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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辛先生：仁者寿而乐
·高秀芹

2024 年的春天总是暖和不起来，
“三八”节过后才有春意盎然的感觉，明
媚浩荡，天朗气清。我坐在春风里想着
或近或远的人和事，有一份现实逼仄中
的辽阔。忽然收到翁图先生的微信：

捐藏荷珍品二百余件以荷化心彰亮
节

计登岱佳话四十多次崇岱为魂显高
风

痛悼杨辛贤哲
老友翁图敬挽
杨辛先生仙逝了！
欣欣然的情绪陡然停了下来，想起

十四年前跟杨辛先生的一段温暖交往。
那时我们都住在北大中关园，经常在园
子里碰到。他给我的印象特别谦和友
善，老远跟他打招呼，他很和善地笑着点
头，很用力、很郑重其事，让人感觉心里
很温暖。德艺双馨的美学家和书法家就
在邻楼住着，我怎么也要去拜访一下。

知道杨先生酷爱莲花，我带了一盒
青岛产的睡莲花茶，也算气息对了。楼
道很黑，开门便看到屋子里堆了很多东
西，还没有进屋就闻到了墨香。杨先生
很客气地引我到书房，书房中间一张大

桌子，有堆在一起的画卷、书籍，还有几
盆兰花。我坐在沙发上，杨先生坐在一
个小凳子上，很谦和地跟我说话。

杨先生兴致很高，他的眼光清澈、淡
远，很随和地笑着，对于我的到来，表达
了很诚恳的喜欢。他谈自己、谈自己的老
师和师母、谈书法、谈朋友、谈快乐……
他说自己二十年来没有一天不高兴的，
因为他找到了一套快乐的方式。他说他
美国有个同学，总是想负面的东西，过得
很不快乐，他就给这个同学写信，说了一
句话：“不要让烦恼侵入你的生活，因为
就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享受生活都不
够用的。”他说这句话时一个字一个字咬
得字正腔圆，我感觉到他对人生的参悟
和理解，对生命和快乐的珍视。这个同学
把这句话写下来，开始变得快乐起来。杨
先生接着说：“人生都有不如意、不快乐，
但是要处理，有时要用理性来处理，处理
最好的方式是忘掉，把不愉快的事情统
统忘掉。快乐就像一锅沸腾的水，不快乐
的事情就像一小杯水，小杯水倒在大锅
里就不见了。”我被他这个比喻逗得大
笑，杨先生也爽朗地大笑起来。杨先生
说：“小高你笑得比我还响啊。”

我问杨先生日常是不是骑自行车？
因为有一次，我看见挺像杨先生的人骑
着自行车出了中关园北门，我有点看不
真切，好奇一个80多岁的老人竟然把自
行车骑得飞快。杨先生说，“也许就是
我，我经常骑自行车。”并说刚参加完社
区的乒乓球比赛，“你猜我得了第几名？”
我还没有来得及猜，他就说：“亚军！老
年组80岁以上的只有2个人参加。”我们
又大笑起来。这一次他的笑声比我响
亮。

杨先生是徐悲鸿大师的学生。他说
自己已经88岁了，师母廖静文比他还小
1岁。有一年他去看师母，师母很重感
情，一定要送杨先生，送了好远好远，后
来说了一句很动感情的话：“徐先生的学
生也剩得不多了。”杨先生说这句话时，
我感到他声音里饱含着巨大的深情，我
仿佛看到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杨辛先生生平喜欢泰山和莲花。他
认为二者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泰山代
表着阳刚和气魄，是硬的；莲花代表着高
洁和优美，是柔的。他一辈子40多次登
泰山，这个数字让我顿生敬意。他指着
后边的一幅书写泰山的墨宝，大声读着：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泉
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之怀，
华夏之魂。”我感觉到他柔和声音里的巨
大力量。说完泰山，他又谈起自己的爱
莲之情，他多年收集各种莲，爱莲成癖，
为此花费了生平的积蓄。他转身到里
屋，捧出几个锦缎盒子，很庄重地打开，
里面都是莲花图案的和田玉，温润精细、
妙不可言。他已经收集了百件以上不同
样子不同器具不同质地的荷花艺术藏
品，要全部捐献给北大。他谈荷花时，语
气很柔、很轻，赤子之心、星斗其书。

我怕先生疲劳，赶紧起身告辞，他从
案子上拿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画，是一
个一笔写成的“春”字。他给我讲这个

“春”字，有线条的粗细、有墨的枯瘦、有
曲折回环，看起来就像一个正在春风里
舞蹈的姑娘。吴良镛先生说这个“春”字
好像一个大提琴手。我说很有动感，风
姿绰约。他指着那些泼洒的绿点说，这
些是春天带来的绿意。他早画好了，只
写了一句：“碧玉妆成一树高”。然后他
拿了小笔，蘸了墨，继续写下去：“万条垂
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
似剪刀。”他写得很自如、自在、随意，最
后题上：“杨辛，八十又八”。他写完后笑
了笑说：“米寿了。”这幅“春”字一直是我
的珍藏，是杨先生送给我的喜悦春天。

从杨辛先生家出来时，月白风清，秋
凉如水，我走在树影婆娑的院子里，感觉
自己也是快乐的。为什么不快乐呢？快
乐是一种能力，希望我一辈子拥有这样
的品质，快乐并且满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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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甲辰龙年刚开始，3月 8日
便看到北大哲学系发布的讣告——德高
望重的杨辛先生已于3月7日深夜仙逝。

屈指算来，杨辛先生已是 102岁的
高龄老人，他的离去应该是情理之中的
事情，并不太令人感到意外；然而，杨辛
先生的高风亮节，实在是感人至深，也深
深地熔印在我心中，久久不能忘怀。这促
使我拿起笔来，记下我对杨辛先生人格
境界的敬仰与追思……

杨辛先生生前身后，可谓好评如潮：
称之为“著名美学家”，或誉之有“德艺双
馨的至高品格”，评价他为“哲学家、美学
家、书法家”……这些评论各有所据、各
有道理，却仍嫌不足，仍不足以表达我心
中对杨辛先生的敬仰之情，仍觉不能充
分展现杨辛先生独特的人格境界——他
是中华民族复兴时代中国共产党、新中
国造就的新一代学术大师，是千呼万唤
民族魂的美学家！

杨辛先生之所以能达到这种独特的
精神境界，并不是偶然的，有其人生理想
作为思想基础，更有徐悲鸿、董希文这两
位中国现代艺术大师留下的思想基因。
在抗日战争烽火中，青年杨辛毅然决然
地投笔从戎，参加中国赴缅远征军，誓死
以身许国。抗战胜利后，他以第一名的优
异成绩，考取了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师从
的正是两位艺术大师：一位是以“奔马
图”名世，唤起民族精神的徐悲鸿；另一
位则是以《开国大典》传世，打动了毛泽
东，被称为“有思想”的画家董希文。这两
位大先生的特点，就是不仅献身于绘画
艺术，而且志在以呕心沥血的艺术创新，
唤起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为中华
民族站起来树起了精神脊梁。这是杨辛

先生美学思想的独特源流、独特学脉、独
特基石，滋养孕育了美学思想独特的中
国学派、北大学派。

1956年，“三十而立”的杨辛作为北
大副校长汤用彤先生的学术助手，来到
北大哲学系工作。也正是在此前后，远见
卓识的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冯定到北
大哲学系，试图以“一体两翼”的总体框
架，重新展开北大哲学系的学科体系建
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展开

“中西哲学”和“科技哲学”两翼，共同推
动富于时代精神的哲学创新。与此呼应，
杨辛在老一辈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邓
以蛰的支持下，创建了第一个美学研究
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美学引入美学
研究，并与中西美学思想融合起来，从而
开创美学理论、美学教育、美学实践的新
天地、新境界，直至改革开放的新时代。
在西方美学中，尤其是康德以来的现代
西方学术中，“真”是哲学认识论对象，

“善”是伦理学对象，“美”是美学对象，三
足鼎立、各不相通。杨辛先生带头倡导融
汇“中西马”、打通“真善美”、“以美引真，
以美导善”，以此达到美学和人生新境
界，由此推动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革新，
让中华民族复兴首先挺起精神脊梁。

我是 1982年来到北大哲学系的，80
年代和杨辛先生接触并不多，90年代接
触明显增多了，其中一个重要契机就是
杨先生将倡导泰山美学、泰山精神作为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美学象征、文化符
号，并希望我能协助他做点事情。高龄的
杨辛先生不顾路途艰辛、身体疲劳，先后
30多次（一说 80多次）亲自登临泰山之
巅。他还以精湛书法，创作了以泰山精神
呼唤中华民族魂魄的《泰山颂》，或叫《泰
山精神颂》：“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
为骨，清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
天之怀，华夏之魂。”在这里，“华夏之魂”
这四个字，正是杨辛先生如此钟情于泰
山的点睛之笔，可谓直抒胸臆，为我们深
入理解其美学哲学思想真谛，提供了一
把金钥匙。这幅《泰山颂》不仅镌刻在泰
山的山间路径上，还被人民大会堂收藏，
悬挂在一个会议室大厅的墙壁上。杨辛
先生曾嘱我，能否在北大哲学系或整个
北京大学内组织一个类似泰山之友学社
式的组织，让这项活动持续开展下去，能
够通过彰显泰山精神，弘扬中华民族精
神。我欣然受命，开始做些功课，认真学
习杨辛先生关于民族精神的闪光思想；
但终因手头工作太忙，一直拖了下来，至
今引以为憾。

杨辛先生晚年还花了约 30年时间
与多年积蓄，身体力行地倡导荷花精神，
其思想主旨不仅在于倡导君子人格，而
且意在塑造“真善美统一”的人格境界、
民族精神。正像陶渊明独爱菊、周敦颐独
爱莲一样，杨辛先生对荷花情有独钟。他
在二三十年间，节衣缩食，先后搜集了古
今中外的 136件荷花艺术珍品，视若珍
宝。为此，他还以荷花精神为主题，筹办
了一个荷花精神艺术藏品展。这个展览
之后，他把这 136件荷花艺术品全部捐
给了北大，创办了“北京大学荷花艺术藏
品展馆”，该馆成为北大乃至北京市以

“立德树人”为主旨的育人基地。更有甚
者是，他还拿出多年积蓄，创立了“杨辛
荷花品德奖”。杨辛先生说了一句话，再
次画龙点睛，点明了他力倡荷花品德的

思想主旨与精髓要义：“‘品德’这两个字
很有分量，荷花品德奖就是灵魂奖。”

2008年，在首都北京首次举办了奥
运会。我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在北京生
活 60年。我和儿子王放先后花了 6年时
间，实地考察数百次，写成《北京魅力
——北京文化与北京精神新论》。我跟杨
辛先生说起了 2008北京奥运会在中华
复兴中的特殊历史作用。我认为，中华文
明、民族精神重新融入当代世界历史有
三大里程碑：1971年，新中国重新成为
联合国 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是政治标
志；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经济
标志；2008年北京奥运会，则是文化标
志。因而，我恳请杨辛先生为这本新著题
辞。已是耄耋之年的杨辛先生深表赞成，
精心写成了一个大横幅，长达两米、宽近
一米，共分两行，十六个字：“北京魅力，
献给奥运；北京精神，走向世界”。

2023年适逢黄枬森先生逝世 10周
年，我和徐春、黄萱等人，在北大哲学系
领导支持下，于北大校史馆筹办了“守正
创新——当代哲学家黄枬森生平纪念
展”。“守正创新”这个提法是在 2001年
庆祝黄枬森先生八十华诞时首次提出来
的，后来成为新时代的精神标识，这次又
成为展览主题。怎样使之更醒目、更吸
引人、更有魅力呢？我提议，请著名美学
家兼书法家杨辛先生为之题辞。可是，

杨辛先生已是101岁高龄，又远在海南，
时间紧迫，没有把握，只能试试看了。没
想到的是，杨辛先生不仅满口答应，而且
很快寄来了墨宝。“守正创新”四个大字，
端庄秀丽，又不失遒劲之风，可谓独具丰
采。

杨辛先生还曾多次深情地对我说
起他对北大精神、民族精神的独特理解
与美学表达。他说，他曾徜徉在北大燕
园，徘徊思索，试着用两句诗、上下联，来
表达其精神境界。首先想出的是第一句
作为上联：“顶天立地博雅塔”。而下联是
什么呢？却还未能找到恰当语句。以后又
流连在未名湖畔，反复游走，终于又补上
一句作为下联：“涵珠蕴玉未名湖”。在这
里，上联“顶天立地博雅塔”，与《周易·乾
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相呼应；
而下联“涵珠蕴玉未名湖”，则与《周易·
乾卦》“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相呼
应。这不既是北大精神的写照，又是中华
民族精神的写照么？

想到这里，好像有点走近杨辛先生
的心灵深处、灵魂深处，有点接近这位大
先生独特的精气神。或许可以说，我们应
当从这个新时代、新高度，来重新认识杨
辛先生的人格境界、美学理论、人生实
践，重新发现其独特价值、独特意义、独
特魅力。看来，要真正达到这一目标，还
要走很长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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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为人清简、和乐坦易、粹然
中和。与先生坐在一起，总有一种如
沐春风之感。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个冬天，恰
在春节前夕，往先生家中问安拜年。
在先生狭仄的书房中、过道里，满满
挤着先生收藏的各种荷花艺术品。
先生饶有兴致地一一翻检、介绍，看
他沉浸其中的神情，真如赤子一般，
恳挚而又真纯。临别，他坚持送至楼
下，并拱手道别：“代向嫂子问好！”
先生并没有一丝开玩笑的意思。我
与先生之年龄，相差半个世纪，这一
句问候，令我感怀至今。先生温厚敦
朴之人格，亦永远刻印在我心里。

先生一九二二年生于重庆。先
生身上，自有一种山城人刚毅、达观
之气质。先生少孤苦，十二岁即失去
双亲，“无父何怙，无母何恃”（《诗
经·小雅·蓼莪》），常栖身茶馆、破庙
之中，饱受颠沛之苦。十九岁，先生
亲历日寇对山城进行“疲劳轰炸”，
目睹朝天门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死难
者，内心悲愤难平。二十一岁，先生
入南开中学，遇终生好友汤一介。二
十二岁，先生与二十余位南开热血
青年，报名参加印缅远征军。记得有
一次在饭桌上，先生还跟我们说起
抗战胜利前夕，他随远征军长途跋
涉回国之情景。返国途中先生听闻
这支军队就要被调往东北打内战，
于是跟几位同学搭车由曲靖逃往昆
明，幸被好友汤一介先生的父亲、西
南联大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收
留。五十年代，汤用彤先生又将杨辛
先生调到北大工作，任自己的学术
助手。先生终生感戴恩师汤用彤先
生与师母之关怀，晚年写下十六个
字：“春风化雨，绿草如茵，燕南庭
院，有我双亲。”我不止一次听先生
说到汤用彤先生，感恩之情溢于言
表。

我每次去登泰山，都会拜瞻镌
刻在山石上的先生手书《泰山颂》。

“高而可登，雄而可亲。松石为骨，清
泉为心。呼吸宇宙，吐纳风云。海天
之怀，华夏之魂。”笔法苍雄劲健，真
有云横岱岳、海天苍茫之感。先生寥
寥数句，将泰山之文化品格讲得十
分透彻。古今言泰山者多矣，然而以
如此简约之笔，即将泰山之神韵勾
勒得如此深刻精到，先生堪称第一
人。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六日，与杨辛
先生等老一辈学者小聚于博雅酒
店。杨辛先生谈及《泰山颂》以及泰
山精神对其生命之滋养。先生五十
多岁之时，身染重病，体重降至四十
三公斤，精神一度颓唐，然而泰山精
神鼓舞了先生，助他走出生命之低
谷。此后数十年，先生登泰山近五十
次，他在攀登泰山的过程中体悟泰
山行健不息、坚韧进取、厚重包容的
精神，从而突破小我、拓展心胸，提
升了自己的生命境界。一九八六年，
先生参与泰山申请世界文化和自然
双遗产，所撰《泰山的美学考察》一
文，融进了自己宝贵而独特的生命
体验。可以说，泰山拯救和振拔了先
生之生命，也重塑了先生之心灵与
人格世界。泰山精神与先生之人格，
已融为一体。

二零一一年十月九日，我与杨
辛先生、张振国先生同游凤凰岭，在
友人之山庄喝茶闲叙，颇为惬意。先
生讲到他的“圆生命观”。他说，“生
命不是一条有起点有终点的直线，
生命是个圆，处处都可以是新的起
点，没有所谓“终点”。就是在这个循
环往复、无始无终的过程中，人的生
命才会不断有新的境界。即使人的
肉体消失了，也是以另一种形式融
入到世界的“大生命”之中。”那天先
生为友人手书《登鹳雀楼》，看到先
生极其专注地奋笔疾书，我感受到
他愈老弥坚的精神意志。先生写字
时那种凝神定志、似乎将整个世界
都置之度外的姿态，很令人感动。先
生晚年写了一首述志诗：“人生七十
已寻常，八十逢秋叶未黄。九十枫林
红如染，期颐迎春雪飘扬。”那种豁
达与坚韧的生命力，不是矫揉造作
出来的，而是经历了千死百难锤炼
出来的。他真正参透了生命，达到一
种廓然大公的境界。他说：“春为岁
之始，夏乃春之生，秋是春之成，冬

实春之藏，是谓长春。”先生将泰山
精神用一个字概括，即是“生”，生生
不息，至诚无息，永远怀着一种至诚
的心态，永远怀着一种赤子式的天
真，从而超越个体功利、超越生命苦
难。

先生的心态洒脱，有一种魏晋
人的自在风度。二零零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燕园书画协会在北大工
会会议室（生物楼）举行新年笔会，
先生欣然前来，与大家谈笑风生。当
年先生已经是八十七岁高龄。我问
先生，是不是家人送您来的？先生竟
然说是自己骑自行车前来的。与一
众晚辈在一起，先生仍旧是那么谦
逊低调，称自己还要在书法上不断
学习，近来正在习练隶书。一个年近
九旬的老人，仍怀着一种勇猛精进
的精神，孜孜不倦，不断提升自己，
着实令人感动。后来，我在校园中看
到先生题写的“北大人文学苑”（在
哲学楼前面），用遒劲厚重的隶书写
就，始知先生先前所说并非虚言。二
零零八年之后先生多次举行书法展
览，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
在北大图书馆参加“杨辛书法艺术
展”开幕式。先生米寿之年，精神矍
铄，他的恩师徐悲鸿先生的夫人廖
静文女士以及雕塑家钱绍武先生等
讲了话。先生在致辞中深情地回忆
起一九四六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
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并师从徐悲鸿、
董希文两位先生的往事。当年先生
在北平艺专还是学生运动负责人之
一，参与和领导了北平“反饥饿、反
内战、反迫害”游行示威活动。二零
一零年十二月七日，我又在中国美
术馆参加了“美伴人生——杨辛书
法展”开幕式。廖静文、张世英、汤一
介、袁行霈、钱绍武等先生参加。我
写了《瞻杨辛教授书法展作赞》：“赤
子之真，文人之趣；丈夫之气，儒者
之风；冰雪之操，松柏之质；清莲之
香，泰岱之德”。先生既是一位儒雅
的学者与文人，又是一位坚定的爱
国者，是一位充溢着强烈爱国情操
的志士。他毕生执着于弘扬荷花精
神，弘扬泰山精神，这些精神，实际
上都是他的大丈夫人格的体现。二
零一二年，先生九十大寿，写下六句
感悟：“凭艺术而赞美，登泰山而悟
生，赏荷花而好洁，重友谊而贵诚，
崇奉献而知乐，爱人民而怀恩。”

二零一五年一月十六日，培文
书院在中关新园举行“曲水流觞，翰
墨北大——‘八零九零’诗书雅集”。
几代北大人同堂，其乐融融。“八零
后”谢冕先生率真开朗，岳黛云先生
清澈淡雅，“九零后”杨辛先生温厚
圆融。席间笑声不断。这是一个多么
值得珍视的美好时刻！如今，杨辛先
生驾鹤西去，我们再也听不到他的
略带沙哑的爽朗笑声。然先生之高
洁人格，必与泰山同寿。

岱宗巍巍岱宗巍巍 荷风长馨荷风长馨
———深切缅怀杨辛先生—深切缅怀杨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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