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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上册主要记载了耿飚同志参加革命斗

争!特别是参加革命战争的过程"下册记述的则

是他在外交战线上的工作历程# 也包括在 $文

革%中&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以及后来在中

央军委&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任职时的经历和见闻' 习仲勋同志曾这

样评价耿飚($他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特别是外交工作和国防建设

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和他共同战斗了几十年)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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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父亲李苦禅与恩师齐白石
二十四岁& 作了齐

白石的入室大弟子

徐德亮
7

以下简称徐
8

!当年您

父亲喜欢陈师曾先生的画) 喜欢

吴昌硕先生的画) 那他怎么又拜

在齐先生门下了呢+

李燕
7

以下简称李
8

!用我父亲
他的原话来说"#我把北京画国画
的都滤了一遍$"过滤的%滤&'这话
有点刻薄了" 但是我父亲是山东
大汉"说话一向直率'#有这么一位
老先生" 他的画连琉璃厂的挂号
屋子都不挂"只能在南纸店寄售'&

南纸店寄售字画" 是说您的画想
卖"到那儿说妥了大概是什么价"

然后这画连托裱都不托" 就一个
单片子"装一个硬木镜框"后头拿
白纸一衬"往那儿一戳'卖了"结账
分成(老卖不了"人家有句客气话"

%您再换一张行不行)&连着换十回
都不行"那时候人都好面子"就不
往那儿拿了' 白石老人的画"那时
候只能在南纸店寄售'

徐! 那会儿白石老人还不出

名呢+

李!略有小名气"可是还受到
一些人的讽刺" 就说这叫什么)

%野狐禅&*%野地里狐狸参禅$"也
不是好话'白石老人自尊心很强"

刻了一方印"%吾狐也$" 我就是
狐"你拿我怎么着)当时我父亲发
现这位齐先生的画好'第一呢"他
有中国传统文人绘画" 像八大山
人啊+石涛啊这些人的精华(但是
同时他这个画"雅俗共赏"就是后
来叫作红花墨叶派的风格' 一般
文人画都是纯墨的" 他这个里头
有些个颜色"而且用得很鲜亮'

徐!当时有这$红花墨叶派%

了吗+

李!这实际是时人这么说的"

而不是他自己标榜的'

徐! 当时齐先生已经有点要

$衰年变法%的意思了*

李!有点儿这意思了"这当然
是在陈师曾先生的点化之下形成
的'陈先生一句话"确定了白石老
人未来的路子"这%红花墨叶派&"

雅俗共赏' 毕竟老画八大山人风
格的不行" 卖不出去" 曲高和寡
啊' 白石老人有过去做民间艺人
的那段基础"有这个底子"而这个
却是别的画家所不具备的' 齐白
石先生把自己对民间生活的体会
纳入他的绘画题材" 又把对于民
间色彩的理解融入他的大写意
画"这样社会就比较认可'所以他
的画在南纸店里是经常可见"而
且还能卖"卖得非常便宜'再怎么
便宜"画能换钱"能吃饭"也是好
的啊*我父亲觉得"这位先生的画
好"后来又一了解他的出身"也是
农家子弟"贫寒出身'我父亲拜师
很慎重" 用当代著名的美术史论
家李松先生的话"他说%苦禅先生
拜师白石老人" 是一种师生的双
向选择&"这话说得很精确' 你拜
师啊"一旦投错了师之后"你要再

想从师门出来"也挺麻烦的'

徐! 您父亲也是从多方面了

解了他+

李! 他当时的结论是什么 )

%这位齐先生是人有人格"画有画
格"这必定是我这辈子的老师' &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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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秋天"他打听到白
石老人住在西城大岔拉胡同"租
的一个小房'

白石老人那段时间不是住姑
子庵就是和尚庙' 他说这辈子我
跟佛有缘"借庙住"借姑子庵住'

找到地方之后"一敲门"开门
的当然就是良锟师叔了" 问明来
意" 请进' 我父亲回!%我是乡下
人"也不会说这些客气话' &北京
是挺讲礼儿的地方" 有一套客气
话"叫礼数"这些我父亲都不会'

进去一看这位老人仙风道骨"那
必定是齐老先生' 我父亲就很直
白地说!%齐老先生" 我特别喜欢
您老人家的画"我想拜您为师'我
现在虽然在洋学堂学油画" 就是
拿那刷子在布上抹油那种画"但
是我特别想画国画"想拜您为师'

我这穷学生也没有什么礼孝敬
您'等我毕了业之后"找着事情做
了"我再好好孝敬您' &

白石老人当年小六十的人
了'他是岁数最大的%北漂&"五十
六七岁到北京' 我父亲当时这种
直白非但没被白石老人挑礼"反
而这位农民子弟的这种表现"很
引起白石老人心里的共鸣" 当时
就点头应允了' 当时我父亲还闹
出个笑话"老师一点头"他就赶快
磕头" 这一磕头不就成了既成事
实了嘛"可找着好老师了*过去老
北京那个墙叫%四白落地&"就是
用那个大白"白垩"刷的墙' 所以
当时北京人都知道" 到人家里离
墙得有点距离" 不然身上蹭一块
白的"对墙不利"自己也不雅' 我
父亲当时也没看离墙多远" 急着
就磕头"屋太小"结果脑袋右边蹭
在墙上沾了一大块大白" 等到抬
起头来" 只见白石老人捂着嘴直
乐,,,过去老师有师道尊严 "在
学生面前不苟言笑' 其实我觉得
脑袋上这块白倒更加重了白石老
人对他的感情'从此呢"我父亲就
成为白石门下第一位登堂入室的

弟子'

登堂入室跟不登堂入室的区
别大了" 登堂入室就是你能够看
老师画画"能听老师直接的传授'

这挂名的就不行了" 也可能听一
两句"%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过
些时候见不着了"三年后见面"一
问干嘛呢)%我炒股呢'&跟画画没
关系了'

徐! 您父亲是真正跟齐先生

有缘的*

李!登堂入室大弟子'一个星
期" 白天学西画" 夜里三天拉洋
车"或者四天拉洋车"抽出来三天
晚上的功夫去跟齐先生学画' 为
什么晚上还能学呢) 白石老人太
勤奋了" 他的全部精力就用在艺
术上' 社交活动"他基本不参加"

什么协会也不入"这是公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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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后给他挂一名儿!中国美
术家协会主席'他根本就不去"美
协门儿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 他
不参加这些活动" 或者说极少参
加'他早上一起来就画"画到很晚
才睡'

徐!所以打这儿起)您父亲就

是一边学西画一边学国画+

李!对"同时进行'

那年我九岁& 师爷

九十二岁

徐! 齐白石先生当年就是世

界知名的大画家) 他的地位再加

上年岁的问题) 现在见过齐先生

的人) 尤其是画界见过齐先生的

人)肯定已经不多了*

李!很少很少'

徐! 所以我想请您聊聊 )当

年)您是怎么见的齐先生+第一眼

看到他有什么感觉+ 当年您父亲

怎么把您带到齐家的+

李! 我对我师爷是先闻其名
后见其人"可以这么说"我父亲平
常谈到自己的艺术经历和教学"

举的例证最多的就是他的恩师齐
白石老先生' 他对白石老人敬若
亲父亲一样"确实是恩师'在我没
见过齐爷爷以前" 齐爷爷的形象
好像在我心里已经有了" 是一个
慈祥的老人家'

当然那时候我太小了" 尤其

是我小时候不是好孩子"特淘气"

淘气得都出名了" 所以我父亲去
齐老先生家肯定不能带我去' 慢
慢地长大点儿了" 我父亲说!%你
不是老想见你齐爷爷吗) 快过年
了" 我带着你到跨车胡同见你齐
爷爷"给他拜年'&我怯场"没出去
过 ' 我说 !%见齐爷爷我说什么
啊)&他说!%到那儿你就记住别多
说话" 先鞠一个大躬"-齐爷爷过
年好* .他要是送你点什么"你双
手接"退回来再鞠一个大躬"还是
那句话"-谢谢齐爷爷*.别的说多
了你也记不住' &就这样"带着我
就去了'

徐!当时您是几岁+

李!我九岁'白石老人是九十
二岁'到了跨车胡同一看"白石老
人家里

<

一到过年"去的人真是鱼
贯雁行" 门就甭想关了" 就开着
了'进去以后屋里已经站满人了'

那时候老师如果坐着" 弟子们一
般都是站着' 他坐在常坐的藤椅
上" 那真是仙风道骨" 甭问这是
谁"这人准是齐爷爷'

父亲带着我进去" 我按照父
亲的叮嘱" 进门就先鞠一个特大
的躬!#齐爷爷您过年好*&白石老
人一看"问

-

#苦禅啊"这个娃是谁
家的娃)&我父亲说!#这我的孩子
李燕'&#我没得见过"过去来的不
是他)&我父亲说!#过去来的是他
哥哥李杭"杭州生的叫李杭"这个
是北京生的叫李燕' &

#这个娃过来' &白石老人一

招手叫我过去"左胳膊搂着我"右
手就掏腰包了' 一包一包的压岁
钱"老人早就准备好了' 拿出一个
红包来给我"我赶快双手接过来倒
退三步又鞠一个大躬!#谢谢齐爷
爷* &老人还挺高兴"就招呼老尹'

老尹这个人其实很有文章可
写"他是一个清末的太监' 清朝一
灭亡之后宫里好些太监+宫女都遣
散出来了" 这些人有的命运很惨'

老尹呢" 他就被白石老人收容了'

老尹就是一辈子伺候齐老先生"各
方面来说是非常的伶俐周到'

当时白石老人招呼老尹 "一
示意" 意思就是把那边那个纸卷
拿过来'老尹拿过来当场打开"四
尺三开的一张画"画的什么呢)天
上飞的鸽子"底下一个篮子"装着
俩柿子俩苹果"题的篆字#世世太
平&"这是用柿子苹果的谐音'

当时世界上有一场运动叫世
界和平运动' 因为大伙认为二战
结束以后"现在冷战开始了"就怕
什么时候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大
家都呼吁和平" 这是那时候世界
的大形势' 就在世界和平运动中
间"毕加索画了一个白和平鸽"成
了会徽了'有人说!#齐老爷子"你
也画和平鸽呀'&他说!#我以前没
有画过和平鸽'&现在有人找我鉴
定" 拿出来齐老先生一九四几年
画的鸽子"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徐!那肯定就是假的呗*

李! 反正白石老人基本上是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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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才画的鸽子'他确
实是大师"他说!#我没画过鸽子"

我得养几只鸽子看'&这事梅兰芳
先生知道了' 梅兰芳跟白石老人
可不是一般的关系" 他们之间太
亲密了' 梅先生说!#老人家您要
看好鸽子"别到别的地方去看"您
到我家看"我那儿有好鸽子"都是名
种鸽子' &梅先生说话"温文尔雅'

就这样 " 白石老人就去梅
家看鸽子 " 他就老看 " 老不动
笔 ' 后来我师叔许麟庐说 !#您
别天天去梅先生家看了"我给您
买几只在家里养着吧' &他这一
看" 把鸽子的最美处全抓住了"

一画就美"他后来得世界和平奖
跟这不无关系'

但是他留下的鸽子真迹非常
少"特别是上头飞着一只鸽子"底
下又是#世世太平&题材的"到现
在我活七十二岁了" 我能知道的
大概就三张"我这儿就有一张"这
件宝可厉害了'

确实"初见齐爷爷"给我的印
象实在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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