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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静

家风端自守
翰墨流韵 斯文在兹
——走近书画艺术家刘学典先生的平凡世界
□赵晓舟

医者仁心，艺者匠心，刘学典先生就是这样的人。初识这位略带
传奇色彩的老兄，始于五年前的一次小聚。

那年，我的人生巧遇“春风二度”，事业如日方升。离开“体制内”
后履职于社会组织，心里总有一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快
感。闲暇之余，时常与陕西《美报》总编杨利军先生小聚。作为近乎四
十年的挚友，我对这位老弟为人敬佩有加，但凡他推荐的朋友，我都不
敢怠慢，唯独对他推荐的刘学典先生，我略有迟疑。因为刘学典先生
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医者，他的“学典医院”可谓家喻户晓，无人不知。
然而，在杨利军先生的赞誉里，学典先生不仅是一位德高技精的名医，
而且还是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艺术家，为此，他让我为学典先生写一
篇文章。俗话说：未见其人，难成其文。要识“庐山真面目”，还需“身
在此山中”。于是，几经相约，我们终于见面了。

一个秋日的下午，我随杨利军先生走进了位于西安市文艺路的
“学典艺术工作室”。闻听脚步声，一位头戴白色鸭舌帽，脸上挂着一
副圆框眼镜的慈眉善目的老先生，神采奕奕地走上前来拱手相迎。杨
利军先生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刘院长。”我目视其面，握
着其手，恭敬地说道：“久闻大名，幸会幸会。”大家进得门来，一番寒暄
过后，我环视室内，原本想象中的医者形象，完全被房间挂满的书画作
品所颠覆。

学典艺术工作室宽敞明亮幽雅，陈设考究，摆放别致，处处散发着
书卷之气。整个房间看不到一丝医者痕迹，书画家的笔墨纸砚却应有
尽有。书桌和画案上全被作品占满，有成品也有半成品；有给朋友写
的，也有给企业定制的；有正在创作的，也有给社会组织准备捐赠的。
我聚精会神地仔细看，刘院长不厌其烦地耐心讲。从他侃侃而谈的介
绍中，我渐渐明白了杨利军先生的一番美意，也加深了对学典先生的
认识。那一刻，“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诗句不断在我脑海中荡
漾，学典先生的伟岸形象也瞬间在我心中高大起来，令我不由萌生出
高山仰止之感。

曾几何时，刘学典先生作为“悬壶济世医苍生，妙手回春解疾疼”
的生命天使，在临床理论和实践中独辟蹊径，探索出中西医结合根治
泌尿疾病的治疗原则和独特方案，成为国内外屈指可数的泌尿病研究
专家与教授，获得了“中华爱国之星”称号，并应邀参加了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的“爱我中华大家行活动”，被香港《中华医药报》评选为“中华
医界名人”。迄今无数被他治愈和受过他恩惠的人，都没有忘记这位

“立身以仁心，治疗以真心”的医者。每逢节假日，他的住宅依旧门庭
若市、高朋满座。他的朋友圈“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而今，与共
和国同龄的他，不仅把当医生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而且涉足书画艺
术，潜心研学，笔耕不辍，创作颇丰，成绩斐然，被誉为“中华骄傲人民
艺术家”。

有志者，事竟成；有心人，天不负。刘学典先生倾其一生，学习医
道，钻研艺道，书法和行医是贯穿于他一生的经线和纬线，这两条线相
互交织，相辅相成，织就了先生的锦绣人生。如果说，当医生是他一生
的一条坚实的经线，那么，当一名书画家则是他人生另一条闪亮的纬
线。近十年来，刘学典先生在饱学医学经典，中西结合，独创医案，享
誉杏林的同时，精研书画，苦练内功，博采众长，匠心独运，其人品、书
品、文品、医德，自成一家，是当代难得的横跨杏林、丹青两大领域的全
能型名家。品读刘学典先生书画作品，构思精哲，笔法精达，赋彩朴
丽，含蓄典雅，简洁隽永，意趣悠远。每一幅作品，都在传递着一种思
想，彰显着一种精神，表达着一种情怀，讲述着一段故事，那就是“翰墨
飘香，书画怡人”。

书者，心之魂；画者，情之舞。摊一方纸，研一方墨，执一管狼毫，
沐浴晨曦，饱蘸月色，迎风飞舞，终成一条墨染的河流淌千载。那沁人
心脾的翰墨丹青里，凝聚着刘学典先生的人生态度和对自己晚年生活
的无限憧憬与希冀。陶醉于他的艺术海洋里，观其书作“翩若惊鸿，婉
若游龙”，笔力遒劲，气势磅礴，字里行间流淌着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览其画作，笔底追前贤，纸上舒新风，每幅作品栩栩如生，熠耀着艺
术光彩与精神魅力，交织成一道丰赡而亮丽的人文风景。近日有幸与
刘学典先生再次小聚，但见其新作，笔力苍劲，拙中见秀，行云流水，别
有洞天。在他的书画艺术领地里，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那一片心灵高
地，讴歌生活，讴歌时代，讴歌美好。在今天“物质至上、精神颓废”的
时代，在浮躁喧嚣的环境里，他仍能保持一个良医的初心和一个艺术
家的节操，痴情于“救死扶伤”和“书画创作”，着实可亲可敬。学典先
生说：“我的画没有技巧，但都有故事。”时光固然不会把过去的故事挽
留，但书画艺术却可以将真善美永恒定格。

人生亦短，人生亦长，关键在于是否走过了一段有价值的人生。
正如学典先生常年义诊一样，先生的书画作品，大都是馈赠。聚几十
年之修为，先生“诗品书品艺品人品至上，文气才气灵气骨气当先”。

“学”乃探索、求知；“典”为文雅、不俗。从心之年的学典先生恰如其
名，在追求赓续书画文脉，谱写时代艺术华章的同时，始终锲而不舍地
书写着自己人生最精彩的故事。

翰墨流韵，斯文在兹。愿刘学典先生“满目青山夕照明”，书画绘
就黄昏颂。

家风是一种熏陶和践行，它没有写在我家的家训家谱上，却深深刻在了
每个族人的心底，无声地穿越，温暖而绵长。

艺苑

雁过留声，花过留香，家风是一个家庭留在时
光深处的波纹与脚印，是决定一个家族昌盛繁荣，
绵延千年的灵魂所在，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
关于家风，每个家族都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
释，也有不同的传承方式，有的传承自强自立，有
的弘扬昂扬奋进，有的教导信守重诺，有的以善为
本，有的以勤持家，有的清白传世……

一个个家训故事，一句句家风箴言，承载着祖
辈对后代的希望与嘱托，也蕴含着丰富的人生智
慧与美德。中国人自古以来重视家风建设，注重
在家庭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中塑造子女的人生
观与敬畏心。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名人家风故事
中，我尤为欣赏林则徐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言：“子
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
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我的祖父是地地道道的农人，在黄土地上刨
食，仅仅在解放初期当过一任村长。然而，农人自
有做人的原则与本分，祖父的持家作风，素朴且含
蓄。我从未见祖父将家风表字郑重公告族里乡
间，也没有形成家规刻入家谱中，但点点滴滴渗透
在日常行为规范中的朴实言行，潜移默化影响了
一辈辈后人。祖父去世十七年之久，他深深镌刻
在大地上的那一串脚印，仍旧端正、清晰，时时引
领着我们后辈子孙勤俭持家，兄弟相助，公道处
事，清白做人。

勤劳，是祖父崇尚的家风，也是万千农民坚守
的本色。

祖父一生勤谨，除了吃饭睡觉之外，其余时间
大部分泡在田地里劳作。祖父有一句口头禅：土
地无偏心，专爱勤快人。响晴薄日，村里人都在歇
晌，唯有祖父头戴一顶破草帽，蹲在地里间谷苗。
乍看上去，以为谷子地里杵着一个矮小的稻草
人。地里的谷苗长得像毯子一样稠密，村里人都
不爱种谷子，说间谷苗的活计太辛苦，他们争先种
植黑豆等省时省力的庄稼。可是祖父一点也不觉
得苦，他认真地间着谷苗，趁展腰的间隙环顾四
周，绿油油的谷子地一眼望不到头，祖父不禁喜上
眉梢，仿佛望见了金秋沉甸甸的谷穗。

在淅沥春雨中，祖父也舍不得在炕头休憩片
刻，头上披一个蛇皮袋折成的硕大帽子，向着自留
地走去，也不理会细细的雨水顺着蛇皮袋洇湿一大
截裤管。奶奶每次撵在身后劝，总是白搭。祖父
说，春雨贵如油，抢得湿墒好耕种。故乡地处黄土
旱塬，十年九旱，靠天吃饭，好不容易见了雨水，祖
父快活得像个孩子，手脚麻利地将种子撒进湿润润
的泥土里。

我刚记事那会儿，印象中祖父肩上总是扛着一
把锄头，仿佛那把锄头长在他肩膀上似的。每天只
要我睁开眼，就看到他扛着锄头去锄地；我临睡前，
才看到他扛着锄头满面倦色地走进院门，挽起来的
裤管上全是新鲜的黄土。

祖父说，扁担是条龙，一世吃不穷。除了一把
锄头，祖父的肩上还经常扛着一条扁担。天不亮，
他就匆匆起床挑水，一担一担清澈的井水里漂浮
着亮晶晶的星星。收秋时，祖父又用柠条筐将滚
圆的冬瓜和南瓜一担一担地挑回来。有一年暑
假，我去河边洗衣裳，祖父让我把他的白衬衫也顺
便洗一下。那件白衬衫被汗渍染得泛黄，有一股
浓浓的汗腥味。我搽了好多肥皂，一阵猛搓，白衬
衫两只肩膀都被我搓破了。我当即骇得惶惶然，
不知该如何向祖父交代。回去将此事告诉了正休
假的父亲，父亲没直接说该如何向祖父交代，只是
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语：“孩子，你不知道，你洗
破的衬衫肩膀上其实写着咱们的家风。”

祖父一生勤劳不辍，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仍旧
坚持扛着锄头去近处的自留地里锄草。祖父边锄
地边和地里的高粱们唠叨：“天冷不冻织女手，荒
年不饿苦耕人。”顿一顿，又说，“一滴汗珠万粒粮，

万粒汗珠粮满仓。”高粱叶子随风飘摇着，似乎与
祖父的话语达成了共鸣。下午去菜园里浇水，他
又对跟在身后的黄狗说：“懒汉子望亲眷，勤劳人
望菜园。”黄狗困惑地眨巴着眼睛，也不知自己是
懒汉子还是勤劳人。

勤劳一日，可得一夜安眠；勤劳一生，可得幸
福长眠。九十岁时，祖父仍要每天去田地里劳作
一会儿。2006年金秋的一天，祖父回家躺到炕上
安详地睡过去了，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坠落下来，无
疾而终。

我的祖祖辈辈，从不提及什么是家风，却一代
代默默地实践着一个人生信念——兄弟相助，一
家有难，全族支援。只要是这个家族的人，或者与
这个家族沾亲带故，哪怕是一个外姓女婿，一旦遭
难，必定会有一双双温暖的援手主动伸出来，帮他
渡过难关。前些年，我们有个亲戚不幸出了车祸，
拉到医院抢救，生命垂危。家族人得知后，纷纷解
囊相助，有给一万两万的，有给三千五千的，也有
给一百二百的。祖母已经很老了，她颤巍巍地走
来，撩开贴身的大襟袄，掏出一个裹了一层又一层
塑料布的小钱包，取出了仅有的50元钱。这笔钱不
知祖母积攒了多少时日，一张张还带着祖母的体温
呢。远房一位舅舅，靠土旮旯里刨食，手里没有闲
钱。其实帮不了也不要紧，没有人要求他做什么，
可是他心里自责得不得了。连夜赶回去贱价卖了
家中存粮，次日一大早捏着一个钱袋子赶到了病
房。袋子里的钱摊在床上，有崭新的百元大钞，也
有皱巴巴的毛票，还有叮当作响的硬币，数了大半
天，一共是5万块钱。摸着那堆浸透着浓浓亲情和
辛勤汗水的人民币，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

母亲平生秉持公道处事的人生原则，用一句
方言俚语来说，就是宁舍一村，不舍一户。因为姐
妹众多，母亲凡事要一碗水端平，也不是一件很容
易的事情。儿时父亲收入低，家里经济紧张，临到
过年时，母亲总要挑着积攒了几个月的两筐鸡蛋
去城里赶集。当我们抱怨过年时再也吃不到香喷
喷的炒鸡蛋时，母亲从城里扯回来一大块花格子
布，不偏不倚，要为我们姐妹每人做出一件花格子
罩衫来。她因此费尽了心思，比画来比画去，想着
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裁出四件罩衫来。试穿美丽
的花格子布罩衫时，我们内心里快活得仿佛揣了
只小鹿，再也无暇去想是否能吃上鸡蛋之类的琐
事。

过去日子过得清苦，本以为长大后父母就会
过上好日子，哪知姐妹多有不顺，厄运连连。首先
是我爱人因病撒手人寰，父母遭受了白发人送黑

发人的巨大的心灵创伤；紧接着两个妹妹家相继
遇到了祸事……接二连三的打击，足以让一家人
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就在我们整日愁对泪脸之
时，年过六十的母亲却捡起了年轻时的生豆芽营
生。披星戴月地生豆芽、捡豆芽、卖豆芽，一个冬
天只卖了二千多块钱。母亲颤抖着用被冷水浸泡
得肿胀了的手指数着一张张票子，一沓一沓平均
分开，将卖豆芽的全部所得，给儿女们每人一份。

当这笔钱辗转捎到我手里时，我的内心震颤
了——母亲捎的500元钱码了厚厚的一沓，几乎全
是一元和五角的小票，这哪里仅仅是钱呀，分明是
母亲一颗沉甸甸的爱心，是对儿女无声的鼓励和
鞭策。我怀抱着那沓钱，任凭眼泪无声地缓缓倾
流。妹妹打来电话说她也收到了母亲的钱，也是
一堆毛票。她哽咽着说：“姐，我舍不得花掉这些
钱，我要全部留下来，传给孩子。”

“暑退不因雨，陶家风自清。”母亲朴实的言
行，无声地诠释了一番别样的家风，遇到风雨，患
难与共、风雨同舟必不可少，然而最要紧的是必须
自强自立，生活没有过不去的坎，哪里跌倒再从哪
里爬起来。

清白家风不染尘，冰霜气骨玉精神。“清白”二
字是父亲最看重的品质。有一年，父亲所在单位一
个工作组出现了经济问题，父亲也莫名其妙被牵扯
进去了。父亲很无辜，觉得受了莫大委屈，一着急
上火，诱发了急性肾炎，数日不能进食咸盐以及各
种腌制品。我放学后去病房看父亲，透过门缝望见
父亲神情落寞地靠在床头连声叹气。才三日不见，
他竟然形销骨立，活脱脱瘦了一大圈。我心疼父
亲，一个人吃饭没有咸盐，不瘦才怪呢。于是回家
偷偷将家里的腌韭菜装在罐头瓶里带到了医院。
父亲接过罐头瓶，叹了一口气说：“孩子，你不懂，爸
爸不是因为吃不到咸盐而难过……”

后来，终于黑白分明地澄清了事实，那件事果
然与父亲毫不相干。父亲对我们说，做人必须行
得正走得端，清清白白，到啥时候人格品德都不能
受到污损。父亲袒露的心声，既非豪言壮语，也没
有多少哲理可言，却于朴实无华中道出了人类最
应该坚守的底线。

祖德蹈前哲，家风播清芬。家风里流淌着时
光的水声，盛放过骄子，悬挂过荣辱，暗含着泪水
和欢笑，承载着祖辈的衣食住行，文韬武略，子孙
寄望。家风是勤劳，是公平，是清白，是兄弟守望
相助，是一家有难全族支援。家风是一种熏陶和
践行，它没有写在我家的家训家谱上，却深深刻在
了每个族人的心底，无声地穿越，温暖而绵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