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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4年7月27日，对大多数人而言，也许非常普通，但这天，对于一位历经沧桑的世纪老人来说，却有
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这一天，是伟大的国学大师启功先生92岁寿辰。
92年的风风雨雨，92年的悲喜离合，92年的孜孜奋斗，造就了学贯古今、通绝国粹的儒者——启功。
这，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骄傲，更是华夏大地永远值得珍贵的财富！
    当天，在鲜花掌声人流的簇拥之下，启老显得格外精神矍铄，面对前来祝寿的人们，他双手抱拳，
深情地说：“我无德无才，却招惹这么多的人来祝寿，惭愧和感动的眼泪直往肚子里掉，哪怕活到最
后几分钟也要将有限的学知呈现出来给后人。
”    时光无情。
岁月无情。
    一年后的6月30日，在那个静谧的夏夜，离93岁生日仅二十多天的启老却撒手人寰，乘鹤西去，永远
地离开了敬他爱他的亲朋挚友、学子晚辈，留给人们无尽的缅怀与思念，留给世界无穷的遗憾与唏嘘
。
    八宝山的灵堂里，在低回起伏的哀乐声中，启功先生的遗像在绿叶鲜花丛中笑对众人。
圆圆的脸庞上，依旧是那熟悉而亲切的笑容。
    世间的不舍，启老知道；人间的温情，启老难弃。
年老体衰，先生已不能执笔挥毫、书写江山；著述未能完全整理留给后人，薪尽人亡、空留遗恨；什
刹海如潮的人流和美丽的风景，也最终没来得及去看上一眼⋯⋯启老就这样走了，我们只能挥泪送别
。
    但若是生命的存在已无力绽放地如夏花灿烂，那么，离去或许是一种解脱。
而后人，依然可以在追寻先生前行的步伐和足迹中，找到他留下的珍贵的遗产，这并非不幸。
    如此，也就释然。
    一、高山仰止    启功先生是一位鸿儒大师，他既是中国当代著名的书画大家，其旧体诗词也享誉国
内外诗坛，有着诗、书、画“三绝”之称。
    其诗词，典雅工整，思深语隽。
从小受到良好诗词训练的启功先生，还坐在祖父腿上时，就已经开始背诵古典诗词，多年深厚的积淀
，呈勃发之势，也成为其创作不竭的源泉。
诗集《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的出版，更使他在当代诗坛的领军地位无人能撼。
    其字，隽永而兼洒脱，被誉为“中华第一笔”。
启老早年师从吴熙曾(镜汀)先生学习书法，常年临古帖、练笔法，更兼“文革”时被迫抄写大字报，
竟练成“独家笔功”。
正因为此，启功先生的书法自成一格，外柔内刚，既潇洒娟秀又风骨凛然。
有人称他是“采百花之精英，酿自我之蜂蜜”，有人赞他成就堪与“书圣”王羲之比肩，更有人说他
是“书法史上继赵孟頫后的又一高峰”。
无论外界如何评价，启功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就都是不言自明的，他在当今时代一枝独秀，又有谁能望
其项背！
    其实，启功自认为“画比字好”。
国画是启先生又一绝技。
从小对绘画情有独钟的他曾受业于博通画史的贾羲民先生和齐白石老人门下，中年时就在画坛小有名
气，晚年更是声气大噪，名播海内外。
启老是我国国画界的一大高峰，而其诗、书、画三管齐下，互耀生辉，更是成为艺术界的精品，有谁
不为能拥有启老的真迹而骄傲！
    然而，就像钟敬文老先生生前所赞誉的“先生自富千秋业，世论徒将墨法夸”，启功先生的成就决
不止于“诗、书、画”，他博学宏通，成为任何一个学科都无法容纳的天才。
    作为一名学术大家，先生的诗词理论精辟独到，在文物鉴定上也是独具慧眼，他精通古典文学、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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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学、文字学、训诂学、古代文献学，甚至包括历史学、哲学、佛学，集众家之所长，因而能成一家
之言。
真正的大师是没有边界的，启功先生就像浩瀚的大海，深远而宽广，而芸芸众生如我们，只能望洋兴
叹；他又像巍峨的高山，矗立于我们眼前，永远无法超越。
    而今，一位大师离去了，一个时代即宣告结束。
    二、人淡如菊    作为一名“国宝”级人物，作为人人敬仰的国学大师，启功先生对待身外名利异常
淡然，那种超脱淡远的气度，恰似一朵散发着淡淡清香的秋菊，高洁，卓然独立。
    启老的幽默历来被许多人所津津乐道。
他曾自嘲自己是“拨倒(博导)”——“一拨就倒，一驳就倒”，也是“不急(部级)”。
当别人对他的成就赞誉有加时，他还会反问一句：“我到底哪儿乖啊”？
由于年事已高，加之体弱多病，面对每天慕名而来的访客，启老不堪其扰，只好在门上贴一“拒客令
”，但即使是这样，他还不失幽默地告诉来人“大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在众人心中，启老永远是一位幽默而可爱的老人。
    面对世事，启老从来宠辱不惊，他的宽容是有口皆碑的。
对待曾在“文革”中诬陷他的人，他不仅没有指责，反而安慰说“不过是在演戏，演完了，何必放在
心上”；当他看见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挂着数不清的“启功字画”赝品，却哈哈一笑，从不深究，还
称赞说“比我写的好”。
这样虚怀若谷、包容无际的人格魅力，正如陆昕所说，“先生胸中正是以宇宙无穷大为中心来看待世
间万物，故心里常能坦荡无忧”，“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不正是他人格的写照吗？
    启功先生大概是为数不多的愿意给普通人赠送字画的大师之一。
无论身份高低，只要别人有求，启老必应，尤其是那些曾为他服务过的护士、司机，启老都愿意赠送
自己的书画作品以示感激。
如此一位平民大师，在盛名之下却又有着一颗平易的心。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真正博学之人都是谦逊的。
面对外界颁授的各种头衔，启老始终不以为然。
而他自始至终自称“教书匠”，也很愿意别人叫他教授。
他把教书育人当成其一生的事业，他的心完完全全奉献给了一代又一代学子。
从教七十余年的他，八十多岁高龄时还不顾病体，坚持给学生上课，亲自指导研究生。
在他的谆谆教诲下，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杰出学者和专家。
启老很关注贫困学生，他个人曾将自己积攒多年的书画作品义卖，设立奖学金以奖励资助师大学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这片园地里，启功老先生给世人树立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楷模。
    启老有一方砚，上有铭文“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启老正是以此督责自己的立
身行事，而“坚净”就是启功先生一生孜孜以求的人格最高境界。
    三、情重如山    启老平静如水的外表下，跳动着一颗重情重义的心。
对待一生中的两个“知己”——恩师陈垣和妻子宝琛——他始终怀着深深的眷念，那是发自内心的真
情和比山高比天阔的挚诚，更是平静的大海深处不为人知的激浪，涌动着最感人至深的情意。
    陈垣是第一位发现年轻启功“写、作俱佳”的伯乐，他曾多次推荐启功进学校教书，解决启功的生
活困难；在人生的重要关头，他总会像父亲一样为少年丧父的启功指点迷津；一句“我亦孤儿也”，
让启功泪下沾襟，感佩至今。
多年以后，每当回忆起往事，启功都会说：“当时师生之友谊，有逾父子。
”    正是这样一位知恩图报的赤子，始终不忘“一枝一叶报春风”，也终身铭记恩师的教导——做一
名优秀的教师，、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
正是出于对陈垣老师的怀念，启功在把卖字画的钱攒足了设立奖学助学基金时，坚决不用自己的，而
是用恩师名义——陈垣的书斋名而定为“励耘”。
师生情谊，永远是启功忆深处弥足珍贵的一部分。
    早年的启功，无论经历怎样剧烈的暴风骤雨袭击，始终都能安然度过，并多次由人生低谷再次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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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这其中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功不可没，那就是启功的此生挚爱——妻子宝琛。
他们之间真挚、纯洁、深沉、持久的爱。
在40年相依为命互相搀扶共同走过的风雨历程中，像一杯陈年老酒，历久弥醇，幽香如缕。
而在启功心中，那更是一首孤婉哀绝的爱情绝唱，饱含着“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坚
贞与悲凉。
    早年，为了让丈夫安心工作，宝琛独自一人承担起照顾启功母亲和姑姑的重任；面对着家徒四壁，
作为妻子的她如何能给丈夫做点好吃的，还把变卖自己的首饰给启功买书；在“文化大革命”那段黑
暗的岁月里，宝琛瞒着所有人，冒险将丈夫心血凝聚而成的书稿字画悄悄收藏起来⋯⋯没有妻子的默
默支持，也就没有启功先生一代大师的地位，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只能用一个字来诠释：爱。
所有的苦难，在爱面前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然而，正当70年代云开见日之时，这位操劳一生、奉献一生的女子，却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的家庭和亲
人，面对此情此景，怎能不让人黯然神伤！
    是的，启功同样深爱着与自己风雨患难的妻子。
在外人面前，启老始终称宝琛为“贤妻”并将她引为“知己”；妻子生病之时，启功每天往返于医院
和学校，一边工作一边细心照顾妻子直到病逝；宝琛离世后，启老坚志不再续娶，面对说客盈门，他
却丝毫不为所动，多年孑然一身地度过漫漫岁月，忍受着孤寂的晚年；每到农历新年，启功都会去看
望妻子，并“带”她回家；甚至在弥留之际，先生还一再叮嘱：“要和宝琛合葬，我们来世还做夫妻
。
”一份终身不渝的情感，一颗坚贞不贰的磐石之心，一位苦苦守候的孤寂长者，又岂是现代朝三暮四
的红男绿女所可以理解？
！
    四、坎坷历程    启老辉煌而灿烂的一生中同样经历过悲愁哀痛，人生的际遇沉浮阴晴，他的命运也
坎坷多蹇！
那一段段酸楚而痛苦的经历，总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揪心的疼痛中，而每一次回忆，都只会加深心灵
的创痕，正因为此，晚年的启老一度坚持不写自传。
    往事不堪回首。
    启功出身皇族，贵为帝胄，又是一线单传，本应享尽荣华富贵、万千宠爱。
但家族的没落注定了所有的一切只能成为假设。
往日的高贵荣耀，只是过眼云烟，早已灰飞踪灭，而动荡中的家也日渐破败。
更为不幸的是，启功不到一岁，正值壮年的父亲就因肺病离世，这仿如大厦在瞬间轰然坍塌，只留下
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年幼的启功，注定一生伴随着不幸。
10岁时曾祖、祖父相继去世，母亲和终身未嫁的姑姑成为他阴霾童年唯一的依靠。
他中学未毕业便被迫辍学，靠教家馆度日。
有幸遇到恩师提携，却因学历不够屡遭辞退，历尽挫折委屈。
正值盛年之时却不幸被划成“右派”，看尽人间冷暖。
一切的一切，在启老心底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影响着他的一生。
    阴霾过后，本以为从此拨云见日，不再担惊受怕、终日惶惶，但，举目四顾，亲人俱已离世，双鬓
亦已斑白，物是人非的凄凉，静夜孤灯的煎熬，成为启功心底最深的痛楚。
晚年丧偶，膝下无子，启老内心的悲凉该向谁诉说？
“吟成七字谁相和，付与寒空雁一群。
”知音不再，弦断无人听，这才是人生最大的悲哀啊！
    晚年启功最大的心愿就是功成身退，安享晚年。
然而，享有盛名的他面对络绎不绝的访客，却欲拒不能。
终日俗务缠身，为他人做嫁衣裳，被人当作赚钱谋利的工具，有谁能理解老人心中的期愿？
喧闹之处，谁会在意一个老人的心声？
也许只有躺在孤寂墓地里的亲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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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由想起了启老生前所作《痛心篇二十首》中的诗：    枯骨八宝山。
    孤魂小乘巷。
    你且待两年。
    咱们一起葬。
    五、逝者无言    摆脱人间牵扰，远离世俗纷乱，忘却虚浮名利，启老永远地闭上了双眼，他终于可
以安息了。
    躺在鲜花丛中的启功先生接受着众人的吊唁和缅怀，他听不见悲哭悠长，也看不见愁容惨淡，或许
，在世界的另一端，他那孤苦的灵魂终于能和久别的亲人重逢。
近半个世纪的离别，该是多么漫长而孤苦的煎熬！
    有人说：死是另一种生的开始⋯⋯    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
    所以，所有的哀悼都是无力的，所有的悲恸都是苍白的，我们只有祝福。
生如秋菊，逝如流水；来时无言，去时沉寂——这就是生命的真谛。
    谨以赵朴初先生临终前的偈语奉祭：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
    花落还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
谁欤安息？
    明月清风，不劳寻觅。
    唯愿灵魂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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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他的学术成就似乎难以纳入现有的世界公认的学术价值体系，但他称得上是一位合格的“国学大
师”。
他在经史子集、诗书画艺、文物鉴定、语言文字学、哲学、音韵学、训诂学、历史学、文献学、版本
目录学、红学等领域，都有独到之处。
北京师范大学评他为“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
　　他就是启功。
“一拳之石取其坚，一勺之水取其净”是启功珍爱的一方藏砚的铭文，“坚净”二字也就成为他的书
斋名。
先生修炼一生，笔耕一生，遭大苦难而“悲天悯人”，心藏“苦情”而博爱众生，“笔随意到平生乐
，语自天成任所遭”。
《佛心妙手(启功)》为其传记，记录了其生平事迹。

　　《佛心妙手(启功)》讲述一个皇族后裔，学为人师，谦逊豁达，集诗、书、画，鉴于一身，被称
为“国宝”的老顽童——他，“坚净翁”启功。
本书由晓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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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暂时的宁静和永久的震撼
　六、飞扬与惆怅
　七、无法忘却的记忆
　八、拒绝温习烦恼
第八章　曾经沧海难为水
　一、一生的姻缘
　二、叫一声“姐姐”
　三、不止是“信任”
　四、生活伴侣
　五、文章知己
　六、故人已乘黄鹤去
　七、曾经沧海难为水
第九章　学者启功
　一、“二十四师”和《二十四史》
　二、一语惊醒梦中人
　三、出书的艰难
　四、天道酬勤
　五、兴趣的转移
　六、学术的窘境
第十章　教师启功
　一、中学毕业的博导
　二、行为世范
　三、不忘社会责任
　四、“励耘奖学金”见证师生深情
第十一章　诗人启功
　一、惊人的记忆力
　二、诗词创作
　三、《鹧鸪天?乘公共汽车》八首
　四、《痛心篇》二十首
　五、生死乃如身外事
　六、“诗言志”
第十二章　书画家启功
　一、画家梦的破灭
　二、勤练书法以雪耻
　三、启功谈书法
　四、独特的“大字报体”
　五、“礼品制造厂”
　六、老好人也会愤怒
　七、书画兼擅的名家
第十三章　鉴定家启功
　一、名师出高徒
　二、曾受窝囊气
　三、坚守鉴定原则
　四、书画鉴定七人小组
　五、一片赤诚护国宝
　六、真情留辽博
第十四章　启功逸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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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宗人府的“诰封”
　二、爱编顺口溜
　三、博导还是“驳倒”？

　四、可爱的“大熊猫”
　五、“帽子拿在谁手中？
”
　六、闲章“草屋”的由来
　七、自撰墓志铭
　八、不看电影偏爱看戏
　九、一手佛珠，一手卡通
　十、“三怕”与“二不怕”
　十一、不愿享受
第十五章　由人顶礼由人骂
　一、天下谁人不识君！

　二、最后一个生日庆祝会
　三、繁华背后的黯淡
　四、永远的诀别
　五、纪念不会结束
　六、摘录部分挽联
附录
　一、启功著作年表
　二、其他相关著作
　三、《一九三一级级史》
　四、祷启功先生文章
　五、启功语录
启功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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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熟悉《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声名显赫的贾府，百年辉煌之后却无法阻止衰颓的步伐，
终于尘归尘、土归土，一切喧闹都在曲终人散之时，化作往日眩惑的彩虹，无影无踪。
 这不是故事，而是一段事实。
旁人付诸笑谈，或唏嘘，或感叹；而对其中无辜的主角来说，鲜血淋淋的惨痛，由盛至衰的悲凉，如
同大厦倾倒般的凄苦，又岂可一言道尽？
 启功的生命，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被孕育出来的，这也注定了他要在衰落的阴影下成长。
 一、遥远的爱新觉罗氏 爱新觉罗——一个如雷贯耳的姓氏，在中国，它曾经代表着血统高贵、生衔
珠玉。
的确，在普通人看来，这是与生俱来的幸运。
享受先人的庇护，承袭前辈的世爵，那些皇亲国戚自然是尽享家族荣华，遍尝人间富贵。
他们是命运的宠儿，是令所有人瞩目的王公贵族。
 启功就出生于这样的家族。
严格说来，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
 雍正皇帝先后得十子，皇长子和皇次子、七子、八子、九子、十子均夭折，皇三子弘时24岁时自毙。
雍正帝临终前，膝下仅有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和圆明园阿哥弘瞻三子，没有女儿。
而弘瞻当时还在襁褓之中，所以在雍正帝跟前的皇子实际上只有弘历和弘昼二人，而弘历比弘昼早出
生一个时辰。
最终，雍正把皇位传给了皇四子宝亲王弘历，也就是后来的清高宗乾隆皇帝，皇五子弘昼则被册封为
和亲王。
正是这样，决定了两兄弟之间永远的君臣关系。
皇帝从此稳坐世袭而来的大好江山，亲王却只能俯首称臣；皇帝的子嗣还有继续坐上皇位、享尽荣华
富贵的可能，而亲王则只能靠王家俸禄强撑门面，这该是多么大的差别！
相较而言，谁幸运，谁又不幸？
 多年以后，皇族一支在时代风云中沉浮颠簸，早已面目全非，被埋葬在历史的故纸堆中一页页发黄；
而启功，这一线单传的男丁，则成为世人景仰的大师，名流千古。
相较之下，谁更幸运？
 历史无言，人亦无言。
 这一对生日仅相差一个时辰的兄弟，注定要成为永远的君臣关系——弘历继承皇位做了皇帝，弘昼则
只能做亲王。
也正因此，弘昼一支日后的家势日颓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启功正是这位和亲王的后代。
 乾隆帝恭维太后曾有诗“永绵奕载奉慈帏”，“奕”，即高大美好，全句意指“以永久、绵长的美好
岁月来敬孝慈祥的母亲”。
于是就有了从弘字辈往下的几辈：永、绵、奕、载，依次排列。
再往下是溥、毓、恒、启，启功就是启字辈子嗣。
 如果从雍正帝算起，第二代为和亲王弘昼，第三代为弘昼次子永璧，第四代为永璧次子绵循，第五代
为绵循三子奕亨，第六代为奕亨五子载崇，第七代为载崇次子溥良，即启功曾祖，第八代为溥良长子
毓隆，启功的父亲恒同则是毓隆的独长子，到启功这一代，真正成为一线单传的掌上明珠了。
 二、母亲背后的历史 提到启功母亲的身世，她的家族也有着很深的渊源。
 这要从启功的外高祖赛尚阿说起。
出身于蒙古正蓝旗的赛尚阿，文武双全，是个不可多得的全才。
论“文”，他中过举人，后曾任内阁学士理藩院尚书；论“武”，他还被授予过头等侍卫，曾任钦差
大臣，被派赴天津负责防治海疆，还统帅过当时最新成立的洋枪队，在他统帅下的部队还曾因训练有
素而得名。
赛尚阿官至步军统领，协办大学士，可以说有过辉煌的从政历史。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曾经在镇压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被委派为钦差大臣，但也许是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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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已如强弩之末，抑或是身经百战的统领赛尚阿为人宽厚，他在永安和长沙的战役中连连失利，
被朝廷以渎职之名发配戍边，最后被授为正红旗蒙古副都统。
但历史中的功功过过、是是非非，早已被时间的烟尘所湮没，不见其踪了。
 赛尚阿的五个儿子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子崇绮。
这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作为旗人第一位由民卷而考中的状元，他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崎岖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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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佛心妙手:启功(国学大师)》为其传记，记录了其生平事迹。
启功先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红学家
、诗人，国学大师。
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
启功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辍学后，发愤自学。
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
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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