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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八月底，丁先生在北京病逝。
在之前，由于病情较严重，即由南通转北京
治疗，哪知却由此跨鹤西去。当时在南通
和高邮都引起了很大震动。南通市美协主
办，有一百多人自发参加了追思会，《南通
日报》《江海晚报》整版刊载了追念先生的
文章。大家一致盛赞先生高尚的品格，精
湛的画艺，纯洁的为人，是南通有名的“人
好画也好的好人丁”，真是“哀思绵绵，泪水
连连”。在高邮，亲朋好友和高邮的文化界
都反响强烈，都在自由组织活动、文艺沙龙
等，怀念丁先生，对他人品的高洁和艺术的
纯粹都给予了一致的赞同和钦佩。

丁鸿章，江苏省高邮市人，1945 年
生。他父亲在高邮南门经营自家的很像样
的一个饭店，叫“福来饭店”。幼年的丁鸿
章即喜爱绘画，少年时，经常在店堂的柜台
账桌上为顾客画画，结果主客皆乐。1961
年，16岁的丁鸿章考上了南京艺术学院附
中，这在当时的高邮，对于艺术类是非常稀
奇的。在南艺附中四年后，即转入南艺本
科。中途由于运动，一直未能毕业。也就
是说，他在南艺所待的时间是很长的，他所
接受的绘画造型训练，基础是异常厚重而
扎实的。在校期间，他经常有画作在《新华
日报》上发表，在学校和家乡高邮总是引起
一片欢乐。由于院校搞运动，他的言论也
太实在，他被下放到海安老坝港乡参加劳
动，后来调至海安文化馆画陈列馆展板，以
后就在文化馆从事美术创作：展览活动以
及群众美术辅导工作。他对人对事，对工
作、事业总是倾心相待，他深深地热爱这片
土地，人们又深深地热爱他。1983年，他
调至南通，在南通日报社从事美术编辑，成
为了一个报人。南通组建美术院，他任南
通美术院副院长。他曾为《江海晚报》32位
同仁绘其肖像，并成为漫画，他不用照片而
凭自己的印象默画，个个性格毕现，惟妙惟
肖。昔日，以画马著称的“百年巨匠”徐悲
鸿，在他年幼时家里来人，而他父亲徐达章
不在家，当父亲回来后，他又说不清来人是
谁，小小的徐悲鸿拿出一纸头，寥寥数笔画

出这个人的形象，父亲一看，恍然大悟——
“噢，原来是他。”丁鸿章则是用两个晚上的
时间，凭记忆画32个报社的同事，于1993
年底在晚报刊出，立即好评如潮，影响很
大，大家众口一词，赞扬他高超的技艺，精
准的造形。

纵观丁鸿章先生的绘画，他主要钟情
于国画人物画，另外，他也有国画山水和草
虫，报上的插图点缀，宣传画、连环画，他还
画陈列馆的展板，布置大型展览等等。他
的国画人物画清丽俊逸，多取方形构图，人
物和前后景的枝叶、石块等关系十分协调，
穿插而不松散，即使是空白也不空。他的

“虢国夫人进宫图”是吸取唐代的绘画风
格，典雅概括有高古气息，而近古时代的侍
女、高士画，则运笔自由，注重墨韵，往往意
到笔不到，一笔下去，有浓淡又有形，同时
又蕴含作者的意趣，因此笔笔见分晓，无空
笔、废笔。他的国画山水，实际也是中国的
风景画，别具特色。有代表性的就是“通州
四景”，也就是南通的街景、风景画四幅。
他采用的是现代水彩画的构图，而非传统
山水画条幅的构景方式。在画中，我们看
到的是树和楼房，或者建筑物。对于近景
的树木，大致是传统的用笔，而中远景楼房
或者建筑物的用笔，基本是直线，但有虚实
而不显刻板。作者运用透视，将远近各组
景物以街道或水面作穿插，其用笔多样而
天衣无缝。尤其是其中的一幅，以纯墨笔
画近景大树，墨沈淋漓而有度，实为大家之
笔。远景高耸之塔楼穿插其上，而下部街
面的市内车和一对行人安排有致，与整个
景物特别协调，给人带来美的享受。

对于画钟馗，他是信手拈来，钟馗手执
折扇，扇面上画有牡丹，并且还题上款盖上
印，极富意趣。还有他的草虫画，一蜢蚱蹲
葫芦之上，活脱脱欲跳出画面，极其生动，
看似像齐白石，其实不然。葫芦藤叶的画
法具有南方人的风味，而款字则是他自己
的。先生的国画人物画，不但有古典的，也
有现代的。对于现代人物，他画过修自行
车的老工人胡汉生，是运用他科班出生的

学院的深厚素描基础来造形的，笔墨线条
服从于形的表达，另外一幅叫“夜风寒”表
现大妈的，以跳动的用墨来体现形体衣褶，
具有闪烁的节奏感。丁鸿章是一个全能型
的画家，除此以外他又有宣传画，年画的发
表，适合大众化的欣赏。他还创作了连环
画十几部，在“万花筒连环画报”和“连环画
在南通”多有登载，另外就是单行本发行，
数量之多，翻还翻不过来哩。他有一则连
环画，叫“成阳肭借梯”，“成阳肭”是一个古
代的人，发生火灾时到邻居家借梯，因遵循
礼节而耽误了时间，房子却烧成了灰烬。
在这里，他吸收了汉代画像砖的人物造型，
黑白对比概括，显得古朴苍劲。说明他的
绘画创作手法是多样的。

丁鸿章的书法，一般是行草书居多，整
个章法参差错落，穿插有致而连为一体，就
如同他的国画。据笔者粗浅的认识，有明
清之际王铎的行草书的影子，有些书法还
有北魏碑的雄强用笔，很多也融入到他的
画中。

丁鸿章老师在1997年应邀来家乡高
邮办展览并讲学。高邮美协同仁以及画界
其他朋友及同事们都出席参加了，大家济
济一堂，热情高涨，是在一个大酒店的楼上
会客厅。丁老师的画成排地挂在墙上，有
一些未经装裱，主要是国画古典人物画，画
展的质量是极高的，大家的精神为之一
振。我们看到，丁老师的画既有现代感又
有传统修养，他对于章法特别讲究，这也可
以看出一个科班出生的艺术家的艺术素
养。他对于画面的组织结构和整体效应值
得我们学习和吸收。我想，画作如再行装
裱，效果还会更好。大家围着桌子座谈，丁
老师没有像作报告式的那样的套路，而是
极其随便地漫谈。他是那样的谦虚，他总
是说，我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可谈的，在艺术
上真的是一般般，有时候往往像个打杂的，
很多事都可以干多事都可以干。。他所说他所说““打杂的打杂的””，，在我在我
们的理解就是全才们的理解就是全才，，艺术思路广艺术思路广，，技术手法技术手法
多样多样。。作为作为““报人报人””，，在办报上他费了很多在办报上他费了很多
精力精力，，但也拓宽了他的艺术但也拓宽了他的艺术。。当时说话随当时说话随

意意，，甚至我们还可以在旁甚至我们还可以在旁““窃窃私语窃窃私语””几几
句句。。在说到他个人经历时在说到他个人经历时，，便娓娓道来便娓娓道来，，显显
得很风趣得很风趣。。他说他说，，在南艺历经在南艺历经““文化大革文化大革
命命””，，以前毕业的已经离校以前毕业的已经离校，，下面也停止招下面也停止招
生生，，变得教授多学生少变得教授多学生少，，往往我们一个学往往我们一个学
生生就有几个老师教就有几个老师教，，由于运动由于运动，，我在校的时我在校的时
间间是很长的。他从来不标榜自己，总是说
艺无止境。我们又在文游台聚集拍照。
那一次的丁老师来是难忘的，大家如坐春
风。后来丁老师又受家乡之邀，来高邮为
书画函大授课，是在赞化学校，当时学校
门口拉起了横幅——“热烈欢迎著名画家
丁鸿章先生来我校讲学授课”，横幅面对
东来西往人群的府前街，影响很大。故乡
人民深深挚爱着生于斯长于斯的艺术家，
而先生则以自己的笔名“盂城子”在《江海
晚报》《南通日报》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他
对故乡的眷念之情。我与丁鸿章老师没
有接触，也就是1997年先生来邮时参加
座谈会和拜读画展。文革期间，丁鸿章老
师在家乡高邮为总工会绘制巨幅毛主席
像，有2层楼高，气魄雄伟，故乡的人们均
盛赞不已。他在传统文化方面有很深的造
诣，被友人和同道们誉为“画家中的才子，
才子中的画家。”

在我童年时就知道丁老师考上南艺，
内心一直是倾慕的，我和丁老师的兄弟是
很熟悉的，都知道丁老师在艺术上的奋斗
精神和高尚的人格。1979年，我作为知青
招工回城，一开始的一年多是在丁老师家
的被公改了的饭店上班，公改后原来的“福
来饭店”改为“运河饭店”。我常常了解丁
老师在外地的艺术活动。在他的画中，没
有市俗气和市侩气，是纯粹的艺术境界，

“真、善、美”的确切体现。在文革后，南艺
缺少教师，先后两次商调，调丁老师回南艺
任教，但地方舍不得放，而他与那里的人们
有着深厚的情感，去不去也无所谓，他也未
努力，因此作罢。不过，这也不妨碍他艺术
上的追求和造诣。

丁鸿章老师的为人为艺是我们永远的
楷模。

记著名中国画画家丁鸿章先生
周杏生

不知不觉，二哥丁鸿章离开我们已一
年多了。一年多来，二哥的音容笑貌时时
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去年四月，鸿章兄发
热不退，住院治疗。南通大学附院诊断为
骨髄异常。丁丁立即将父亲接到北京就
诊。在北大人民医院诊断为骨髓异常综合
征，是白血病的一种，很是凶险。在京治病
期间，我们多次视频通话，交流病情及治疗
进展，我邀他病愈后来嘉定（我常住嘉定）
看看韩天衡美术馆、陆俨少艺术院。还有
为他的挚友肖维琪先生设计装帧的新书出
版了，赠书还有待转交等等。他说他知道
他的病情，他不怕他死，自己这一生很满
足，兴趣爱好与职业高度契合，是上天的眷
顾。有那么多的好朋友，一辈子与书画为
伴，很幸运。不料，八月三十一日，病情突
然急转直下，终于不治，我们尊敬崇拜的二
哥永远离开了我们。

鸿章兄自幼喜画画，表现出很高的天
赋。1956年以前，我们家在高邮南门外开
福来茶酒馆（现运河饭店前身，《高邮文史
资料》记载为百年老店。我父亲为高邮第
二届人代会代表，第二届工商联委员），很
有些名气。不到十岁的二哥在父亲的账桌
上画画，画什么像什么，那些吃客排队等他
的画，得到后才满心欢喜地离去。

一九五六年对资改造，公私合营，我们
家的经济条件不如以前了，买笔墨纸张要

钱，结果就是家里的家具遭了殃，家具上的
铜饰件呀、铜把手呀等等都被他撬下来卖
钱，买绘画材料。

一九六一年，鸿章兄凭着天赋和勤奋
考上南艺附中，时年五十岁的母亲毫不犹
豫将十六岁的儿子送往省城读书求学，这
是何等眼光与胆识。

在南艺读书期间，《新华日报》时有他
的作品发表，每每此时，朋友、熟人就会将
报纸拿给父母亲看，羡慕之情自不必说，我
们全家的骄傲也溢于言表。

一九六四年，我父亲收到寄自江苏涟
水的一封信，很是诧异，拆开一看才知道，
其时鸿章兄正在涟水搞社教运动。因敢于
直言，为老百姓说了真话，得罪了一些人，
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这封信就是当地的
老百姓写的。他们感激丁鸿章的仗义直
言，对其所受委屈表达歉意，更让我们放
心，他们会保护好鸿章的。我们阅后，既担
心又感动。文革中，鸿章兄又因直言“文艺
应坚持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
百方针，不能仅有几个样板戏”而被人无限
上纲，扣上了反对样板戏的大帽子。

大学毕业后，鸿章兄分配到海安工
作。一九八〇年，我就读泰兴卫校，假期到
海安，见他的同事，还有一些草根朋友亲切
地称他为“丁工”，我很奇怪，不称老师称

“工”（工程师）？原来在海安，全国样板“角

斜红旗民兵团事迹展馆”及“北京全国农业
展览馆”“广交会”等有关江苏、海安内容的
布展，皆由鸿章设计、施工，这是个艺术加
技术的活。他的专业素养、动手能力折服
一同工作的同事，“丁工”由此而来。一九
八三年，鸿章调南通日报社工作，任新闻部
副主任，美术摄影部主任，因其深厚的国学
文字功底及敏锐的新闻直觉，写了不少政
论文章，针砭时弊，为同仁及广大读者所津
津乐道，他的人品、画品、学识在南通宣传、
报业、文艺界有口皆碑，被大家尊称为“丁
公”。至此，“丁工”“丁公”和谐于一身。

鸿章虽长期在外地，但仍有着浓浓的
家乡情结，有关家乡的一些活动，只要条件
允许，都会积极参与。记得有一年，南通供
电局与高邮供电局开展联谊活动，南通供
电局邀请鸿章和几个南通书画家随行。在
高邮供电局，鸿章和南通来的书画家挥毫
泼墨，现场作画写字，而大部画作上配诗题
跋却是由鸿章完成。当时，我的朋友王卫
兵亦在场，他请鸿章给他画幅肖像，鸿章即
铺纸蘸墨，看了王卫兵几眼，不打底，不勾
线，挥毫作画，十多分钟，一幅国画人物肖
像跃然纸上，刻画准确，生动传神，引来全
场一片惊叹之声。

在我们的大家庭中，少不了鸿章的关
心、帮助。刚出来工作时，他的工资有一半
寄回家，贴补家用。我的四哥丁红昇读初

中时，因家庭成分不好，受歧视，情绪低落，
他知晓后，给四哥的班主任写了一封信，论
述家庭出身与个人的辩证关系，请他关心
因此而受歧视的学生，给四哥以鼓励，放下
包袱，好好学习。后来四哥考上南航大，并
留校任教至副教授。

记得有一次，我与鸿章闲聊，他问我
“男女上衣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
说“花式、颜色。”他微笑摇头，我又说：“那
是收腰设计？”他又摇头，见我茫然，他告
诉我“是门襟，男式右里左外，女式是左里
右外，我们画画的，如果画错了，就成了笑
话。这是因为古代，皇宫里，皇后、嫔妃们
穿脱衣服均由别人侍奉，为了方便顺手，
就形成了这样的式样，并延续至今”。我
明白鸿章是通过这件事告诉我们，细致的
观察，深入的思考，准确的描绘是研究学
问的基本素质。

鸿章兄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榜样的作
用，在他的带动下，我们都很努力，取得较
好学历。在各自的工作中也算小有所成，
及至下一代都拥有较高学历，鸿章兄对大
家庭的贡献是历史性的。

天穹为幕，云彩作色，愿在天堂中的鸿
章兄尽情挥洒他的画笔，绘出鸿篇巨章，待
我们兄弟相见时，定能捧出无比绚丽的画
卷！

二哥丁鸿章，我们永远怀念你。

怀念二哥丁鸿章
丁红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