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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元礼
走进翟丕安先生的画

室，偌大一个书架，整整挡
去了一面墙，上面塞满了
画册、中外画家专著、文学
名著等。另一间，一张画
案几乎占据了三分之一空
间，上面摆满了文房四宝、
挥毫泼墨用的各种画纸，
以及刻章用的各种石料、
刀具。茶几、几把圆坤椅，
全是传统的古老样式。墙
上的山水画和书法作品令
人久久不愿移目。从踏进
门槛的那刻起，喧嚣仿佛
被掩到了门外，心顿时沉
静下来。

英国18世纪肖像画
家、英国皇家美院第一任
院长乔舒亚·雷诺兹说过
一句话：“屋中有画，等于
悬挂了一个思想。”丕安先
生从少年起，笃志不移，苦
心孤诣地探索在艺术这块
广袤而又诗意的土地上，
妙笔绘丹青，也描绘着自
己的一生。

丕安出生在一个文
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
走南闯北，吃苦耐劳，是
一位心灵手巧的石匠，尤
善于在石壁上雕刻各种
图案、花纹。母亲是满族
人，出身于书香之家，从
小读书。童年时期的丕
安，耳濡目染于父母的言
传身教。夜晚，昏黄的煤
油灯下，母亲手持线装古
诗词读本，一句一句教儿
子诵读诗文。儿时的启
蒙教育点拨了他的成长，
为他植入了优秀的基因，
使少儿丕安扎根沃土，拔
节生长。

1963年，丕安考入淄
博二中读初一。那时，他
家的生活同农村多数家庭
一样穷苦，吃饭要靠一半
粮食一半野菜充饥。母亲
精打细算，首先保证丕安
的伙食。每到周日，母亲
坐在灶前，摊玉米或者高
粱煎饼。下午，丕安和村
里的其他伙伴，背着一摞
煎饼，带着咸菜，沿着弯弯
曲曲的土路步行20里地，
夕阳余晖落满淄河的时候
到达学校。一年下来，不
知多少次蹚过淄河，他看
着淄河在蓝天下转过山
脚，弯过村庄，从杨柳的树
影下欢快地奔流，望着这
秀丽的山水，产生了一种
莫名的冲动，想用画笔把
它们描摹出来。

激情，像一团熊熊燃
烧的火焰，它点燃了丕安
生命中潜藏的原动力。在
少年丕安心中，已经埋下
了燃烧的种子。在学校，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
班主任赵涵义老师深深喜

欢这个瘦瘦的少年，向图
书馆借了《齐白石画册》给
丕安临摹。这本书不对学
生出借，只有教师才可借
阅。这是丕安读到的第一
本画册。后来，丕安去逛
源泉书店，看到了一本《花
鸟画谱》，爱不释手，虽然
只卖两元，他却囊中羞涩，
不能支付。无奈，只好利
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小
步跑着去书店，一直看到
书店打烊，店员催说两三
遍，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一位同村学兄知道
后，借给他两元钱，圆了丕
安的痴书梦。

后来，丕安进入淄博
师范读书。这里成为他
学习书画的起跑线，并遇
到了启蒙老师徐金堤。
丕安在师范学习期间，其
勤奋、执着，其绘画水平，
在同学中秀出班行，深得
徐老师青睐。徐老师谆
谆教导，叮嘱他“老老实
实学艺，清清白白做人”。
这两句嘱托成了丕安的
座右铭。

之后，丕安考入山东
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
国画系进修，师从李行简
教授，国画技艺更上一
层楼。

求学期间和假期，丕
安去全国各地写生。中国
画家讲究“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知行合一。从喀
纳斯湖畔、雅鲁藏布江大
峡谷，到海南岛的热带雨
林，都留下了丕安的足迹。
黄山的怪石、奇松、云海，
太行山的峥嵘群峰……大
地的壮阔豪迈所呈现的无
穷尽的时空之美，滋养了
画家的浩然之气，积蓄了
画家生命的力量和创作激
情，开阔了画家山水审美
情怀，使画家品味出自然
造化、物我同化的境界。
这为丕安后来的创作打下
了不可撼动的桩基。

2007年6月，丕安只骑
一单车，从淄川出发，经聊
城出山东进入河南、山西、
陕西，到达西安。风吹雨
淋，一天一个汗透，涉程
1000多公里，沿途浏览名
胜古迹、名山大川，探幽寻
秘，亲近自然，观察、体验
大自然中蕴含的美感，从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中感
悟灵性，攫取了大量的
素材。

在此期间，丕安的若
干幅速写《古装戏》《六和
塔之春》等被《当代速写
集》《世纪素描精品集》收
入出版。1985年12月，《崂
山速写》于山东艺术学院
展出。

国画大师李苦禅在谈

到书画美学时说：“不懂书
法艺术，不练书法，就不懂
大写意和写意美学。”书画
同源，画中有书，书中有
画，两者相互融合、贯通，
既风格独有，又相得益彰。
丕安深得其妙，在画画的
同时临帖，苦练书法，楷、
隶、行、草、篆均涉猎，其中
草、篆独放异彩，为以后的
篆刻储足了源头。

丕安一生倾注于教育
事业，在三尺讲台耕耘了
40余年，为社会培养了众
多优秀人才。

在口头中学、淄川第
二职业中专，他是一位忠
于职守、勤勤恳恳、满腔
热情教书育人的优秀美
术教师。讲台上，他深入
浅出，倾情讲授。学生全
神贯注。有爱好画画的
青年，请求听课，丕安一
时圈粉无数。他把自己
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如
饥似渴的学生们。他知
道这些孩子大部分来自
农村，家庭并不富足，背
负着上辈人的希望，希望
通过上学一方面造福社
会，一方面改变自己及家
庭的贫困处境。丕安每
每看到学生渴望求知的
眼睛，总觉得一股力量在
心中涌动。他不仅传授
知识，对家庭困难的学生
也是无私帮助。学生乔
建国考上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家庭无力缴纳学费。
丕安知道后，立即赞助
1200元，这是他当时一个
月的工资。

王善祥，在上海一设
计公司任职。他读高中
时，父亲去世。他说：“翟
老师帮了我很多，还激发
了我对艺术的热爱，挖掘
了我内心深处巨大的精神
力量，他对我的影响在某
些方面远远超过了我的父
亲。”

丕安不断探索美术教
学的内在规律，其论文《浅
议职业高中美术教学与任
务》获1995年淄博市优秀
论文一等奖，还有多篇文
章发表于省内外报刊。

暑来寒往，丕安送走
了六届高中毕业生，60多
名学生考入中央美术学
院、天津美术学院、西安美
术学院等高等院校。这些
学生接过了丕安的接力
棒，为艺术之美的传播而
奔走。

教学之余和退休以
后，丕安一直坚持国画、书
法创作和篆刻。

丕安先生是一位葆力
之士，为工作、为创作常常
夜而忘寐。几十年的力学
笃行，金石为开，成为活跃

在书画界的后起之秀。
艺术是人性的影子。

丕安所信奉的敬畏自然的
人文理念，寓于绘画之中，
既继承传统，又要提升中
国画的审美情趣，以此为
模，创作了许多作品。《孔
子见老聃》受邀赴“孔子文
化节”展出。《黄山北海烟
云》获第五届“黄山杯中国
当代书法美术摄影大展赛
金奖。《赵佶燕山亭词意
画》获“中国电影百年书画
大展”优秀奖。1995年为
山西元宵灯会制作徽标。
1998年为第五届山东省服
装年会设计徽标。许多作
品于省内外参展，并被各
地博物馆、艺术馆收藏。

山东艺术学院韩志
录教授对丕安的作品给
予极高的评价。他说，丕
安“以其独到认知和实践
将笔墨形式赋于纸素，作
品《大宁河》系列，《黄山
云海》《岳阳烟云》等就是
在他速写的基础上几易
其稿完成的，正可谓‘搜
尽奇峰打草稿’，同样也
是画家‘澄怀味象’‘迁想
妙得’的具体感悟和体
验。在作品《云涧泉韵》
《大宁河》中，画家以略带
俯视的角度构图，远山含
黛，整体的画面以青绿为
主色调，近景峰峦叠翠，
云烟秀逸，构图不求齐
险，用笔用墨苍润相济，
用线则如篆籀，瘦劲可
观，笔意轻若游雾，华艳
而飘荡，显示出一种清韵
淡静，气韵生动之美。”他
还说，“纵观丕安先生近
年来的山水画作品，我把
他的艺术特征概括为：

‘清静’‘素雅’‘致美’。”
丕安在长期的创作实践
中坚持天人合一的人文
思想，逐渐形成了自有的
书画风格。画家独有的
风格，是画家成熟的标
志，是画家长期摸索、实
践的结果，是画家多年心
血的结晶。

丕安的书法、篆刻也
成果斐然。

2021年，《翟丕安作品
集》出版。

画品即人品。丕安
为人处世磊落、豁达，秉
性耿直，嫉恶如仇，淡泊
名利。中年后，常常留一
山羊胡挂在瘦削的脸上，
沉稳、优雅；细高身材，如
竹之挺拔清秀。他行走
在人群中，你一眼就能挑
拣出来。就是这样一个
极其平凡的人，把日出日
落的灿烂美景记录在人
生的每时每刻，献给了他
的学生，献给了倾其一生
的书画。

丹丹青青描描绘绘的的人人生生

记忆中的“拉磨子”

□ 邵祺昌
传统农活有推小车、出大栏、耪茬

子、耕地、耢地等，有一种古老的农活
却是一般村庄所没有的，那就是“拉磨
子”。

冲山山脉的石质属于石英岩，是
生产石磨的好材料，而石磨是磨制煎
饼糊糊不可缺的器具。相信在以煎饼
为主食的地区，60岁以上的人都干过
推磨这种家务活。

生产石磨一般需要三道工序。第
一道是最基本的，就是上山采石打磨，
这时候的石磨叫“磨坯子”，即圆形粗
糙的石磨雏形。第二道工序是把“磨
坯子”运到中介加工地或售卖地。比
如，我们村把“磨坯子”运到王村火车
站准备外销平原地带，这“拉磨子”就
是运输的一部分。除了打石磨这个技
术活之外，把石磨从山上的石窝里运
出来就需要大智慧了，因为这一盘石
磨就有几百斤重，上下两盘石磨小者
四五百斤，大者七八百斤呢！第三道
工序就是石磨深加工，即加工成可以
磨煎饼糊糊的成品磨，也叫“做磨”。

“打磨”“运磨”“做磨”三道基本工序，
缺一不可。

在上世纪50年代胶轮手推车推广
使用前，石磨的外运一共分两道程序，
第一道程序是“放磨”，就是把石磨运
到山下的平坦之处，然后再考虑车载
牛拉的问题。这石磨做好以后，石匠
们要把每盘石磨顺着既定的“磨道”滚
到相对平坦的地方，这个活既要有力
气，还要有技巧，弄不好石磨就会滚出

“磨道”，那就需要重新把它滚到“磨
道”上。一旦石磨磕损而成了废品，那
可就前功尽弃了。另外，石磨是从山
上的石窝里自上而下滚的，陡峭之处
速度很快，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把石磨运到山下后，就要准备将
其车载牛拉运到火车站，这是第二道
程序。那时候没有胶轮手推车，用木
轮车运既笨重又费力，石匠们就用牲
口拉，所以就有了“拉磨子”这个词。
石匠们先把一对石磨“嵌连”在一起，
就是在石磨中间镶铁轴的地方，先用
柳木作木轴把两盘石磨紧紧地“嵌连”
在一起，再在石磨外面安上“木椁子”，
这“木椁子”有铁轴，铁轴正好穿在石
磨两侧中心的窝穴里，一对石磨被套
在了“木椁子”上，就可以用牲口拉着
上路走了。

因为大史村南的放牛沟是上下南
山的主要通道，所以那放牛沟成了“拉
磨子道”，出了大史村向西一直到曹古
村的“赶集道子”也是“拉磨子”的主要
通道。那些石磨在高低不平的道路上
东倒西歪慢慢前行，发出“咕噜咕噜”
的沉重响声。“木椁子”后面的一侧镶
着一个木把子，拉磨的人扶着这个木
把子掌控着石磨前行的方向，这也是
个技术活，弄不好不是崴了木轴就是
散了架。“木椁子”前面套上老黄牛，牛
在人的吆喝声中缓慢前进。

后来有了胶轮手推车，人们用手
推车就可以去石窝里装载石磨了。我
在村里干活的时候，就经常用手推车
从石窝里直接向王村或临池火车站送
石磨。“拉磨子”自此淡出了人们的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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