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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复兴其人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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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根据笔者所搜

集到的材料显

示， 赖一匡先

生在杭高期间

确实影响和培

养了一大批绘

画 方 面 的 人

才。 这是杭高

之幸， 也是美

术界之幸。《杭

高人》在第 86

期 2 版中也曾

对赖一匡先生

有所介绍，只

可惜材料太少。 近期我又搜索到赖先生外孙的

一篇纪念小文，一并放在这里：

记得外公的人还是两位画家， 一位是徐君

陶，另一位是吴奇峰，这两位在画界算是名人，

但他们都记得外公， 公开撰文表达外公是他们

人生中引路人一般的恩师。 徐君陶在他的个人

网站上撰文“我的启蒙老师”，将外公列入他绘

画的启蒙老师。吴奇峰在声名远播的 54岁写过

一篇《列车西行》的文章，深情怀念少儿时代沈

涛、赖一匡两位恩师给予他绘画的启蒙教育。

今天还发现一些小文，提到了我外公。 新

华网“智者的笔墨――记江南著名山水画家陆

秀”就特别提到：陆秀的美术老师赖一匡先生，

就是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弟子。 赖老师经常

带学生外出写生画画，使陆秀较早接触到黄宾

虹等书画大师的山水笔法，极大地启蒙了他今

后的进一步学习。

在百度人物百科中，发现连环画画家李绍

然在他的学艺年表中也写出：1957 年转学杭州

第一中学,跟该校美术教师赖一匡学中国画。创

作的水墨连环画《纪昌学箭》参加杭州青少年

画展；次年，任校美术队长 。

百度到网络文章【素子文集】，在这个文集

中，描述了 1944 年左右，当时杭高为躲避日本

鬼子，学校迁至雁荡山，素子提到了我外公，在

他文集中的外公是一位来自杭州的音乐家兼

音乐教师。 外公 1964年英年早逝，到现在还有

学生还有知情人记得他，真是名家名师！

（来 源 ：http://janeweng.diandian.com/?tag=%

E5%A4%96%E5%85%AC《百度故人》）

而本篇文章的主人公潘复兴校友也是在

赖一匡先生影响下走上艺术这条道路的，就让

我们来看看他的艺术人生。 也希望更多校友能

把自己或自己熟悉的杭高老师与同学的故事

和我们分享：

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精髓，植根于

华夏浓厚的文化沃土之中， 以她的沉雄博大、

精深典雅独步于世界艺术之林，与西方的油画

形成了两座并峙的艺术高峰，给予中华民族乃

至世界众多的美术爱好者以极其高尚的精神

享受。 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浙江省文化艺术

研究院艺林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赛石诗书

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浙江逸仙书画院画师潘

复兴，几十年来一直热爱中国画，倾情丹青，醉

心绘事，时时沉侵在五墨六彩、六法精论之中，

每天点皴勾勒、提按转折，精笔妙墨、佳构珍品

时有所出，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艺术语言的表

现上，都显示出一种深沉而又鲜耀的生命力表

达，透露出他在国画创作方面不断迸发出的艺

术感染力，越发受到画界和社会的关注。

潘复兴祖籍浙江绍兴，1937 年出生于杭

州。 自幼酷爱绘事，就读杭州高级中学时就被

美术教师赖一匡先生看中，选他担任学校美术

队的副队长。 百年杭高，不仅是浙江新文化运

动的中心，又是艺术家的摇篮。 经亨颐、李叔

同、鲁迅、丰子恺、潘天寿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在

这里执教或学习过。 进了杭高让潘复兴追求艺

术的兴趣越发浓厚。 他作为校美术队的副队长

不仅积极配合美术老师做好美术队的工作，而

且还经常跑到西湖周围的博物馆、 美术馆、展

览馆去看画展书展，细心研究大师们的绘画技

法，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

有一次他在浙江博物馆里参观潘天寿、吴

茀之、诸乐三、潘韵四先生书画作品联展，面

对一幅幅大师的大作， 他激动不已， 迷恋忘

返，真想立马拜在大师门下，终生作门徒。 他

从校史资料中得知时任美院院长的著名画家

潘天寿先生是校友，一时的冲动就写了一封信

给潘院长，还附上一幅习作请求辅导。 信发出

去后， 他一直忐忑不安，“潘先生会给我回信

吗？ ”一个星期后，正在医院养病的潘先生真

的给他寄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循循

善诱，话多鼓励，写道：“复兴小朋友，你有志

学习国画，很好。 学习国画首先要从临摹画谱

（如芥子园画谱等）入手；其二，要经常观摩画

展，学习吸收古今名家之长；其三，要多多游

览祖国名山大川，从生活中、从大自然中吸取

创作素材。 只要不断努力，你一定会大有长进

……。 ”

潘先生关爱少年的举动让他终生难忘。潘先

生的话语如同醍醐甘露， 滋润着他幼小的心

田。 他把潘先生这三条教示永远牢记心间。 高

中毕业后，因家境贫寒，他只好放弃去美院深

造的机会，便走上工作岗位，到杭州人民玻璃

厂担任美术设计。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对国画

的追求，他顺其自然地把平时积累的国画知识

运用到美术设计中，效果精妙，大受厂方称道。

1972 年，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

与杭州市轻工业局联办美术设计人员进修班，

勤奋好学、 出类拔萃的潘复兴便成了杭州人民

玻璃厂参加这个进修班的不二人选。 在进修班

里，他如鱼得水，如饥似渴的吸收浙江美院这所

我国最高艺术殿堂散发出来的丰富艺术营养，

精心专研美院教授们传授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

技法。 就是这次进修， 他得以广结美院的诸乐

三、陆抑非、吴茀之、潘韵等一大批画坛前辈学

界耆宿，近侍左右，日沐春风，雨露教化多且深

矣。进修结束后，著名山水画家潘韵先生又收他

为入室弟子， 终于圆了他积压心头多年的拜师

梦。潘韵先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画家，早在

50 年代初他已是浙派山水、人物画的先驱者之

一。他初学北宋黄山谷与明代沈石田，继学南宋

马远、夏圭，掌握传统笔法，观察真山真水，重视

写生，会大家之奥窍，撷天地之灵气，别辟蹊径。

他的创作以刚毅之笔，溢不阿之情，又于刚直强

倔之中蕴藉温婉，韵而不靡，工而不诡，雄秀兼

至，格调双谐。他的写生眼力独特、笔法娴熟，画

面精审坚实，线条刚健俊逸，不故意矜炫古雅却

自有高致；他的山水画无论是起承转合、回抱皴

托，皆能舒展自如，浑厚雄健，神舞韵动，过目难

忘，充满了诗情画意和生活气息。

他中年时期的坎坷遭遇是缘于他刚直率真

的品性，但他热爱祖国，无怨无悔，晚年被浙江

省政府聘任为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后，一如既

往，为繁荣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懈的努

力。 拜师潘老后，潘复兴正式开始于画理技法

进行系统的学习与实践，他的艺术生涯也真正

走向正轨。 从此，他定期带上作业到老师家中

求教，听老师给自己讲画论，看老师给自己做

示范。 潘韵先生对这位本家小朋友也是格外宠

爱，悉心教授，时常帮助他确定创作题材，帮他

画小稿，画了又推翻，推翻又重画，反反复复，

直到满意为止。 有时潘先生还将自己的藏画拿

出来让潘复兴带回家临摹，第二天再将临摹的

作品送给老师评点。 厂里工作忙，白天没有空，

就只有连夜加班，天亮送到老师手上。 石法、树

法是山水画的基本功，潘韵就趁编写《树石画

谱》的机会向潘复兴传授，他边画边讲构图、布

局、笔法、墨色……，潘先生讲得仔细，潘复兴

学得认真。 一百五十余幅树石图的技法示范，

让潘复兴深得石法、树法之三昧，一时突飞猛

进，笔下功夫日见提高。 就这样他孜孜不倦追

随潘韵先生十余年，青灯孤影，霜晨夜雨，焚膏

继晷，沉心驱智，克绍其裘，臻彼堂奥。 他浩荡

的才情和扎实的技法，在泼墨挥毫、中行侧逆、

横扫竖抹之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多年来，潘复兴牢记两位潘老“师法自然、

师法古人”的教导，早已深谙“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的画理，虔诚地向大自然学习，向经典的

传统山水画学习。他坚持深入生活，走向自然。

在自然山水面前， 他感受大自然的万千变幻。

他走遍了祖国的名山大川，领略和体悟山川的

壮丽秀美及无限神韵， 胸中充满了千山万壑。

为了寻找山川的内涵和感觉、各种山石的形成

及特色，他 “搜尽奇峰打草稿”，在大量写生

中汲取营养、认识创作规律，从真山真水中获

得创作源泉。他的山水画卷，让人大有“登山则

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之感。 那草那树，

都被赋予了勃勃生机。 山的巍峨壮观、水的清

澈激越、云的轻柔飘逸、雾的亦梦亦幻、草的昂

然临风、树的葱郁苍劲，气象萧疏，烟林清旷，

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重峦叠嶂，逶

迤连绵，加之毫锋颖脱，墨法精微，纸面用墨淋

漓酣畅，有时能密不透风，有时却惜墨如金，纸

面留白，空能跑马。 墨色有时淡破浓有时浓破

淡，多层次，多灵动，多韵律，滋润得体，变化无

穷，使画面出现一种全新的面貌，一切都是那

么自然和谐，相融一体，完成着画家对自然的

深切观照。 一幅《江山如画图》长卷，他怀着对

祖国美丽江山的热爱，绘出心中的壮景，灿烂

绚丽的富春山水，浮云环绕，波澜壮阔的江山，

美丽激昂，烟雨迷蒙，一片繁荣，象云霞升腾聚

集起来，一派旖旎的江南风光、和谐怡人的富

春景色已闯入我们的视野，如身临其境，心旷

神怡，深得景外之意，意外之妙也。 又如他的

《天清远峰出》、《烟豁云山》、《江山神韵》等，他

将奔放的热情倾注于画面中， 自由地运用勾、

勒、点、擦、皴、染，通过笔墨的微妙变化和丰富

层次，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感染力，寓情

于景，情景交融，气势宏大，雄浑苍健，表现出

浑然天成、 生机无限的趣味和空濛幽静的禅

意。 他正在试图以面貌新颖、精神高迈的山水

画作，表达对自然的向往与敬畏、对传统的继

承与超越。

潘复兴擅长山水，但其花鸟鱼虫也不让时

贤。 花鸟画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且题材内容

与形式语言均有一定的程式或规范，这些程式

或规范一方面是我们学习先人经验的起步，

（下转 2-3版中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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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同拒理力争的结果是每月一次的探

监，俞秀松也给他年轻的妻子打气，盛世同给俞

秀松送食品、 衣服， 丈夫在狱中对年轻的妻子

说：”我是一个马列主义的信仰者，要实现我的

理想———解放全人类，怎么可能与‘托派’有关？

过去几次‘清党’都没有问题，早期参加党的同

志和在苏联留学的同学都了解我。 这是诬陷。

一定有人搞鬼。 这笔账一定要算， 你千万不要

屈服。 ”

在狱中的俞秀松日夜思念抗日战争初期沦

陷区的父母，曾写了一一封信交给年轻的妻子，

但当时邮递不通， 盛世同只得把信保存下来。

直待抗战胜利之日，她才把此信和一张结婚照

寄给俞秀松父亲。

残酷的政治阴谋把亲情一概置之度外。

1938 年 6 月 25 日， 苏联派了一架军用飞机，

还有数十名荷枪实弹的士兵， 遵照斯大林的

指示，盛世才就这样把他的妹夫送往苏联。 在

去飞机场的车上， 俞秀松对妻子说：“我此去

凶多吉少，不知何日能再见，你要挺起胸膛，

救世主就是共产党。 ”盛世同回忆说：“到了飞

机场下车，苏联人把降落伞都拿下来，给他们

绑上了，绑上就催促上飞机，到飞机跟前了，

因为我送他，他拉住我。 他紧紧地把我抱住，

那简直是抱头痛哭了。 ”俞秀松又说：“我此去

吉凶难卜，你要挺起胸膛，不能靠别人，要相

信共产党。 ”生离死别之际，俞秀松紧紧地抱

住年轻的妻子，亲吻她，为她祈祷。“飞机腾空

而起，我的亲人被夺走了了！ 秀松手拿帽子，

从机窗口不断向我招手。 飞机远远

离去。 我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谁知

机场一别，竟成永诀！ ”盛世同回忆

往事。 依然心痛如绞。

从此，这个世界不再有一个叫做

盛世同的年轻姑娘， 兄妹手足之情

一刀两断， 盛世同断然与盛世才断

绝兄妹关系，并从此改随母姓，将名

字由“世同”改为“志洁”，以示意志

坚定纯洁，不与他同流合污。 她不要

大哥的物质接济， 自己振作精神到

女中附小当教员，自食其力，并被推

选为反帝会直属四分会的负责人。

随后， 又进人新疆女子师范学院教

育系继续读书。

1942 年秋天， 安志洁的五哥盛

世骥去重庆开会， 安志洁考虑到或

许可以从重庆方面获得一些有关俞

秀松的消息，于是也跟了去。 开始是

想去找周恩来打听丈夫下落的，发

现被特务盯上了，没去成。 没想到在

重庆， 蒋介石夫妇竟然设宴招待了

他们兄妹。 在客厅休息的时候，宋美

龄显得特别热情，给她削苹果，送了

她一支金色的钢笔， 还问她想不想

留在重庆读书。 吃饭时蒋宋两人坐

在西式长餐桌的两端，安志洁被专门安排坐在

蒋介石的旁边，席间还坐着三位空军将军。 蒋

介石不停地给她夹菜。 那殷勤有加的样子，实

在是让安志洁觉得有点奇怪。第二天

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便来

向她提亲了，原来是宋美龄要为她做

媒，说是昨晚宴会上有好几位空军少

将，让她任选一位。 安志洁当即让张元夫转告

宋美龄，自己是有夫之妇，丈夫俞秀松的情况

想必蒋先生也知道，她要等他回来。

八年抗战，终获胜利。 1946年 5月，安志洁

来到南京，立即给俞秀松父亲俞韵琴去信，俞韵

琴极高兴。 由于抗日战争，他家已经一贫如洗，

老人虽年已古稀， 还是到南京他学生寿勉成任

总经理的中央合作金库谋了一份生计，就这样，

从未见过面的公公和儿媳妇终于取得了联系，

相逢在南京。 但不久内战烽烟又起， 俞秀松依

旧下落不明， 而盛世才的归宿却和蒋介石紧紧

绑在了一起。 1948 年冬，安志洁的其余家人随

盛世才一起去了台湾， 安志洁坚决不与她大哥

同去台湾。 她和她母亲先来到杭州， 后来又到

诸暨俞秀松的老家溪埭村，与公婆住在一起，于

浙东乡间苦苦等待大陆解放， 日夜等待她亲爱

的文夫归来。

上海解放后，安志洁来到上海，当时俞秀

松的弟弟俞寿臧在上海工作， 她去找他共同

向有关方面反映， 要求帮助寻找俞秀松的下

落。 孰料 1951 年 10 月 18 日，等来了中国驻

苏联大使馆（王稼祥大使任内）的回信，信中

告知：“关于俞秀松之下落，经查询结果，仅知

其去新疆， 以后详情不明……” 这等于告诉

她， 她苦苦等待十多年的秀松已在异国牺牲

了。得此消息，她如五雷轰顶，悲痛欲绝。三十

出头的安志洁在悲痛欲绝之后曾想出家做尼

姑，是俞家的深情厚爱使她的心死灰复燃。秀

松父亲深情地对她说：“你还年轻。 应该有个

归宿。 你苦苦等了松儿十多多年， 已对得起

他，臧儿未完婚。 我已征得他同意，你和他结

婚，我们仍然是一家人。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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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 8 月 23 日俞秀松与盛世同

（安志洁） 在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宿

舍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