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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圈中伉儷不多，而夫妻雙雙均為政協委員的藝術家更是難得，紀清遠和盧平無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伉儷

委員，藝舟雙楫。作為「清代第一才子」紀曉嵐的六世孫，紀清遠曾連任5屆北京市朝陽區政協委員，現任

北京畫院藝委會副主任、國家一級美術師、北京文史館館員、紀曉嵐研究會顧問。而他的夫人盧平則是北京

市政協常委，民革十屆、十一屆中央委員，北京畫院國家一級美術師。在專訪中，身為藝術家的紀清遠和盧

平非常關注中國文化的繼承發展，並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文化的發展是加法不是減法，是不斷取其

精華、豐富自身的過程，既要「走出去」，也要「傳下去」。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馬曉芳、任芳頡 北京報道

「文化騙子」傷害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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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藝術家，紀清遠、盧平夫婦二人自上世
紀90年代初就開始在香港、台灣及新加

坡、悉尼、法國、俄羅斯等地舉辦伉儷畫展，
助力中國文化「走出去」；作為政協委員，紀
清遠呼籲保護歷史文物，曾為紀曉嵐故居兩度
「上書」，而盧平則一直為發揚中國傳統文化
鼓與呼。
上世紀末，《鐵齒銅牙紀曉嵐》一夜之間火

遍大江南北，成為不少「80後」、「90後」兒
時的記憶。而鮮有人了解的是，北京珠市口西
大街上的紀曉嵐故居閱微草堂，在當年「兩廣
大街」修路時曾一度面臨着被拆毀的危險。當
時，紀清遠不斷向北京市政府寫信，請求市委
領導在城市道路改造中對故居給予「特殊照

顧」，閱微草堂才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

「上書」力保紀曉嵐故居
紀清遠回憶說：「2000年我聽說作為北京東
西主幹道的『兩廣大街』要拓寬改造，從原來
的20米擴至70米，我非常着急，位於街邊的
紀曉嵐故居就在拆遷線以內，恐難逃厄運。我
當即聯繫了賈蘭坡、史樹青等老專家學者和全
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10多人聯名給北京市
委、市政府寫信，懇請修路時保護故居。」
沒幾天，北京市政協就通知紀清遠和許多專
家學者一起考察「兩廣路」。紀清遠回憶，考
察那天上午，當專家學者們來到紀曉嵐故居
時，北京市政協一位領導告訴他，市領導非常
重視他們的建議。下午開會時，時任北京市規
劃局局長的單霽翔宣讀了時任北京市市長劉淇
的批示：「此處文物需妥善保護，道路不必求
直，能讓則讓。」獲得委員和專家們的一片掌
聲。
紀清遠說：「2000年中秋節，時任北京市委
書記的賈慶林來北京畫院視察工作時，特意問
我：『那件事你滿意嗎？』我當時很激動，連
聲致謝。賈書記在百忙之中還記得我，還記得
保護故居的事，實在難得。」
到2001年，紀清遠又琢磨，國家能花巨資把

紀曉嵐故居保留下來，但是那裡一直為晉陽飯
莊所佔用，要是為了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就得恢
復故居原貌。不久，他又一次「上書」，這回
得到了季羨林、鄭孝燮、朱家溍、史樹青、舒
乙、李燕、王為政、鄭建邦等專家學者們的支
持。北京市對這次的建議仍舊非常重視，很快
遷出了晉陽飯莊，並且撥款修繕和恢復了故居
原貌。作為2002年北京市政府為百姓辦的60
件實事之一，2002年11月30日，修葺一新的
紀曉嵐故居正式開館。身為文達公（紀曉嵐死

後御封的謚號）的後人，紀清
遠揮毫寫下「紀曉嵐故居」幾
個大字。
紀清遠說：「不僅應該充分

發揮文物的利用價值，更要為
弘揚傳統文化，了解歷史多做
一些扎實而有效的工作。比如
我們準備申辦一個以《閱微草
堂》命名的交流贈閱的刊物。
做好文化的普及，使人們認識
歷史上真正的文達公對中國文
化的功績，不要總是『戲
說』。」

借文化交流拉近兩岸距離
紀清遠一家跟台灣淵源頗深，

他的祖父紀堪頤是同盟會會員、也
是辛亥革命元老，家族的族兄紀清穆是台灣退役
將軍、曾擔任過高雄市副市長……紀家後代亦有
不少人在台灣定居。兩岸的溝通對紀清遠來說首
先就是家族在兩岸之間的聯繫。
「早在1991年，我們夫妻就去台灣『國父紀

念館』舉辦了伉儷畫展，可以說比『九二共
識』還早。」紀清遠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雖
然那時政治上兩岸關係很微妙，但台灣同胞非
常熱情。畫展開幕那天，紀清穆帶了許多好朋
友前去參觀，都是國民黨的退役將軍。
「這些人對大陸的感情很深，他們會問北京
哪條胡同、哪條街還在不在？還有一些東北、
山東、江西的老兵，對大陸的感情至深，也很
注重傳統禮節，對大陸來的人非常尊重，特別
是一些台灣老年人，讓我們倍感溫暖親切，」
紀清遠說。
「當時有包括台灣《中央日報》在內的20多
家台灣媒體報道了畫展，時任台灣地區行政管

理機構負責人連戰也去看了展覽。連戰夫人、
吳伯雄夫人、辜振甫夫人也都參加了開幕
式。」紀清遠說，雖然是一個民間的文化交流
展覽，但這背後有着深深的兩岸情。
「記得有一次我們在台北一個超市聊天，老
闆娘得知我們從北京來，非要請喝飲料，素不
相識但特別熱情。在台灣那段時間，十點之後
還有人請吃飯，飯約都排着隊，我們還相互送
了很多東西，感覺兩岸同胞都願意在一塊兒交
流，覺得是親人一樣。」盧平說，台灣許多觀
眾看到畫展後非常激動，覺得給他們帶來了精
神食糧，沒想到大陸的繪畫發展那麼快，回京
後還經常聯繫，相互交流。
紀清遠說，文化交流讓兩岸同胞都感覺非常

親切，兩岸同宗、同族、同種，交流起來很方
便，更容易拉近，但有些台灣年輕人對中國歷
史不是很了解，因此，加強兩岸青年交往最為
重要和緊迫。

1982年，剛剛留校擔任四川美術學院
助教的盧平，機緣巧合下與北京畫院的
青年畫家紀清遠相識，兩人一見鍾情，
演繹了一段現代版才子配佳人的浪漫故
事，被美術界傳為佳話。他們夫妻結婚
到現在已有三十多年，在生活上互相關
愛，在事業上共同進步，被稱為畫壇的
模範夫妻。

師從名家 匠心啟蒙
紀清遠的繪畫天賦與他的祖先紀曉嵐分不

開。「我從小便從父親那裡知道了祖先『文
達公』（紀曉嵐死後御封的謚號）的生平，
但祖上的歷史再輝煌也不是我們的資本，還
要憑借自己後天的努力。自從10歲時第一
次接觸國畫後，我就對這門博大精深的藝術
產生了濃厚興趣。」現在想來，這可能也是
受了祖上的文化熏陶。
說到紀清遠的「畫緣」，與藝術大師齊
白石也有着很深的淵源。紀清遠的二姑嫁
給了齊白石的四子齊良遲先生。由於這層
親戚關係，紀清遠的父親經常帶他到齊家
玩，他得到了姑父齊良遲的悉心指點。他
後來專攻水墨人物畫，又師從當代人物畫
巨匠蔣兆和先生，加之個人努力，他在人
物畫方面取得了長足的進步。紀清遠21歲
時，他的處女作《大院新春》選入了北京

市美展，以後他的作品又多次在全國和北
京市級美展中展出並獲獎。

作品曾掛於總理專機
盧平從事繪畫則是受父親的影響，她從

小就喜歡畫畫，並且頗具這方面的天賦。
盧平少年成名，創作那幅表現女礦工題材
的作品《慶功晚會》時才16歲，那幅畫當
時被四川出版社印成單幅年畫，並在全國
發行。她的畫題材多以婦女兒童為主，背
景則是清新純淨的山光水色，畫面純美明
淨，感情寧靜細膩，神韻悠然，體現着人
與自然的和諧。
2001年11月11日，中央電視台《新聞

聯播》報道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訪問歸
國時，在他的專機上接受記者採訪，總理
身後懸掛的中國畫，便是紀清遠和盧平共
同創作的《版納風情》。此外，紀清遠的
作品《蘭亭雅集》和盧平的作品《竹韻》
均被人民大會堂收藏並懸掛。他們二人在
繪畫風格上各有千秋，但在藝術成就上卻
同領風騷。
紀清遠和盧平的伉儷創作還有很多，他

們應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邀請，合作繪製高
2.5 米、長 9米的大型歷史畫《躬耕藉
田》，今年8月24日將在中國美術館展出
原作。

作畫要像搞科研一樣不斷探索
紀清遠擅長人物畫，以工筆重彩為主，

兼及水墨寫意。在他的系列作品中，除了
着力描繪的人物外，虯曲蒼勁的大樹、葳
蕤紛披的枝葉，也給觀者留下深刻的印
象。畫面中的樹極為奇特，顯然並非生活
中實有的，這種畫法正是紀清遠的獨創。
上世紀90年代，紀清遠偶然找到這種畫樹
的感覺，此後逐步發展為別具一格的創作
手法。
盧平的畫則巧妙地結合了工筆和水墨，

也是她多年探索的結果。盧平學過油畫、
版畫，更喜歡中國畫，早年專攻工筆重
彩，後來又迷上了水墨畫，就嘗試把油畫
豐富的色彩和中國畫的筆墨相結合。近幾
年，盧平又致力於探索工筆和寫意的結
合。盧平說，畫畫跟科學實驗一樣，要反
覆實踐，不斷探索，才能取得成果。紀清
遠也認為，為探索和形成自己的藝術語
言，必須進行大量的實踐，就像搞科學研
究一樣。
紀清遠和盧平這對伉儷畫家多年來在畫

法上共同切磋，大膽突破，而他們退休
後，也特意在家中裝修了兩個人的畫室，
他們還為畫室取名為雙楫齋，取「藝舟雙
楫」之意。

今年北京市兩會期間，盧平在文化組小
組會上痛批「文化騙子」，並盛讚現在中小
學開設的國學課程，認為其對改善社會風
氣、重建中國傳統文化大有裨益。
盧平說：「現在一些人評判文藝作品的
標準不是以作品好壞為前提，而是以能否賺
錢為標準。在美術界，很多作品被生生炒作
到了很高的價格，其實都很垃圾。『文化騙
子』一切向錢看，讓我們的傳統文化受到了
傷害。」

中國畫面臨衝擊 應革故鼎新
對於文藝界出現的問題，紀清遠表示，
中國畫當下面臨着兩種衝擊，一種是西方當

代藝術的衝擊，另一種是市場衝擊。「現在
西方某些國家出於政治目的，有意把一些沒
落的東西傳到中國，就是為了否定中國的傳
統藝術，對中國的藝術發展造成困擾。」紀
清遠說，還有一種就是盧平所說的「文化騙
子」，被市場所左右，一切以錢為目的，評
判作品的標準完全跟藝術無關。
「中國五千多年歷史，文化底蘊非常豐

厚，不是說擊垮就能擊垮的。」對於未來藝
術的發展方向，紀清遠表示，中國文化是加
法而不是減法，是不斷取其精華、豐富自身
的過程。要不斷吸收外來文化中正面積極的
部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陳出新，革
故鼎新。

為官治學，紀曉嵐在《四庫全書》
總纂官的位置上力求嚴謹，恪盡職
守；教育子女，他深諳「愛之不以其
道，反足以害之焉」的道理，給紀氏
後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精神財富。而
「守正規直」的紀氏家訓更是代代相
傳，成為紀氏家族為人處世、安身立
命的重要憑據。
「紀氏家訓主要來源於紀曉嵐留下
的文章警句以及器物銘文，他在隨身使
用和收藏的器物上，鐫刻上一些有哲理
的短句，既是警戒自己，也是教育後
人。」紀清遠告訴記者，「守正規直」
是紀氏家訓中對修身最基本的要求，
「四戒」、「四宜」、「四莫」凝聚着
紀曉嵐的人生哲學，言雖質樸卻蘊藉深
意。家訓包含修身、勤學、清廉、勸
善、處世等多個方面，寄託着紀曉嵐對
子孫後代的殷切期望，並以此教導紀氏
後人遵從規矩做人、勤勉治學、清廉為
官、淡泊自持的準則。
清嘉慶十年二月十四日，時任禮部尚
書、協辦大學士的紀曉嵐病逝於家中，
享年八十二歲。嘉慶帝親筆為紀曉嵐題
寫墓誌銘——「敏而好學可為文，授之

以政無不達」。這是清代以來皇帝予臣
子少有的殊榮。「紀曉嵐身後並未給子
孫留下白銀田產，卻為紀氏一門傳承下
了一份極其寶貴的財富。」紀清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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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平百餘幅作品入選國內外各種大型畫展盧平百餘幅作品入選國內外各種大型畫展。。圖為她的作品圖為她的作品《《竹竹
韻韻》，》，被人民大會堂收藏並懸掛在南海廳被人民大會堂收藏並懸掛在南海廳。。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繼往繼往聖絕學聖絕學》（》（紀曉嵐著書紀曉嵐著書
圖圖））紀清遠作紀清遠作。。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紀曉嵐故居紀曉嵐故居。。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紀清遠紀清遠、、盧平參加電視劇開機儀式盧平參加電視劇開機儀式。。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紀清遠紀清遠、、盧平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並贈字盧平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並贈字。。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任芳頡攝攝

■■紀清遠和盧平合作繪製高紀清遠和盧平合作繪製高22..55米米、、長長99米的大型歷史畫米的大型歷史畫《《躬耕藉田躬耕藉田》，》，今年今年88月月2424日將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原作日將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原作。。 受訪者受訪者供圖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