筑界，“北梁南陈”早已名满海内外，日本人
称陈先生为“中国园林硕学泰斗”，美国人誉之
为“现代中国园林之父”。先生倾其一生，孜孜

追求，抱着对中国园林的深深热爱，让中国古
典园林在传统文化的赓续中大放异彩。如今，
值得欣慰的是懂得传统文化价值的人越来越
多，喜欢中国园林并知其价值的人也越来越
多，但如何保护传承？如何管好园林？如何发
挥其本来的作用？任重道远，还需埋下头来谦
虚学习、谨慎实施。先生倾毕生精力著书立
说，用系统通俗的文字指导园林实践工作。弘
扬先生的园林思想，延续先生的造园实践，学
习先生的学术精神，这是我们每个热爱中国园
林的人首先应该遵循和发扬的。

1989年10月，先生应邀再次来如皋主持
重修水绘园，当时亲历者更是津津乐道，大家
都为参与先生的修缮工程而自豪。先生提出的
20字修缮精髓，成为水绘园保护、发展的根本

宗旨，“园依城垛，水竹弥漫，杨柳依依，楼台
映水，以水绘园”，管理者遵循此思想，对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细
心呵护；游客理解此思想，才能真正懂得水绘
园价值之所在、古典韵味之所在、蕴含魅力之
所在。“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正是恼人天气，种成
花柳筑成台榭更谁同依栏杆”，一年四季春花秋
月、夏荫冬雪，迎着旭日初升在园中走走，伴
着夕阳余晖闲坐静思，撑把伞漫步于绵绵细雨
中，你总会深深体会到先生那种情有独钟的深
情厚爱、倾注心血的惬意喜悦、风情万种的诗
意浪漫。水绘园何其有幸！

先生的小女儿陈欣女士在她的回忆文章中
这样写道：“1989年 10月 2日至7日的日记，
记下了父亲强支病体、劳形苦心的如皋五日之

程，读之我欲哭无泪。”日记中记载：“曾去如
皋，归病一个月，精神疲惫。一日过南通，至
如皋筹划水绘园重建事，偕乐峰同往，夜间病
作矣，次日休息一天，亦感冒也。四日本拟
归，再留一天，就前日察看情况现场讨论。五
日返沪，人疲力竭。六日，如皋我书之额与联
做好。”作为父亲的女儿读到这些文字，是何等
的心疼与不忍！一个真正的长者，一个为了水
绘园的保护发展劳苦功高的大师形象让人肃然
起敬！纪念馆开馆仪式上，先生大女儿陈胜吾女
士饱含深情地说：“我感觉是如皋的‘明轩’，‘明
轩’陈列的是明朝的家具，这里陈列的是我父亲
的造园思想”。先生铜像揭幕时，陈胜吾女士眼
噙泪花，深情地望着父亲的塑像，手颤抖着，轻轻
地抚摸着父亲的脸庞，喃喃自语，“太传神了，这
是我的父亲”，久久不愿离去。女儿心中的慈父，
永远让女儿骄傲自豪的父亲。

陈从周纪念馆落户水绘园是如皋人民对一
代宗师的感恩。水绘园是先生最后一个作品，
也就是先生最小的孩子，所以偏爱也是情理之
中了，想必最小的孩子把先生请来家中常住，
先生应是高兴的。

陈从周纪念馆诞生有感
□韩欣

旧时，来如旅行的雅士们，往往
借景六朝松，合影留念。1935年，
医界名流、中央国医馆馆长焦易堂先
生（其丈人江氏就是沙元炳好友）来
如。如皋中医界名人——如皋县中医
公会主席陈爱棠、中央国医馆特邀撰
述员黄星楼、如皋公园主任顾启时、
雨香庵主持怀真等人，于六朝松前拍
下一张珍贵的合照。

五年后，即1940年，年轻的陈
从周先生追随一代词宗夏承焘，于申
城谒见如皋冒辟疆族裔——社会活动
家、诗人冒鹤亭老人，又结识冒老哲
嗣——翻译家、诗人冒孝鲁先生。陈
从周由此结缘如皋。又整整四十年
后，1980年秋，已是中国古建筑园
林艺术家、书画家的陈从周，应邀赴
如皋，指导城建规划及水明楼的修复
工作。他的两个学生及一群当地年轻
人簇拥着陈先生，于六朝松前拍下一
张珍贵的照片。照片中，陈从周先生
端坐中央，跷腿垂手，手指间还夹着
香烟，面带笑容，眺望前方，神态自
若。他左臂后方的阮仪三，如今已是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领导，
同济大学知名教授。陈先生右臂后方
戴眼镜的青年人是如皋书画爱好者王
老师。照片最右侧是如皋摄影师康
健，最左侧戴眼镜的是已故如皋文史

研究者徐琛。还有右数第三位拎包的
年轻人是严道宏老师（如皋市美术家
协会原主席）。他少时与家父有同砚
旧谊，日后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时
在防疫站工作，借调于水绘园从事如
城城建制作规划设计工作。陈老来园
指导工作，见他会画画，闲谈甚欢，
便请他拎包。在如数天，严道宏早晚
接送陈老——负责拎包，陪同陈老往
来于水绘园、宾馆之间。那个皮包，
装有陈老的印章、毛笔及一些小品画
稿。

我经友人介绍，走进东大街的一
座清朝老屋，谒见照片中的那位王老
师。他追忆往事：彼时他在文化馆美
术服务部从事书画工作。他和同事为
如城城建制作规划设计模型展，地点
位于水绘园中九狮图假山附近。陈老
来如指导城建规划工作，前来审展，
两人由此熟稔。陈从周闲暇时，便于
水明楼边的屋中写字画画。那首脍炙
人口的《忆江南·水绘园》，就是王
老师在场写的。陈老先从包里取出一
张餐巾纸，一支铅笔。一两分钟内，
他已在纸上写下《忆江南·水绘园》
草稿。随后王老师主动铺纸，陈老握
管挥毫，一蹴而就，写毕那首词作。
这张中堂书法佳作，如今已是如皋陈
从周纪念馆镇馆之宝。年轻人求画求

字，陈老都一一应诺，或兰竹，或松
梅，大家乘兴而来，高兴而归。陈老
绘画，还会发声。他有时一边画竹枝
竹叶，嘴里还有响应节奏的声响，仿
佛“风起万竿斜”的意境。陈老平易
近人，但不尽然。他无傲气，但有傲
骨。有一位求画者，诚意不足，本人
不来，只托下属索画，陈老一脸难
色，当场婉拒。又一位托人而来的
讨画者，陈老只是从包中寻出一张
练笔绘有少许梅竹枝头的梅图小品
给他，应付了事。讨画者事后悻悻

然，满脸不喜。王老师等人临摹了
陈老的画作，送他留念，他才欣然
接受。

陈从周离如后，王老师与他缘分
未了。王老师伯父的孙女在东方电视
台实习，机缘巧合，应派采访陈老，谈
起水绘园旧事，陈老又作画赠给王老
师。日后，王老师又前往沪上，登门请
益陈老，相谈甚忭。斯人已去，往事难
忘，王老师凝望那张六朝松前的合照，
陈从周老人大笔一挥和品尝如皋蟹黄
包的光景，不禁浮现在眼前……

六朝松前话旧影
□高勤

“陈从周纪念馆”位于水绘园风
景区逸园旧址，南临内城河，东与月
季园相邻，西与水绘讲堂相接。陈从
周纪念馆建筑面积230平方米，是回
廊式古典民居的建筑风貌，曲廊临
水，粉墙黛瓦，朴素的门庭掩映在绿
树之中。门楣上有砖雕行书“陈从周
纪念馆”六字。

陈从周纪念馆进门处的回廊内有
王遽常先生的楹联“叠石疏泉长房缩
地，模山范水云林复生”，“叠石疏
泉”“模山范水”写出了山水园林营
造的最高意境。馆内回廊环绕着长方
形水池，池内叠假山蓬莱、瀛洲、方
丈三岛，营造出一幅“出世仙境”图
画。纪念馆内的“一池三山”根植于
中国传统文化，通过人工的掇山理水
再现中国传统山水的风光意境，是古
典意识形态和思维特色的体现。楹联
的内容和“一池三山”景观营造是对
中国园林文化起源的追溯。

纪念馆庭院内仙境缥缈，悠扬的
笛声伴着昆曲《牡丹亭》的演唱，顿
然使人对纷扰、短促的人生生出一种
超脱之感，栩栩游蓬莱岛仙境。陈从
周先生的铜像屹立于纪念馆正中央，
高1.01米，宽0.8米，以红木方台为
基座。先生面带微笑，神采奕奕。正
堂楹联是陈从周先生营建水绘园时，

为水绘园所书“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正
是恼人天气，种成花柳筑成台榭谁同
倚栏杆”，看似写景，实则从另一个角
度写出先生为古典园林事业倾力奉献
的苦心孤诣。陈从周先生在写园林的
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北宋晏几道《小
山词》之‘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
致’，建筑无多，山石有限，其奴役风
月，左右游人，若非造园家‘匠心’
独到，不克臻此。足证园林非‘土
木’‘绿化’之事，故称‘构园’。”

纪念馆内展厅分为陈从周先生师
友交游、学术成果、陈从周先生与如
皋三个部分。古典园林式院落与文字
图片展示营造了沉浸式观赏游览的最
佳效果。布展“移步换景”，参观者
在纪念馆内可以充分了解陈从周生平
事迹，通过对陈从周一生学术活动与
工作实践的了解。纪念馆作为文化载
体亦能唤起大众对水绘园的保护意
识。人们参观陈从周纪念馆不是单纯
地进行园林美学观赏，而是藉以追寻
早期营造学社“知与行”结合的学术
路径，从中追溯明清时期水绘园的理
学活动，从而直追宋代如皋大儒胡安
定先生“明体达用”的思想。

陈从周纪念馆安家水绘园，人们
在纪念一代园林宗师的同时，弘扬了
水绘园文化和江南园林的造园艺术。

陈从周《兰草图》递藏记
□彭伟

老友刘炤松珍藏了两幅中国古
建筑园林艺术家、书画家陈从周先生
的小品画作。那是陈先生送他的，真
迹无疑。说起那段缘分，已是尘封已
久的旧事。

1980年秋天，陈从周有次如皋之
行，指导如皋城市规划工作，夜宿招
待所，日间除去开会，萧闲无事，寄情
笔墨，于水明楼畔绘画写字。刘炤松
时在毗邻水明楼的木偶剧团工作。他
为舞美，常常写写画画。一日，他像往
日一样，前往水绘园中串门，邂逅正
在练笔的陈从周老人。他便毛遂自
荐，说起自己痴迷书画。陈老他乡遇
同好，又是一位 30多岁的后生“小
友”，自是欣喜。他应刘炤松之邀，当
场画下两幅小品，既是现场指导，又
示翰墨情缘。

一张是竖式小品《墨竹图》。另一
张是横幅小品《兰草图》。两三根浓墨
兰草从右下方，一蹴而“飞”，像蝴蝶
恣意飞翔的翅膀，延伸向上下两方。
两朵淡墨兰花绽放其间，淡雅清新，
墨香花香，跃然纸上。左上角为陈老
落款：庚申之秋，游水绘园，识炤松道
友，写属存念而已，即正，从周。钤印
两方：白文“陈从周”、朱文“从周”。其
中后印甚是有趣：红色方形边款中刻
有一条小船，船上有“两人”紧靠相
坐，寓意“从舟”（从周）。绘画过程中，

陈从周讲解道：绘国画要学会水墨调
色，展示色彩深浅变化，绘兰竹要学
会一笔到底，胸有成竹，尤忌断笔。至
今刘炤松仍记陈老教诲。令他深受教
诲的还有落款中的学问。刘炤松只是

“小友”，不过陈老款中称他为“道
友”，而且“炤松”两字另行写于顶端，
以示尊重。文人画小品的文人味，不
仅在笔墨间，更在落款中。刘炤松终
不负陈老所望，通过努力，现已加入
中国美术家协会。

我素喜文人画，又爱乡邦史，刘炤
松割爱相赠那幅《兰草图》。论情谊，他
是我的老朋友；论年龄，我是他的小朋
友。又感陈老当年结缘如皋“小友”，我
请刘炤松画下录入数语：梓翁赐余旧
稿，庋藏已四十余年矣。今转赠同邑同
好苇航彭伟小友什袭以藏，甲辰初春，
松庐老人。钤印朱文“刘氏”，白文“炤
松”。最后，刘炤松又于兰花下方右侧钤
下葫芦形朱文印“雅趣”。三方印为东皋
印人刘翔、西泠印人刘聪泉所刻。如皋

“三刘”，金石翰墨，相得益彰，又为此作
添色不少。

1940年，陈从周觌见如皋冒广
生，1980年初访水绘园，前后暌违40
年。今日，后生小子获赠《兰草图》，距
离作画时间又已40多年。陈老早逝，
乌飞兔走，沧海桑田，“楚弓楚留”，再
续乡缘，手泽可亲，何其幸哉。

陈从周纪念馆素描
□徐小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