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我开始接触鲁迅著作起，就看到过邵
先生刻的《一件小事》，我理解这篇作品的钥
匙，就是邵先生的这幅画，觉得这幅画就是
天生与这篇作品相配的。

后来慢慢接触了邵先生，逐渐知道他的
更多作品，更了解到邵克萍先生虽然没有直
接接触过鲁迅，但他是在用心灵去接近鲁
迅、用木刻刀反映鲁迅生平、作品，自觉接受
鲁迅对版画指导意见的版画家。他对鲁迅的
感情之深———只要是与鲁迅先生有关的事，

甚至只要是与鲁迅纪念馆有关的事，包括创
作作品、提供史料、请教木刻理论，以至出席
展览开幕式、编辑相关书籍等等，只要找到
他，没有不热心支持的，真可以说有求必应。
这可说是邵老的第一个鲜明特点。这种

特点，几乎就是邵先生和其他亲炙过鲁迅先
生的文学家、艺术家风范的标志。在他的生
活和创作中，鲁迅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他
最重要的老师。鲁迅先生对邵克萍的影响，
是深入骨髓、融入血液的。他的整个艺术生
涯，几乎都是在贯彻鲁迅对版画的主张。邵
先生特别注重按照鲁迅所指方向，注重发展
黑白木刻艺术传统，注重版画的社会价值，
注重反映生活的理念。这也正是他的版画实
践的根本宗旨。从他动手刻第一张作品开
始，他就一直在用自己的刻刀实践鲁迅的理
念。谁要是对鲁迅不敬，邵老会挺身而出予
以批驳。谁要是对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方向

有偏离，邵老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指出，而且
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直到说服对方。这可
说就是他的第二个性格特点：耿直。

邵老性格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认真，甚至
顶真。
邵老这人，做什么事情都顶真。!"""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新馆落成，建成了“朝华文
库”，之后，考虑到杨可扬、邵克萍等一批老
版画家的重要贡献，我们决定在上海鲁迅纪
念馆中建立“邵克萍专库”，邵老得知，欣然

同意，很快把他家里的大量藏品拿来。别人
都是交给我馆布置就不管了，邵老却是自己
亲自布置。为了按照自己的设想布置，他亲
自画了布置图，接连几天，独自坐公交车从
老远的东安路来到鲁迅公园的我馆，当时还
是很热的天气。布置完了还反复调整，直到
满意为止。这对一个年近九旬的老人来说，
绝非易事。我们当时很担心他的身体和安
全，要派车去接他，他却坚决拒绝，而且下次
来前就不通知我们了，幸亏最终没出什么
事。过了两年，忽然听说邵老中风，我们赶紧
去看望他，他躺在狭小的“蜗居”里，原来是
因为他在大冬天天不亮就起床，在阳台上打
太极拳，因为太冷，着了凉，才造成险象。所
幸没有酿成大祸，还居然慢慢康复到了几乎
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步，也是他生命力的顽强
使然。但也说明他做事的认真。

邵克萍先生可说是介于直接受过鲁迅

熏染的第一代版画家和四十年代成长起来
的第二代版画家之间的过渡和桥梁，他承上
启下，既坚守了鲁迅倡导的新兴版画基本特
色，又有所发展。他既创作过《一件小事》那
样经典的书籍插图版画，也刻过具有丰富套
色的大幅作品。五六十年代开始他也曾刻过
不少反映工业生产成果，以后又刻过反映改
革开放图景的作品，刻大型作品也显现出气
势恢宏、构图精美、刀法自如的老到技艺。例
如那幅《南浦建大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年，在中国新兴版画运动 #$周年纪
念活动中，邵先生因他长期努力的艺术实
践，获得了中国版画界的最高荣誉“中国新
兴版画杰出贡献奖”，这是他永远不能忘记
的事。

去年 !月 !%日，惊悉邵老去世，我与同
人前往龙华痛悼邵老，端详着邵老那饱经风
霜、刚毅坚韧的脸庞，我想到了邵老的那本
新著《铮铮刻刀写春秋》，我想，邵老的一生，
就像他的书名一样，用自己的铮铮铁骨，刻
画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也刻画着中国新兴版
画的历史，既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他毕生
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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铮铮刻刀写春秋
———感念著名版画家邵克萍先生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提到鲁迅的《一件
小事》，首先浮现在脑际的形象，就是一个
外貌矮小而精神高大的车夫扶着一个步履
蹒跚的老人。看到这幅作品，就让人想到它
的作者、著名版画家邵克萍先生。如今这件
作品就珍藏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朝华文

库·邵克萍专库》里。邵克萍先生，浙江镇海
人，身材不高，体形清癯，走路背略有些弯，
与木刻中那个车夫颇有几分相像。引起我
感喟的，是他与那个车夫一样并不高大的
身形所蕴涵的执着信念、坚韧自信、不懈跋
涉、追求理想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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