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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成功叫
大器晚成
——读飘雪楼主新书《刘邦传》有感

贺有德

近日，湘籍知名作家飘雪楼主推出史学巨著《刘邦

传：鸿门宴上的天选之人》，甫一上世便好评如潮，引发

业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我和飘雪楼主素未谋面，但“神交”已久。飘雪楼主

原名叫陈立勇，敏而好学，学而不厌，数十年来孜孜以

求，笔耕不辍，在各大报刊媒体发表散文、小说、诗歌等

就达 300多万字。同时，从小爱听评书，对浩如烟海的中

国历史到了痴迷的地步，尤其对汉史更是情有独钟，多

年来潜心研究，最近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刘

邦传》正是他的“大汉历史”系列的延续。

评说历史，“数风流人物”，评论界常态往往是：因

其有功有过，所以有褒有贬，有赞歌有骂声，乃至两极

分化也不鲜见，评说刘邦也是如此。刘邦去世后，当时

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细，拨乱世，反之正，平定天下，为

汉太祖，功最高。”政论家陆贾，给予刘邦的评价极高：

“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

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

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轝，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

泮，未始有也。”至大唐王朝，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也

对刘邦的一生毫不吝啬，大唱颂歌。

作为西汉王朝的奠基人，刘邦起自布衣，寻常百姓

而已，却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勇敢和韧性，40 多岁开始

创业，不到 10年时间一统天下，开创了一个属于自己的

辉煌时代，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来说，绝对称

得上不朽的传奇。可对他的颂歌声里，也有“另类”的声

音。刘邦游手好闲，不喜劳作喜交朋友，终日里与狐朋

狗友游山玩水寻欢作乐，于是有人说他是“混混”。楚汉

争霸，刘邦兵败彭城，逃亡途中，竟然狠心将自己的亲

生骨肉推下车逃跑；楚汉对峙，刘邦父亲被项羽绑架，

扬言煮了来吃，刘邦也无动于衷，还说让自己也分一杯

羹……于是有人说他是“无赖”。大汉子民司马迁如此

评价刘邦：“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

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

此受命而帝者乎！”生在汉朝，却对开国皇帝刘邦以隐

晦的手法刻画其流氓无赖相，可谓胆大包天。晋人阮籍

更是放言：“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似乎对刘邦恨

之入骨！讽刺也好，痛骂也罢，刘邦从平民百姓到大汉

天子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代著名人文学者、文学理论家刘再复在《性格组

合论》里提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其实，人性复

杂，何止二重组合？作为平民皇帝的刘邦，人物性格自

然更加复杂。为性格复杂的汉天子刘邦树碑立传，作为

汉史专家的飘雪楼主，为了写作《刘邦传》，以一以贯之

的严谨和执着，查阅了大量关于刘邦的历史书籍、史学

资料，披沙拣金，去伪存真，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才完成

这部四十余万字的《刘邦传》。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飘雪

楼主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尝试，既还原历史的真实性，

又追求历史的生动性，兼顾史学性和文学性。《刘邦传》

以主角刘邦的人生履历为纵线，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

叙写其人生的大起大落。同时，又以同时代人——比如

陈胜、吴广、项羽的人生际遇为横线，侧面烘托刘邦的

过人之处。

一介市井小民，最终成就千秋霸业，刘邦自有其过

人之处。建汉之初，刘邦曾有过这样一番言论：“夫运筹

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

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

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相比之下，勇冠三军的西楚霸王

项羽，仅一个范增都不能用，“鸿门宴”之后，范增气得

直呼“竖子不足与谋”，荥阳之战中，范增更是被项羽气

得告老还乡，楚汉之争的结局也就成定局。飘雪楼主的

笔法细腻而又犀利，故事情节环环相扣，一气呵成。刘

邦建立西汉，距今两千余年。走进两千余年前的历史长

河，穿越时空，毫无“隔代”之感，历史与现实无缝对接，

仿佛聆听“百家讲坛”，身临其境，欲罢不能。不得不说，

飘雪楼主和著名作家莫言一样，都擅长“讲故事”，都很

有控制力。同时，他的语言极具特色，严谨细密之中不

乏诙谐幽默和轻松活泼，如一幅多姿多彩的历史画卷

徐徐铺开，别开生面，精彩不断，实属难得。

《刘邦传》不只讲述历史故事，书写历史人物，还通

过对刘邦的历史评价，深度解读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探究其人生传奇及其深远影响，一部血淋淋、活生生的

“资治通鉴”。有一种成功叫大器晚成，现在的不如意不

过是在积蓄力量，只待时机成熟，定能有所成。从这个

角度来说，刘邦可以理所当然地称之为“鸿门宴上的天

选之人”。

我市著名画家贺安成，近年定居北京。京城住久

了，他又日梦潇湘雨夜梦潇湘云。去年底，他携数十

幅新作，在湖南省文化馆举办了一个为期一周的《潇

湘情缘·贺安成人物水彩画展》。

别开生面的闭幕式

一般人办展，只有开幕式而没有闭幕式。可贺

安成先生的这次展览到最后一天，主办方跟他办

了一个热热闹闹的闭幕式。省政协原副主席谭仲

池、省政府原副秘方长姜儒振、特型演员正强、著

名主持人李兵，和来自长、株、潭三市观众一起参

加了闭幕式。

闭幕式上，贺安成先生为答谢前来观展的领导

与观众，特预备了 100 多张自绘毛主席画像（高仿

品），连同《文化生活·艺术中国〈贺安成绘画艺术专

辑〉》一并赠送给大家。同时，他还将 3 幅毛主席画像

原作，用抽签的方式免费送人。他的这种慷慨大方、

血浓于水的“湘情”，受到了前来观展的观众一致好

评！贺安成先生说，展览期间正值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我之所以给大家赠送毛主席画像，是要和

大家一起缅怀和纪念这位世纪伟人。

60年前在《株洲日报》做美编

贺安成先生在株洲文学艺术界，几乎无人不识。

他在株洲工作的主要单位是三个：株洲日报社、株洲

市群众艺术馆、株洲市文联。

株洲日报是他人生工作的最佳平台，是他施展

艺术才华的第一个平台。他在这里工作多年，但实际

工作时间不长，原因是他长年被借调到望城县“雷锋

纪念馆”、“毛主席革命纪念地第一师范陈列馆”、韶

山“毛泽东同志旧居陈列馆”等单位画革命历史题材

画。像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油画《播种》《山雨欲来》

《决战前夕》《延安整风报告》等。

“那一年，韶山毛泽东同志故居纪念馆调集全国

一批知名画家搞历史画创作……参加者有来自广州

美院、鲁迅美院和中央美院的老师及几位湖南画家，

共十几人一起写生，很多人都画得很好，但论画得最

快最为生动，却是出自贺安成之手的一幅，这颇令大

家刮目相看。”上面这段话，是时隔近五十年、当年参

与创作的著名油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潘世勋在

《安成写生，宝刀未老》一文中的回忆。

的确，贺安成先生无论是画人物还是风景，不

但“画得最快最为生动”，而且精准、传神。记得他多

次来报社，就为编辑部的不少编辑、记者画过速写

头像，只见他寥寥数笔，就能把你的“尊容”画得惟

妙惟肖。

这次我在长沙看他的“潇湘情缘”画展时，他特

嘱我多带几本介绍他的艺术专辑给报社的老同事刘

培兰、沈良桂、陈树根等，说是向他们汇报并转达问

候，其意之深之浓，令人感动！在这本专辑里，收入了

他一篇《60 年前，我在〈株洲日报〉做美编》的回忆文

章：那是“1958 年 9 月，在大跃进的滚滚声浪中，我结

束了在宋家桥当农民的生活，满心欢喜地来到创刊

不久的《株洲日报》担任美术编辑，这年我 19岁。”“当

时的《株洲日报》在火车站旁边的株洲饭店对面，是

一栋坐北朝南的三层白色小洋楼。这里原是冶金工

业部 601厂的苏联专家招待所，在当时的株洲算是相

当气派的建筑。”他说他在这里待了十多年，结婚生

子，为人作“嫁衣裳”，一切记忆如初。

正因为安成先生有这门“画得最快最为生动”的

绝活，时任株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兼报社总编辑

的王又民同志，亲自点名把他调到报社当美术编辑。

“我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为文字稿配插图，设计版面

和小刊图、题图，用美术字宋体写通栏标语，处理各

地（主要是本省）投来的画稿，对摄影记者毛国斌发

来的图片进行剪裁加工。”你说一天的工作量大不

大？我是过来人，就深有体会。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
勇气打出来”

后来，贺安成先生又调至株洲市群众艺术馆、株

洲市文联，任凭工作上有时会碰到一些摩擦与不快，

但他仍努力地工作，像单位宣传栏里每个人的“工作

照”，都是出自他之手。据我所知，像株洲市文化局、

株洲市财政局、株洲市图书馆，包括很多企事业单位

的员工、宾馆服务员、学校的老师和学生等，他都为

他们画过像。一句话，贺老师能做到走到哪画到哪，

乃至耄耋之年的他，仍笔耕不辍。用他自己的话说，

这是“日课”，犹如战士天天要操练。

正因为他长期以来坚持深入基层，接触社会，有

意识地培养和锻炼自己的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写实

能力，故他的画，日臻完美。特别是他八十岁后，还在

“衰年变法”。他打破传统的水彩人物、风景画面上不

能加白粉的惯例，大胆地将水彩色、丙烯色、油画色

熔于一炉，在空间表现上拓展出新的视觉艺术效果。

如创作一幅人物画，他舍弃传统的油画布而采用多

层重置的方式，将国画的线条，油画的体积、色块和

水彩画的肌理熔于一体，让一幅画同时出现油画、国

画、水彩的具象、意象以及抽象而丰富的视觉艺术效

果。像在长沙展出的《齐白石》《青年妇女》《维吾尔族

女孩》《毛主席故居》《鸬鹚扁舟》等，就是他用“综合

材料”而创作出的一种“综合材料绘画”。

贺安成先生这种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和“老骥

伏枥，志在千里”的创作精神与状态，确实让我十分

的敬佩！由此，使我想起李可染先生的那句名言：“用

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我们的

贺安成先生，可说做到了这一步。对此，著名文学评

论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贺绍俊先生说：

“我发现，贺安成在艺术上有一颗不安分之心，他总

在探索新法和新路。这一次他创作的‘综合材料绘

画’确实给人耳目一新之惊喜。”继而他又说：“这是

一种打破界限的艺术思维。文学界现在也流行破界

的写作……”文学往往是与美术相通的，我以为贺安

成的“无纸水彩”一定也和文学界的破界写作一样，

为审美打开一片新的疆域。”

正 当 我 要 写 完 此 稿 时 ，欣 闻 他 的《株 洲 情 缘

—— 贺 安 成 绘 画 艺 术 展》不 日 在 我 市 规 划 馆 举

行。对此，我感到特别的高兴，并祝此次画展取得

圆满成功！

细细读完《自得集》里每

一首诗，我对作者有了更深

层全面的了解。认识作者缘

于 2004 年秋陪聂鑫森老师一

行去荷塘区采风，当时作者

在荷塘区当组织部长，写现

代诗，也写散文。那时我想，

这么好的领导如果能去我们

那 里 工 作 就 好 了 。2013 年 6

月，组织终于将他派到我们

那里当县长，撤县设区后改

任区长，总共八年，这对我们

渌口文艺界的同志们而言，

无疑是一桩幸事。

平时讲“诗如其人，人如

其诗”，可能显得空泛，但刘

克胤是本地作者，读其诗，还

确实如见其人，也可以帮助

自己更好地了解其人。我相

信，凡读过《自得集》的人应

该 与 我 有 同 感 —— 自 然 流

畅，真挚深沉，亲切感人。作

者始终坚持“真诚、明朗、简

约、健康”的创作原则，取材

近前，力戒生僻，不作古奥，

有“ 老 妪 能 解 ”的 白 居 易 风

格。像我这样平时不太读旧

体诗的文学爱好者也能得知

其意。虽然有几处的字词我

都未曾见过，但并不影响我

对一首诗的理解。

如《忆 昔》（组 诗）中 有

“爷喜中秋同看月，娘忙里外

罗酒浆”，这个“罗酒浆”我确

实记不起还在哪见过，意思

是张罗酒和菜；《问僧》中的

“江河泛滥鱼是贱，道路崎岖

草 木 秾 ”，非 常 喜 欢 植 物 的

我 ，却 是 第 一 次 见 到 这 个

“秾”字，是草木繁盛的样子。

作者系上世纪 80 年代西

北工业大学毕业，曾在大型

央企工作多年，典型理工男，

业余时间最大的爱好就是读

书写作，且几十年如一日。所

以，在完成好本职工作的同

时，他笔耕不辍，在诗歌创作

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书斋

藏闹市，恕过不开门。一室我

为大，孤身诗作魂。有心防日

短 ，无 意 到 更 深 。客 至 不 相

扰 ，高 低 表 谢 忱 。”读 了《恕

过》这首五律，便不难窥见其

读书写作专注的一面。

诗主性情。这部诗集中

作 者 写 给 祖 母 、父 母 、岳 父

母、妻子、兄妹、女儿、同学、

同事、朋友、老师的至情至性

的篇章自然令我印象深刻。

他为四岁时就夭折的大妹写

了一组诗，九泉之下的妹妹

若是知道肯定会觉得欣慰，

能有这么一位有情有义有才

的兄长。

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

不少都得到过他的赠诗，像

章文才、朱江、黎平、谭伟军、

晏建怀等。《他乡》记叙了他

与同事自驾游黔东南的一次

出行——夕饮农家前庭，听

溪水潺潺，酒至微酣，解衣光

膀 ，更 觉 快 意 ！他 在 诗 中 写

道：“驱车去远方，一路赏晴

光 。木 屋 风 情 老 ，山 花 兴 味

长 。叮 当 小 夜 曲 ，踉 跄 酸 鱼

汤 。人 道 他 乡 客 ，前 身 是 楚

狂。”真是亲切可感，如在目

前。我平时只看到他工作中

严谨、严肃、严格的一面，很

难看到他不羁的一面。

酒能助诗兴，也见一个

人的性情。写诗的人可能都

喜欢饮酒，作者也不例外。他

写酒的诗很多，如《独饮》《恕

醉》《乞酒》等。“病来医莫助，

饮之即精神”“八十三岁去，

一脸笑吟吟”（《高人》），读来

让我也想一醉方休了。

当然，更见作者情怀和

境界的，还是关注弱势群体

和受灾受难者的诗篇，如《访

贫》《卖艺》《悯农》《讨薪》《代

言》《沉船》《性命》《不堪》《访

问》等 。作 为 曾 经 工 作 在 县

（区）基层的行政长官，他从

不忌讳抒写苦难人的生活。

“北望洞庭水，南开衡岳云。

千秋流远梦，津口复沉吟。能

不恨头白，苦难换日新。一朝

挂冠去，百里富还贫。”（《卸

任》）作者八年后离开渌口，

作 了 一 次 盘 点 ，一 次 反 思

——辛苦了，但也有遗憾。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

农村的人，应该容易被作者

写农村生活的篇章感动。作

者写的好几首诗让我也仿佛

回到了孩童时代。《忆昔》（组

诗一）里写的插秧怕蚂蟥，我

以为只有女孩子怕，原来男

孩子也怕。“双抢”的辛苦是

促使农村孩子通过读书改变

命运最好的鞭策方法，我小

时候曾对父母说这辈子讨米

也不想当农民，那个年代当

农民实在是太苦了。《砍柴》

写那年头很多农村孩子特别

是丘陵、山区的农村孩子都

做过的事情，“岁月欠温饱，

乾坤知细微。解馋拜天赐，有

米要柴饮……偶因光脚去，

难免竹签锥。口水糊泥土，精

神当吗啡……”读来乡土气

息极为浓厚，让人感觉甚是

亲切。《上树》写“少年上树掏

鸟蛋，眼睛不敢朝下看。或遇

心急树摇风，双手涔涔背出

汗。”写得太贴切了，我虽是

个女人身，小时候这样的体

验还是有的。

好多首写植物 、动物的

诗 ，也 让 我 耳 目 一 新 。《方

竹 》《 檵 木 》《 枯 荷 》《 蚂

蚱》…… 其 中“ 风 摇 窗 外 树

知 寒 ，千 里 冰 封 腊 月 天 。已

忘多时未谋面，不因陋室总

投 缘 。低 飞 自 请 松 筋 骨 ，静

坐权当习道禅。欢喜有心来

作伴，神思助我构新篇。”将

人 人 讨 厌 的 苍 蝇 写 得 妙 趣

横生，读来让我忍不住扑哧

一笑。《园中》“豆角挂树上，

小 葱 聚 墙 边 。苦 瓜 一 身 坨 ，

丝 瓜 爱 光 鲜 。芫 荽 刚 破 土 ，

白 薯 犹 贪 眠 。子 姜 妄 言 辣 ，

青椒笑翻天……”写得生动

形象，俨然一个菜园子呈现

在 你 的 眼 前 。类 似 的 还 有

《即景》《湖边》《竹山坳》《樱

花 园》等 等 ，每 一 篇 写 景 写

物 的 诗 都 如“ 味 摩 诘 之 诗 ，

诗中有画……”给人带来美

的享受。

“怀璧原无罪，开襟不染

尘 。天 心 怜 赤 子 ，铁 血 铸 青

春 。夜 入 柔 肠 断 ，诗 从 曙 色

新 。一 生 聊 自 得 ，谁 复 听 风

云。”这是一首与诗集同名的

诗——《自得》。但凡有一官

半职的人最怕别人说他哪里

没做好，尤其是业余有点雅

好者，最怕别人说他“不务正

业”，作者是个追求人格独立

的读书人，显然不屑于把这

些放在心上。读书写诗是正

能量的事情，工作之余有这

么一点爱好，他并没觉得半

点不妥——“走自己的路，让

别人说去吧”，他应该是这样

想的。

本地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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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情缘——贺安成
绘画艺术展”明日启幕

章大海

1 月 16 日，由株洲日报社、株洲市文联主办的

“株洲情缘——贺安成绘画艺术展”将于城市规划展

览馆开展，展出将持续到本月 26日。

贺安成先生60年前曾在本报担任美编，几十年来

在绘画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

就。本次画展展出的几十幅作品中，既有他精心收藏的

往年作品，也有部分近期新作。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可

以看到，贺安成先生大胆地将水彩画、丙烯色和油画色

融为一炉的“综合材料绘画”，拓展了视觉艺术效果。市

民可前往城市规划展览馆观赏这次绘画艺术展。

延伸 阅读

多情画家贺安成
马立明

贺安成先生画作《齐白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