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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良师》

内容概要

《我有良师》内容简介：1965年，傅益瑶考取大学的那个夏天。一天晚饭后，父亲傅抱石带着她去玄
武湖边散步，与她有一次谈话。父亲说：“今后你会遇到许多老师，寻拜良师是要修的主要的一门课
。”“只要你会拜，古人也能成为良师，⋯⋯不仅如此，山水自然，天地万物，能启发你、引导你的
都是良师。”“总之，你的一生应该是寻师拜师的一生。能这样，我就放心了。”
一个月后，父亲蘧然去世。这次谈话成为父女俩最后一次最严肃、最掏心的谈话。
傅益瑶永远铭记父亲的话。从一九七〇年自学绘画直到今天，在艺术道路上，她幸遇良师，如赵朴初
、林散之、王一羽、平山郁夫、河北伦明、吉村贞司⋯⋯他们言传身教，不仅有绘画技艺上的点拨，
更有开阔人生境界的教诲；她“行脚”于山川自然、民情风俗，体会四时凉暖、风月移换，参悟大化
、受益匪浅。
《我有良师》记录了傅益瑶几十年艺术人生的深情、洞见与妙赏。通过她朴实、真诚的文字，我们得
以亲近志向高洁的灵魂，得以与久违的浩然之气相逢。

Page 2



《我有良师》

作者简介

　　傅益瑶当代著名水墨画家，画坛巨匠傅抱石之女。一九七九年东渡扶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
邓小平亲自批准外派的第一位艺术留学生。师从日本文化巨匠平山郁夫。她将水墨画的功底融汇日本
画技法，在佛教、民间祭和诗意画方面，给予水墨画领域诸多新题材。代表作有：《比睿山延历寺图
》、《天台山国清寺图》、《三千院四季图》、《春夜宴桃李园》、《佛教东渐图》、《諏访大社御
柱祭》、《张骞出使西域图》、《游龙望京图》等。画集有：《傅益瑶水墨画集》、《圆仁入唐求法
巡礼图》、《佛教东渐图》、《傅益瑶画集》、《绘画入门——水墨画》、《绘画菜根谭》、《芭蕉
——生命的赞歌》、《诗佛王维》、《十牛图》、《傅益瑶国画集》等。专著有：《我的东瀛岁月》
、《我的父亲傅抱石》。先后获得日本最高美术评论奖“伦雅美术奖”，和日本“神道文化奖”。傅
益瑶在秉承父亲雄浑酣畅风格的同时，又有着女性温婉细腻的笔墨情调，中锋用笔，苍润佳丽，富含
人生智慧和感情。把自然的时空、历史的时空和人的精神时空同时融到心里，在其中形成一种新的秩
序——艺术的秩序，从而自由地将人、地、时、空穿插起来，将人们的视线从可见的画面带到可以无
限联想的世界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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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良师》

书籍目录

傅抱石：“严父”与“慈师”
林散之：人间八十最风流
赵朴初：无言化育最堪师
吉村贞司：在野的美学权威
平山郁夫：日本画坛的哲人
河北伦明：一经品题名满天下
王一羽：立定精神的一生
融进历史
画美人必先画出有品有格的人
笔了意未了
闲话收藏
翰墨清言
从蒙地到觉地
读父画《九张机册页》
读父画《唐人诗意册页》
读父画《平沙落雁》
读父画《风雨归牧》
读父画《不辨泉声抑雨声》
读父画《夏》
《临任渭长水浒人物》自序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图》小序
松尾芭蕉《奥州小路》小序
《祖道传东》小序
《窑火丹青》自序
《绘画菜根谭》后记
《傅益瑶画集》后记
《三千院四季图》图跋
《比睿山延历寺》图跋
《天台山国清寺》图跋
《佛教东渐图》图跋
《登金陵凤凰台》图跋
《春夜宴桃李园序》图跋
《傅抱石扇面集册》跋
承露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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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良师》

章节摘录

林散之:&ldquo;人间八十最风流&rdquo;&ldquo;鲤之过庭，必得父教&rdquo;，这是孔子教诲儿子孔鲤
的方法。这种&rdquo;过庭之教&rdquo;是中国教育，特别是家庭教育中最有魅力的特色之一。因为中
国教育最注重变化气质，养育人格，只有在人格形成的同时，才能使知识和文化得到传承和创新。我
从小就生活在&ldquo;过庭之教&rdquo;的环境里，虽不自觉，但父母的教诲，就随着一口饭，一口汤
被慢慢地喂进来了。习惯了的东西一旦失去才会惊觉它的宝贵，才会涌出强烈的难舍之情。文化大革
命最初的批斗打砸的浪潮过去之后，我被排斥在造反派之外，成了名副其实的消遥派，无所事事，无
所适从地晃荡着，就是在这个骨节眼上，我遇到了林散之老先生，是他让我重温了&ldquo;过庭之
教&rdquo;的温馨。记得那是个夏天下午，我的表妹兴冲冲地跑来说：&ldquo;林老搬到百子亭八号来
了，我们去看他好吗？&rdquo;我早就闻知林老&mdash;&mdash;林散之老先生是位大书法家，可从来
没有见过。此时我的妹妹和表妹都在练书法，于是我们就结伴去拜访他，而且百子亭离我们家很近，
出门转个弯就到。林老住在楼下，他的客厅兼书房就面对着院子，里面是睡房，我们几个人说说笑笑
地走到门口，往里一看，竟然没有人，于是我们便又热闹起来。待我们走到客厅里，忽然听到里屋有
个低沉的却又爽朗的声音在说话，只见林老坐在藤椅上拿着把芭蕉扇笑眯眯地对我们说：&ldquo;你们
这一群真好像是从大观园里走出来的。&rdquo;这一说又把我们弄得哈哈大笑。说实话，当时我看林老
，倒有点像看刘姥姥，他的头是圆圆的，眼睛晶亮晶亮，也是圆圆的，一双眉毛，长着长长的寿眉，
仿佛也是圆圆的，特别是他笑起来，两个腮帮子更堆成圆圆的，真是又可爱又有趣。在这间书房里与
林老共度了许多时光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才是书法这个大观园里的刘姥姥。林老是个伤残之人，他
双耳失聪，据他说，有一天窗外风雨交加，他看到电光闪闪，却听不到打雷声，心想，为什么这场雨
只闪电不打雷呢？从这时起他才知道自己完全聋了。从那以后，他作书落款，便把&ldquo;散
之&rdquo;连在一起写，看起来就好像是个草写的&ldquo;聋&rdquo;字。这似乎是自嘲，又好像是自怒
，其实都不是，这是一种自足。我想，这在别人身上也许只能抱残守缺，可林老却能化腐朽为神奇，
把不幸变为财富。和他聊天可以说是半作笔谈，我们把想说的话写在纸上，然后他会回答我们，也许
是听不到多余的杂音的缘故，他比谁都能抓到我们内心的悬疑和纠葛。他的回答总是简短而绝妙，给
我们留下反复揣摸和回味的空间，诙谐和有趣的话又常常能让我们触摸到深奥恢宏的哲理和玄机。林
老的右手曾经被沸水烫伤过，拇指和食指就粘到了一起，不能开，只能合，变成了个硬圈，让人酸楚
不忍。我想象他不得不放弃熟练的右手而改用左手来写字，一定十分艰难，十分困惑。待我们彼此熟
悉了以后，我把心里的疑虑和盘托出，谁知林老只淡淡地笑了笑说：&ldquo;那有什么，只是换只手拿
笔而已，写字不靠它，只有不会写字的人才用指力呢。&rdquo;我听后不禁诧然，问：&ldquo;不用指
力，那用什么力写字才好呢？&rdquo;林老回答说：&ldquo;当然是离手指越远越好。&rdquo;我思忖着
：那腕力比指力好，而臂力又比腕力好，背力比臂力好&hellip;&hellip;我忽然悟到了，岂不是用脑力最
好？我语及于此，林老用手指了指头顶，我一下子明白了，脑力之上还有一种更远更神秘的力，那就
是神力。我看着林老沉思着的生动的面孔，心中深深地感动着，原来失去手指的林老，和失去听力的
贝多芬一样，困苦反而使他们找到使用神力的道路。《菜根谭》有言，&ldquo;学问乃是寻常家饭，当
随事而讲&rdquo;，林老就是这样。他从来不大张旗鼓地谈什么书论画理，可是却常常会冷不丁地说一
句什么，成为我们一生可究的书法课。有一次他写完长长的一笔悬针后，朝我谦逊地笑笑：&ldquo;死
蛇挂树&rdquo;。我定睛一看，只觉得那一笔看似下垂却有股向上的力量，仿佛还在微微地颤动着，不
禁想用手去碰它，这是悬针用笔的大境界，向上的内力极关重要，最怕的就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林
老在纸上写下这样两句诗：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如圆时更觉方。也就是说，只有内力和外力逆势的相
互作用，才能表现出生命来。林老说，写&ldquo;点&rdquo;这个笔划，有时要如飞鹰啄食，又轻又快
，又准又能狠，有时又要像高山坠石，万钧之力，瞬时落地。他写&ldquo;走之&rdquo;，或者
写&ldquo;撇捺&rdquo;，也有说法，那叫阳关三叠，就像乐声，不论你怎样抑扬顿挫，怎样刚柔转折
，都不能有一丝音漏，一瞬气断。有一次我看着他一口气写完了一整幅诗文，从头到尾变化有致，悬
而观之，更觉前后顾盼，十分有情。我问林老，他是否先打了腹稿再写的，不然怎么能把握得这么好
。林老说，&ldquo;其实也不需怎样打腹稿，只要把要写的东西先放到心里就行了，字有顾盼与人有朝
揖一样，是很自然的事情，想想看，在一个屋子里，如果里面的人互不理睬，各不相关，那这间屋子
不就变成了牢房？你还呆得下去吗？&rdquo;我听完后大为感动，没想到书理与人伦竟是如此相通。常
有人会拿着自己或别人的作品来请林老点评，林老通常是定睛看一眼，然后就掉过头去，久久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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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良师》

大家都在等着，忽尔林老会说出一个字来，有时说&ldquo;滑&rdquo;、&ldquo;流&rdquo;，有时
说&ldquo;呆&rdquo;、&ldquo;滞&rdquo;之类，真让人费思量。后来我才慢慢悟出，比如说&ldquo;
流&rdquo;，就是说你的笔根本就没有在纸上站住，所以你笔上的墨全部都从纸上流光了。我心里好奇
怪，笔在纸上，同样是轻重缓急，偏正曲折，为什么有的人力轻则浮，力重则钝，疾运则滑，徐运则
滞，偏用则薄，正用则板呢？是林老让我明白，万事都须积功累力而可成，所以近名急功者，不是浮
丽谄媚，就是剑拔弩张，不自然肯定就不会灵动，不灵动就绝不会有神韵。而自然不自然又全看你是
不是从&ldquo;思&rdquo;里来，所谓思不竭则笔不困也。林老自己就是在有笔墨处求法度，在无笔墨
处求神理，而法度愈严，神才愈逸。到此时，我才豁然醒悟，林老的生活作息是大有名堂的，他每天
很早就起来，起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读书，第二件事就是打拳，打完拳，吃了饭，再睡一个回笼觉，
然后才是他写字作画的日课。林老说，&ldquo;我活着，就要写字，写字不能没有好身体，所以我每天
打拳；但是写字的更不能不是一个好人，所以我打拳之前要读书。今天的我不比昨天的好，那我今天
的字肯定不会比昨天好。&rdquo;这真是一个艺术家了不起的自誓。在林老身上，字的精进，就是人的
精进。我非常思念林老，不光是在艺术上，而且在我的人生中，他也给了我一把极大的助力。在我最
感人生不幸的时候，我读到两句旧诗：&ldquo;新交遭薄俗，旧好隔良缘&rdquo;，我一下子哭了起来
，以为这两句诗把我的心境处境都说到了，就拿着去找林老，告诉他我的心情，求他给我写成一幅对
子挂起来。林老看了以后默坐良久，随后拿起笔在裁好的纸上写起来，我不知道他写什么，不过似乎
不是我所求的。写完后一看，原来是陆游的两句：&ldquo;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rdquo;
，这也是我喜欢的诗，只是与此情此境连不起来，我诧异地看着他，他对我说，你好好读读，接着又
用手指了指上联中的&ldquo;乱&rdquo;字和下联中的&ldquo;相&rdquo;字，说：&ldquo;好好想想这两
个字&rdquo;。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在煦和慈穆的气氛里，我渐渐颖悟到林老的用心，我揣摸着：青
山看起来很乱，但当你走进去，它就会给你一个留连忘返的别样世界，而书呢，更是一个&ldquo;
乱&rdquo;字所描绘的，然而你若读进去，就能帮你形成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学时一大片，用时
一条线。这就是&ldquo;乱&rdquo;而其实&ldquo;不乱&rdquo;的妙处，只要你努力，就能从&ldquo;
乱&rdquo;到&ldquo;不乱&rdquo;。红豆是个相思物，正因为它是相思物，所有的人都会向它投以相思
；灯，如果把它点亮了，那它就像红豆一样成了相思物，那么我们的心不也一样吗，让它亮起来，它
也就会成为相思物，世上万物都会向它报以相思，岂是&ldquo;新交旧好&rdquo;这些区区小事可以困
扰纠缠得了的呢！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林老，他慈爱地点了点头说：&ldquo;看来没有白写，你拿回去
好好挂挂。&rdquo;这幅对联现在就挂在我东京寓所客厅的墙上，我只要一坐在这面墙对面的沙发上，
就会深深地陶醉在欣赏它的快乐里，重温林老让我&ldquo;好好挂挂&rdquo;的用心。而这时，林老写
这幅对子的情景也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林老写字的习惯是将蘸饱了墨的笔落纸即书，从湿笔一
直写到干笔，写到渴笔为止，中途从不舔墨。我记得那天林老也是这样，那墨汁几乎滴下来的笔落到
纸上时，简直就是一泡墨一下子就洇开了，他既不用纸去吸，也不快快提笔，依然神定气闲地写下去
。我想这幅字一定写坏了，谁知挂起来一看，那个&ldquo;书&rdquo;字浸开来的墨迹竟天衣无缝地在
中心留下了一星空白，就是这一星空白，使这团墨成了精灵可爱的&ldquo;书&rdquo;字。这真令我叹
服之极，林老能把握到如此，非神力而何！&ldquo;执笔如壮士&rdquo;，胸中如不心雄万夫，那笔下
怎能运斤成风。林老浑身函贯着的那股豪迈之气，正应了辛稼轩词里的一句话：&ldquo;人间八十最风
流&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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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良师》

精彩短评

1、东瀛中国水墨传人。
2、傅抱石女儿的艺术评论集，能够使读者加深了解抱石先生的艺术创作，书中配图很多，图片虽小
，但印刷不错。
3、读着读着，心好像安静了
4、书画同源，水墨有魂，富胸中之丘壑，方成大境。书的前半部分写得最好，作者细述了傅抱石、
林散之、吉村贞司、河北伦明等数位大家为父为师的点滴，中华文化的精髓传承跃然纸上，令人叹服
。“崖山之后无中国，文革之后无文化”，以当今文化界的浮躁与功利，这些大师可谓后无来者了
5、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在精神和人格的传承，书画的精髓在人格。
6、开头几篇忆人物的可读。另，我总是很警惕儿女回忆自己的父亲时将之描述成圣贤，这似乎是国
人的通病。
7、傅益瑶的书，我买第三本了，写得很好，不只是文字，更多是心得体会，心路历程，给人启发和
借鉴，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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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良师》

章节试读

1、《我有良师》的笔记-第17页

        读《我有良师》摘录
作者：傅益瑶

作者，她父亲对她说“你这一生是就是寻找良师的一生，如果是这样，我也便放心了”，开作者出了
几个对他有影响 的人

P3
我的人生中最喜庆的事，就是幸遇良师。每当此时，我内心深处就会欢叫起来，我觉得我的成长就像
竹子”
P17
“你知道，追求画画和追求卖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境界，走画画这条路的人，是不会走卖画这条路的
，书画这一艺术，最妙的是，它总能透露出你的人品，你的初衷如何，是技巧所掩藏不了的，你心里
想着一个卖字，你的笔下肯定有妖媚之气。有妖媚之气的书画，写的人会越写越胆小，看的人也会越
看越生气。”
　　王一羽说：画人物，如果不能表现出他的精神面貌
平山郁夫，日本画坛的哲人，他说：“自我否定是最能蚕食心灵的，心灵蚕食的痛苦靠物质的给予是
无法疗治，只有心灵的复苏才是最好的灵药，正是平山先生的探索和求知的努力，逐渐清扫着被物欲
承蒙了的日本人的心田。”
“你求形，就会失神，只有求神，才会得形。”
傅抱石就是我的父亲，我是从父亲那里知道”历史“的，它不是时间的概念，而是生命的概念，是追
求生命本质的概念，是诠释，这种精神的哲学的概念。
   文化的反刍，是人类最重要的功课。
   从小，父亲就不断地对我说：“你必须非常重视学习历史，如果你不懂历史，那你就只能目光短浅
，没有志向，没有理想的人，而你若懂得历史，就会有永远可以攀登的高峰在等着
你，有无数先杰在帮助你，还有极好的奖赏准备着给你，这奖赏就是美好的人生境界”
　　“我希望你懂得什么叫 日月同光， 像屈原那样，虽然很难，但人生的意义就大不相同了。”
　　“中国的水墨、书画第一条就是绝对不能在上面涤改，跟人生、历史一样，你走过的路，永远没
法回头。”
　　“昨日无可悔，明日犹可追”
　　“人最怕有欲念，一有欲念，就会去抓最容易抓到的东西，抓最近的东西，当你以为抓到了最近
的东西，其实你放掉了最应该知道的东西”
　　现在的时代很浮躁，很多人觉得什么事情都很容易，花钱就能办到。越是这样的时代，大家越需
要用心感受自己的生活，需要实实在在地生活，清净地生活。中国有么多好的诗词、好的文学，有这
么好的绘画、艺术品，大家要珍惜，让这些美好的东西充满我们的心灵。
　　目标记住，利益忘掉。
　　文化人要有文化人的样子，别人才能以文化人来待你
　　“刀枪伤肉犹可合，言语伤心恨不休”
　　让我们面对自己，捕捉自己的心灵，营养丰富自己的心灵，那时，我们不论怎样忙，都能享受内
心的悠然的闲
　　燥性者火炽，遇物则焚。
　　节俭是治家之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即可为淡泊宁静之需，也可
免身家之累，小处说可以自足，大处说可以济人济世。
　　当下奢侈成风，比场面比派头，显摆显阔，全是破家败国的征兆，不能不让人叹息和警惕。
　　道义之路是心中的路，是追求正义和公平之路，行进在这样的路上，是感受不到世态炎凉的，或
者说世态炎凉影响不了他。

Page 8



《我有良师》

　　为人处世要秉承不怕炎凉的态度，不趋炎附势，不哗众取宠，心里的道义之路，起初可能看不到
路，一步步走过来就有路，一步步走过去就是康庄大道。
　　在这里自尊心和自信力是必不可少的，听从内心的召唤，坚守心中的理念，才会践诺自己的行为
，任何患得患失的举动是不可取的。
　　看着那些被物质淹没了的心灵，我们充满了烦恼和不安，真是束手无策，爱莫能助，看来，恢复
贤文教育乃当务之急。
　　贤文教育是智慧教育，不仅语言精练、优美，而且旨趣幽默、含义恢弘，以近到远，虚实相助，
令人过目难忘，咀嚼回味之中，心境渐渐开阔，是非善恶，也就不言自命了。
　　人生太复杂，太费解，若仅仅凭着自己些微的经验来判断，那未免太脆弱、太危险了，一有不慎
未必能免一失足成千古恨的灾难。贤文是无数聪明睿智的前人得经验与觉悟，而《菜根谭》又是贤文
中之珍品，每当我打开《菜根谭》里彷佛听到：“你不必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也不必是超群出众的
人。但你应该是个幸福的人。而幸福的人却不必拥有一切的人。”从读它到画它，这过程对于我来说
，真是一个绝妙的体验，读它时，我总是感慨万千，这些感慨转换了我观察人生的角度，从而获得了
解脱，它让我找到了一种简洁、明洁的风格，画面虽然省略，我的观察力、审视力和理解力却提高了
。我将这样的审视力和理解力再用到自己的人生里来的时候，才发现我对人生的误解太多了。
　　画完《菜根谭》，最让我回味的一副是“人生似瓦盆，打破的方见真空。”因为在画此幅前，对
我来说，人生实在是个聚宝盆，它不仅短暂，而且只有一次，所以我将所有我以为是“宝”的东西放
进去，回头一看，才知道我放进了太多的物，太多的情，我还没有机会将它打开，它已沉重得让我难
以撑持，同时我看见周围的人差不多也是这样，不但为自己，还为小孩，不断地追求、挣扎、金钱、
地位、学业、前程，似乎缺一不可，岂不知孩子们还没有体会到人生就背上了包袱，那么孩子们的人
生里，多的是幸福还是痛苦呢？只有悟到这没有幸福的包袱只是瓦盆，我们才会痛快地把它打破，才
能用智慧清亮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才能坚实轻松地走进人生。
　　不能忘记书画这最能怡养人心的中国艺术，面对笔墨纸砚，你就会自然而然地宁静下来，凝思熟
虑，而至佳境，他嗜书如命，是书法使他始终浸在中国文化的营养中。
　　再没有比用笔墨纸砚时更需要你有把握自己的力量，更能给你这份力量
　　自从我确认了自己的方向之后，我就没有改变过，也没有犹豫 过，而且，虽然方向没有变，我却
不断地扩大视野和范畴。
　　“我每天都感到有哦新的工作在向我召唤，我是一个意志力很差的人。我靠的不是意志，我靠的
是父亲给我留下的一句珍贵的座右铭“自强不息”，是这一座座右铭在不断地给我心得热情，使我在
做每一新的题目时都回到原点，只有从原点开始，我才能很快地找到自己。其实，找到自己，在我也
绝非是件易事。我最初非常肤浅地理解“一气呵成”这一标准，总想尽快完成作品，以为一口气画完
才是“一气呵成”，于是我就往往寻找捷径，即效仿什么人效仿什么作品，但是，每当我这样做，我
就会越画越觉得空虚，越觉得胆怯。“
　　在绝境中又是父亲从我小时候不停地叮嘱我的一句名言久了我，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
网”父亲总是说，当你效仿他人的时候，看起来，似乎是起点很高，其实是站在悬空的崖边上，随时
都会摔得粉身碎骨。 我下决心，“退而结网”之后，经过多次身体力行，我发现了一个我自己的方法
，那就是“养”。只有“养”能使我进入要创作的主题，只有养能使我与我要表现的主人公息息相通
，当我对花的对象产生亲近感的时候，便是到了可以提笔的时候，这过程很长，像《祖道传东图》，
从定下题到落笔完成都经过四五年。
　　也许人们会觉得这太浪费时间了，但我时常有八个十个题目在肚子里打滚，这种同时进行的办法
，对我特别合适，这养的学习方法和急就章的学习不一样，它不但能消除我的疲劳和厌倦，更能扩大
我的理解的幅度和深度，使我每天都在一种求知的兴奋中开始下一步，祖国的文化给了我们如此丰美
的华宴，我愿永不停止地去享用它，咀嚼它。
　　水墨画的表现力是无限的，而更有无限的世界供我们去表现，这是多么艰难而又多么幸运的使命
。
　　画水墨画和打太极拳一样，如何把持自己的身体是至关重要的，我知道保持脊椎挺直中锋用笔的
前提，所以我现在不论是站，还是坐，逗哦先控制好自己的姿势，为了画大画，我也练出了席地而坐
的功夫，才到日本时，席地而坐就像坐老虎凳般痛楚难熬，而现在不论是日本式的正坐还是跌价做，
都能坚持很久，这也是画在训练我，每开始一副新作，就意味着在开始学习新知识，每完成一副做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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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过生日一样即是愉快的庆祝，又是反省的机会。
　　所以，若要问画画对于我是什么，那么最由衷的回答是：它既不是职业，也不是消遣，它是我自
身的成长。因为有它，我才会不断地发现新的自己。
　　“画有界而景无穷，笔有止而意无限。”
　　父亲
　　父亲从来不会说你应该怎么做，他只是把他内心的感受告诉你，因为从心里出来的东西才能够到
心里去。
　　我不管做什么事，父亲首先是看我有没有感情，就像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一样，心理面很激动，这
种激动，就是我语言的源头。我最怕的一件事就是拼凑。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文章也多，画家也多
，拼凑是很容易的，但这样的作品就像一盘散沙，没有价值。
　　忙者，即心亡也，越忙，越失去自己，所以，哪怕有空，可以四肢不动，但却享受不到人生，是
因为失去了心，才得不到真正的闲，因为心忙比肢体忙碌更加疲劳愁苦。
　　唐代诗人李涉有诗云：“因过竹园 遇僧话，偷得浮生半日闲”诗人在这半日里得到了丰美雅趣，
充满活力的自我，享受到了有意义的人生，因此，这个闲字是有根基的闲，这个根基就是把握自己的
心灵，人们常常希望自己“自由自在”，殊不知，没有自在就无自由，自在者，乃心在也。让我们面
对自己捕捉自己的心灵营养丰富自己的心灵，那时，我们不论怎样忙，都能享受内心的悠然的闲。
P80 中国画最怕的就是做，就像做人一样，要天然，本色。一个人讲话、做事一做作，大家就会不太
喜欢他。画也一样，一做作，这幅画就僵掉了。
P95 我在中学时才开始读《史记》，很快就被司马迁的一句警言震住了，这就是“当死必勇”。它经
常从我心里跳出来，诱我思索。“当死”之谓，是死使生命获得了意义，而勇者，是因为这意义而产
生的欢乐。死是生的另一种形式的存在，只有这勇者，才会重生而轻死，把生看得破，事把生命拥有
的真理看得清，看得透，而不是厌世弃生。目下，许多孩子受不得一点点挫折创伤，还没有接触到生
命的喜悦就轻生，这多么可怜。还有一些人却又是贪生怕死，生命的大光辉远远抵不过他们对浮世虚
华的迷恋，待到死时，就不存在人格了，这又多么渺小。
P95: 人们常说“人生是一盘棋”，即是一盘棋，当然要拼个胜负，因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
方面，都去找对手，步步为营，阵阵决战。孙子说，兵乃凶器。因为它能伤人，也必然伤己，在你只
问胜负的时候，就已忘记了整个人生的意义，而不着手才是高妙之举，看来消极，其实不离人生意义
的这个全局，才是真正的额积极。
　　有人会说，有对手，才会刺激斗志。这种说法太偏颇，为什么要看到阴影，才知道有太阳，为什
么不对着阳光去看太阳呢？人生的意义就是我们生命里的太阳。
P97 诗为心声，心有动方才有声，而心有感方才会动。
P100如果能虔心意念地认识现实，把握现在，那就会去掉许多苦因，没有苦因，自然没有苦果，乐也
就自现了。
　　食，是吸收物质的能量，在内心里聚合、变化、延续生命，但这种物质能量不仅仅是简单的天性
的饥饱之为，还应该转化为创造性的动力需求，职场我们追求和实现人生目标的物质动力，这样的“
食”才会有更深更广的物质意义和生命意义。
P101 心灵的震动，能量的凝聚，能潜入人的心灵，从而影响人的生命和生活质量。
     色，不仅是遗传的需要，对人类来说，更是“爱”的需要，把肉体的冲动化作对爱的强烈表达和诉
求，把性的能量变成创造性的行力，爆发出强大的信念追求，从而超越自己。这种由本能的冲动上升
为灵肉合一跃动的能量，可以强大到不惧一切艰难困苦，乃至可以创造奇迹。
P111 “修心正道”的不仅是修禅之人得功课，也应是每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人的必然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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