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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道雅拙 冲淡率真
钱雨亭其人其艺
周玉冰

我常想，为什么老一代画家留下来的作品总能打动人，经

受得起岁月检验。这与画画动机有关。过去，画子很难换到

银子，走上绘画之路完全缘自心灵的呼唤。因而，即使物质维

艰，画家也能生命不止，追求不息。今天，随着艺术品市场的

火热，许多人为银子挤进了这个圈子，心浮气躁，满脑子是运

作与钞票，作品自然是复制他人与自我。心不静，气不和，难

见情感与学养。

这样的大环境下，钱雨亭是值得观照的画家。他数十年

不计名利地画画，只缘以笔墨传达心性。走上绘画之路，完全

是发自骨子里的喜爱，什么名与利，与他的为人、他的作品无

关。他在窗前倾心笔墨，闲看云卷云舒。

不久前，我与书画摄影家张世柱一道拜访了这位了不起

的画家，很为他儒雅的气质和深厚的学养而折服。钱雨亭

193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钱家庄一个农民家庭，因为长兄钱选

青一本《马胎画宝》让他爱不释手，他一下子喜欢上了画画。

马胎就是马企周，曾任上海美专教授，善画人物、山水、花鸟、

走兽。钱雨亭不停地临摹画作，在幼小心田里撒下了艺术的

种子。1954年在上海新华中学毕业后，校方推荐他报考华东

美院，但因家庭经济困难，中途辍学。1956年，安徽去上海招

工，他便来到了合肥。命运很青睐他，让他在这里遇到了老师

张君逸，朝夕相处，情同父子。

张君逸是新安画派传人，父亲张翰飞为新安画派代表人物

之一，与黄宾虹、汪采白合称为“新安三雄”。 张君逸在安徽省

艺术学院当教授时，经长子张伯平引荐，看了钱雨亭的画，觉得

他有悟性有前途，便收为弟子。有了名师的指点，钱雨亭如鱼

得水。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他在传统文化里孜孜求索，从“四

王”入手，再上溯唐、宋、元，下至明清及近代诸家，尤其是在新安

诸家上用功最勤。

好的书画作品之所以打动人，是艺术家用丰富、深刻的笔

墨语言，来表现内心的感受，呈现出独特的情趣与意味。经过

长期的追求与探索，钱雨亭深得古人笔墨精髓，作品骨线精纯，

气韵疏朗，追求隐现开合的艺术表达，洋溢着雄浑、朴厚的气

息。他的画作，初看好看，细看更好看，耐得住品味，在看似纵横

随意的笔墨中，追求笔墨语言与内心感受的和谐统一。早在上

世纪六十年代，钱雨亭还是个青年，安徽艺术学院艺术系副主

任童雪鸿观看他的作品后，评价说：“作品呈现出的老道雅拙气

派，很难相信是一个青年人所为。”

人们都说，书画艺术讲求守正出新。守正则是要尊重传

统，守住文脉正宗，不哗众取宠；出新则是要求笔墨有时代特

征，体现个人情感。钱雨亭无疑是吸足了古人的笔墨营养，同

时又融入自己的心性体会。他随意点染间，吞吐氤氲而又冲

淡率真，充满诗意，具有正大气象。尤其是他身居斗室而绘就

的80米《黄山四季图》等长卷，气韵生动，笔墨精妙，真可谓咫

尺千里，气象万千。可以说，钱雨亭的山水画是自我人格和灵

魂的真实写照。

数十年默默耕耘，钱雨亭不为名去折腰，不为利而钻营。

他只尊重艺术的真谛，只追随自己的率真心性，不计岁月与艰

辛地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笔墨人生。

□徽印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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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雷池今何在？
葛文娟

□徽印象·地理

成语“不越雷池一步”几乎人人知晓，但这

个“雷池”在哪？许多人不一定知道。

古雷水源自湖北黄梅，经宿松串湖而流，至

望江县城东南积而为池，因地势低洼，江池相

通，烟波浩渺，故曰雷池，亦名大雷池。

古代，雷池地处吴楚交界，历来为军事要

津。孙吴曾设雷池监，东晋置大雷戍，南陈设大

雷郡。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历阳（今和县）镇

将苏峻联合寿春（今寿县）镇将祖约率师进犯建

康（今南京），江州（今九江）刺史温峤准备移师

东进，护卫京城。中书令庾亮担心荆州刺史陶

侃乘虚东下，遂在《报温峤书》中劝曰：“吾忧西

陲，过于历阳，足下无过雷池一步也。”自此，“不

越雷池一步”成为广为流传的成语。

南朝鲍照及唐李白、北宋黄庭坚等，都留下

名诗绝句，赞美雷池美景。鲍照的《登大雷岸与

妹书》是进入大学文科教材的名篇，对雷池四周

如此描绘：“南则积山万状，负气争高……东则

砥原远隰，亡端靡际……北则陂池潜演，湖脉通

连……西则回江永指，长波天合。滔滔何穷？

漫漫安竭！”

沧海桑田，随着岁月的流逝、随着泥沙的淤

积，雷池还是逐渐缩小枯竭了。尤其是同马大堤

修建后，许多圩田是古雷池的一部分。今天，望

江的武昌湖、焦赛湖、青草湖等是古雷池遗存。

古雷池遗存武昌湖

万壑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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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印象·文化

庐州酿酒业，为什么起于唐兴于宋？
周玉冰

酒的原料是粮食，农业

生产的丰歉状况、天灾人祸

的程度以及历朝历代经济

形势的动荡决定了酒业的

兴衰。历史上，合肥为兵家

必争之地，战事不断。唐宋

时期才社会稳定，生产发

展，因而出现了酿酒业。

栏目语：
安徽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之一，众多遗存显示了文明的

久远。无数先贤在徽皖大地创

造着种种神奇。安徽徽印象酒

业有限公司与本报联手打造的

“寻找徽印象”栏目将探寻安徽

文明之源，全新展现安徽文明之

光，寻找历史的记忆，寻找身边

的美景。请您用笔和镜头记录

安徽大地上的历史遗存、自然风

物、艺术珍奇、非遗技艺、故事传

说，作品将进行评选，颁发奖品

和证书，并集结出版。稿件请投

903552062@qq.com，咨 询

热线18656158321。

1 .三国混战让人口急剧锐减
夏商时期，酿酒技术已经发达，出现了专门的

酿酒师。但合肥地区有史可考的酿酒业出现在唐

朝，兴盛在宋朝。之前，为什么没有出现酿酒产业

呢？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王朝更迭频繁，战争频发，

合肥地处江淮之间，没有高山大河作为屏障，人口

动荡。老百姓疲于奔命，哪来粮食和兴致酿酒喝？

数据最能说明问题。史料记载，汉桓帝永寿三

年（公元 157 年），全国人口总数是5648万，经历三

国混战，到魏国合并吴蜀二国后，人口不到 600

万。《三国志》里就记载了故魏国的陈群对魏明帝

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

一大郡。”也就是说，当时全国总人口不到今天安徽

人口的十分之一。这数字让人看后心惊，我们的人

种都差点没了。

合肥地区的动荡程度可以想象了。

2.隋唐开始，合肥地区社会相对稳定
今天的合肥，曾经打出一张“三国故地”的名

片。这个提法难未必可信，合肥的三国元素怎比得

过陕西、四川、湖北一些地方？不过，三国时期，合

肥地区的战事也的确多，乃至一片萧条。公元201

年，刘馥受命来合肥造城时，从合肥以南到皖城（今

潜山）一度是无人区。三国后期，曹魏屯田，经济才

开始好转。西晋咸宁元年（公元 275 年），政府将一

批官奴婢送到合肥地区代替屯田士兵种水稻，生产

有了提高。有人写文章说这时合肥“风士时茂，皆

胜淮左”。查找最初文献，发现 宋《太平御览》引用

已佚的《庐江记》中有这句话。《庐江记》记载何时？

暂不得考，也就不敢枉下论断。

东晋南渡后，朝廷在大江南北设置许多侨州、侨

郡、侨县，安置南迁官民。合肥地区是侨置地区之一，大

量黄河流域人口流入合肥土地，他们带来了中原的生

产技术和文化，这种相对稳定的发展一直持续到唐宋。

“稻米流脂栗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这是唐代

贞观到天宝120年间国富民强的常见描述。影视作

品中就有安史之乱发生时，唐玄宗拔出的宝剑都生

锈的画面，可见“马放南山”真的有一阵子了。

这时期，合肥作为庐州治所，农副业、手工业和商

业贸易都有长足进步。《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庐州土

贡有花纱、交梭丝布等。”因为河流纵横，交通便捷，当时

周边各县的漕粮大多通过合肥水路运抵京师。

3.税率高，宋代鼓励酒业发展
宋代，虽然边关极不稳定，但作为庐州府治的合

肥，社会相对安定，商贸兴旺。北宋熙宁十年（公元

1077 年）合肥上交的商税多达50000余贯。即使在

宋金对峙时期，合肥周边开有许多用于交易物品的

榷场。宋代朱服《过庐州》一诗描绘道：“昔年吴魏交

兵地，今日承平会府开。沃野欲包淮甸尽，坚城犹抱

蜀山回。柳塘春水藏舟浦，兰若秋风教驽台。”

正因为社会发展了，庐州的酿酒业就兴盛起

来。前文已经说过，这时庐州的金城酒和金斗城酒

是全国名酒。当然，这酒是军厨酒。宋代政府为什

么鼓励酒业发展并且垄断生产呢？因为酒的税率

高。史料表明，北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 年）的酒税

收入为1164万贯，约占国库总收入的五分之一。

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同样是文学作品，词

人姜夔笔下的合肥则是这样的：“空城晓角，吹入垂

杨陌。马上单衣寒恻恻。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

旧相识。”“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马嘶

渐远，人归甚处，戍楼吹角。”有些凄凉哀怨了。

这是为什么呢？姜夔生活时期，合肥地区至少

发生两次战争。绍兴四年（公元 1134 年）冬，金兵5

万入侵淮南，占滁州，进逼合肥。7年后，金兀术率

10万余精锐骑兵强渡淮河，破寿春后占据庐州。随

后，南宋名将刘琦大败金兵，收复庐州。此战后，宋

金于1141年缔结“绍兴和议”，之后宋金两国基本

上维持了和平局面，也为地处江淮的合肥地区带来

了安定。杭州那里是“暖风熏得游人醉”，合肥自然

也是水自流来酒自香。

资料图片：把酒话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