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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小侦探

在不少60后、70后或80后的书架上，可能至今都摆着一个人的书——台湾作家刘墉，《萤窗小语》、《超越自己》、《我不是教你诈》⋯⋯听起来，是不是亲切又温暖？

刘墉的文字温暖过很多很多人，“风大时，要表现逆的风骨；风小时，要表现顺的悠然。”微博上，粉丝都叫他“墉爸”，因为他总像我们絮絮叨叨的父亲，一见面就跟你讲道理。

有多少人是读着刘墉的书长大的？有多少深入浅出的人生道理，你厌倦了父母讲的，却愿意一个人在夜灯下读刘墉。

2017年春天，刘墉要来杭州了。

4月16日15时，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刘墉将带来一场“不疯魔，不成活——我困顿中对文学和艺术的领悟”的大型公益演讲。随后，4月18到5月28日，“书卷江山——

刘墉作品展”将在浙江美术馆开幕，这将是刘墉在大陆举办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艺术大展，你将看到刘墉作为画家的另一面。

这次讲座由浙江美术馆和钱江晚报共同主办，共2000个席位，而刘墉此前办过的四五千人的大型演讲总是场场爆满。或许你还不知道，刘墉祖籍浙江临安，回家乡演讲，

他坚持全公益，门票全部免费。今起，钱报艺术微信“ART一点”和“浙江24小时”抢票通道已开通，你唯一要担心的是，手够不够快。

这个四月，台湾作家刘墉要来杭州办画展、开讲座

我的演讲像糖果，好看好吃还有维他命
2000张免费讲座门票今日开抢，可通过“浙江24小时”APP和微信号“ART一点”获取

本报记者 林梢青 通讯员 郑施诗 付玉婷

与他视频
“你爸妈一定读过我的书”

昨天，在微信视频通话接通的那一刻，在

台北家中静待我们的刘墉，一身白衬衣、背带

裤地出现在视频里，就好像很多年前书里的

样子。

恍然，陪伴我们青葱岁月的刘墉，已经

68岁了。

“你的爸爸妈妈一定读过我的书。”刘墉

的第一句话，这样讲，他所不知道的是，当年

读他书的 80 后记者们，也已经为人父、为人

母了。

刘墉，1949 年 2 月生于台北。称他是华

人世界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一点不为

过。他荣膺16年来台湾畅销书作家之冠，代

表作《萤窗小语》、《超越自己》、《我不是教你

诈》在海内外拥有的读者，难以计算。

其实，刘墉的成就又远远不止这些，他在

艺术、文学、言语、戏剧、新闻上都卓然成家，

而且成名极早。所以，一些评论家称他为“文

艺复兴人”。

但这一次，我们最想说的是刘墉的画

——绘画才是刘墉的老本行，他不但是台湾

师范大学美术系系展第一名的高材生，也是

台湾山水及花鸟走兽大师黄君璧、林玉山的

入室弟子。他写过《白云堂画论画法》、《林玉

山画论画法》，加上他留学美国的西画根底，

绘画修养全面。29 岁，刘墉应聘为美国维州

丹维尔美术馆驻馆艺术家，31 岁成为纽约圣

若望大学专任驻校艺术家，在他的人生里，曾

举办过30多次个展，作品被海内外许多博物

馆收藏。

关于这个话题，先说到这里，在浙江美术

馆将在18日开幕的展览里，我们还有很多包

袱要抖给你。

“不疯魔，不成活”的故事
4月16日讲给你听

4 月 16 日的这场演讲，将是刘墉今年在

大陆的首场大型公益演讲。

因为刘墉人气太高，主办方寻遍了杭州

所有适合演讲的场地，最后才找到了浙江省

人民大会堂能容纳2000人的主会场。

那么，刘墉准备和大家聊些什么？

先来看看演讲主标题，来自于刘墉的著

作《不疯魔，不成活》，他曾在书中说，这是京

剧界常说的一句话，意思是如果不疯狂着魔，

就很难有成就。

他说：我不敢说自己有成就，但是对文学

和绘画却十分“疯魔”。对这两样，刘墉确实

疯魔，但是因为时间有限，常常只能做一样，

他曾经想放弃其中之一，却发现失去任何一

项，就不是完整的他了。

可以想见的是，刘墉的演讲如同他的文

字，深入浅出，听得悦耳，想来还有所得。昨

天，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不疯魔，不成活”

就是刘老师这个老顽童做的一大罐糖果，这

罐糖好吃好看、颜色鲜艳，里面还有我加的维

他命。

临安是他的故乡
杨柳低垂的西湖时时入梦

刘墉目前常居美国，那么为什么要千里

迢迢来杭办画展、开讲座。因为，这是他的故

乡。

原来，刘墉祖籍浙江临安，他祖父曾任清

末奉政大夫和民国时期的临安县长。每次回

到临安老家祭祖，他都会重重地磕头，他说：

“每一个人应该要认自己的祖，认自己的乡，

认自己家乡的那口井。那口井是你的坐标，

你可以用它知道你的方向，我非常认我临安

的根。”

而杭州西湖，是刘墉梦中时时出现的场

景，他爱读晚明小品，最爱的是张岱的《湖心

亭看雪》，还将此变成了一幅画作。刘墉曾在

微博中说：“总梦见西湖，十里荷塘，万户人

家，杨柳低垂，灯火迷离。”于是他也将其记在

画里，《柳岸荷风秋月明》画了湖边观荷赏月、

品茗垂钓的人们。

大概是因为骨子里的乡情，刘墉和杭州

特别亲，每次回临安扫墓，都会在西湖边写

生。他在一张画中写道：宋朝李嵩曾写西湖

画卷，使吾得窥数百年前之景，余今作此图庶

几亦堪为后世留西子之风貌也。

正因为刘墉对杭州的感情，所以，2016

年他将家中数十件收藏捐予浙江美术馆，他

的儿子刘轩代表全家到杭州出席了捐赠仪

式。

也正是从这一场捐赠开始，刘墉与故乡

杭州血浓于水的情感开始为人所知晓。

就像是一份带给故乡的礼物，刘墉呵护

已久，终于要在人生的第 68 个春天，将它在

杭州慢慢开启。

采访到了最后，我们问刘墉，除了讲座和

画展，来杭州还想做些什么？

他侧过身想了想，说，想去看看北山路的

玛瑙寺，还希望能带着太太，“在一个不是很

冷不是很热，也不是人很多的日子，在西湖边

慢慢走一圈，一天走不完就走两天。我觉得

西湖是属于宁静的，希望能在西湖旁边沉

思。”

他说：“我很欣赏西湖，很欣赏杭州人维

护的西湖，很希望到西子湖畔怀古。”

而关于刘墉这一次的杭州行，钱江晚报

将全程关注，更多关于刘墉的故事，我们将在

接下去的日子里，慢慢讲给你听。

扫一扫

下载“24 小

时 APP”登

录首页进入

报名通道。

要提醒大家

的是：

1.每个

微信只能报

名一次；

2.为保

证 演 讲 效

果，刘墉希

望听众是小

学五年级以

上的读者；

3.本次

演讲为纯公

益，现场座

位若有临时

调整，敬请

配合。

（本 次

活动的最终

解释权归主

办方所有)。

如何
抢票

打开微信扫

一扫，进入

“ART一点”

报名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