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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娘家的倪仁吉

▢ 良木 文/图

明末清初的才女倪仁吉（1607—1685），近些年来知者渐众。到我市

江东街道大元村探访倪仁吉事迹的人士，据闻每年都有不少。

《义乌县志》（1987 年版）记录
倪仁吉事迹，概述为两方面：一是
才情，“能诗，工书画，精刺绣”；二
是贤惠，“过继之艺三兄各一子，
亲抚课教，后都有所成就”，“67 岁
时因青年失偶、白首完贞而建坊
旌表”。

志书自然是高度概括的，男
尊女卑的年代，女性能够在志书
上留下数百字的记载，已经十分
不易。

不过，当笔者在《浦江县志》
（1990 年版）上读到以下这段文字
时，才女倪仁吉的形象似乎一下子
鲜活了起来：

倪仁吉老年貌苍古，戴绒帽，着
褐衣，焚香晏坐，校勘图史；遇风和
日丽，与嫂氏侄媳等乘竹舆游览山
水，每得佳句便写在纸上，所作诗骨
秀神胜，清拔隽逸。

《义乌县志》从“事功”的角度，

对倪仁吉进行介绍，自然并无不妥；
然《浦江县志》展示了回娘家的倪仁
吉洒脱亲和的一面，却更令数百年
后的我们心生感动。

倪仁吉是浦江人（今属兰溪
市），17 岁时嫁给义乌大元村吴百
朋曾孙吴之艺。3 年后，之艺病逝，
20 岁的倪仁吉开始了此后大半辈
子的守寡生活。

倪仁吉中年之时，天下大乱，
大元村又处于义乌与东阳的交通
要道上，因而她决定回娘家避居一
段时间。

那些年，她在亲人的陪伴下，游
山玩水，吟诗作画，心情彻底放松，
享受了一段美好生活。她自己曾经
愉快地描述过回娘家时的生活状
态：“与吾嫂氏暨二三女伴，选胜尽
日，盘桓山径中，于时残雪凝峦，梅
馨初逗，竹身戛玉，涧溜鸣琴，野况
撩人，清思可掬。”

“不一样”的倪仁吉

这一时期，倪仁吉写出了不
少清新明快、活泼感人的诗作。且
看《城中怀家山》：
层峦西去四十里，元是高人旧草堂。
径绕杏桃千树绮，谷生兰蕙百丛香。
穷幽尝入云深处，采药频登石碎乡。
回首胜游思此际，苍海古木挂斜阳。
寂寂宁堪忆旧游，黄花红树缀深秋。
水光漾出玻璃镜，山色堆成翡翠楼。
险句每从天外得，丹青只向望中收。
闲关难到烟萝地，空对幽窗月半钩。

此诗看似信手拈来，细品耐
人寻味，含意隽永。若没有多次山
林游乐的体验，是很难写得如此
真切高妙的。

倪仁吉的《凝香阁诗稿》，包
括了“凝香阁诗”“宫意图诗”“山
居杂咏”三部分。评论家认为整体
上“意境清绝，凄楚感人”，而“山
居杂咏”140余首，却显出了难得
的欢快与欣喜。

诗人多悲秋，倪仁吉却这样
写：一片烟萝处，秋深点染加。宁
知霜后叶，绝胜武陵花。

诗人常惧冬，倪仁吉却这样
写：众卉久凋落，山茶一吐芳。那
知寥寞处，对此即春阳。

能将秋冬之景当作春景春
阳般来欣赏的，该具有怎样恬淡

平和的心态啊！
吴潮海先生曾对《凝香阁诗

稿》做过深入研究，他这样指出：
“‘山居杂咏’估计正是倪仁吉回
娘家之时完成，最起码也是那时
构思，日后逐渐润笔修饰而成的。
这一时期的诗作题材新颖、清新
活泼、艺术感人、佳句颇多，堪称
是倪仁吉诗歌的代表作。”

苦命的倪仁吉，艺术上是位
多面手，“险句每从天外得，丹青
只向望中收”正可谓是她的创作
经验谈。史料记载，她的绣品看不
出针线痕迹，有如镂金砌玉，妙入

秋毫。她尤长于发绣，有发绣大士
像两帧，其一早年流入日本。如
今，义乌市博物馆还收藏有她的
工 笔 画《梅 雀 图》及 绣 品《春 富
贵》，皆甚精美。

多年前，笔者曾走进大元村
倪仁吉的居室“仰止堂”，欣赏过
她的一些不太被载入史册的“作
品”——倪仁吉为吴氏先人们画的
肖像画。吴氏先祖图册共 20 帧，原
作一平尺见方，当年展示出来的，
只是缩小了的复制品。即使是复制
品，也不难看出倪仁吉当年用心之
专。在每幅画像的旁边，她用小楷
注明了画像主人的简略生平。不难
想像，当她以清秀端丽的小楷在
这些画像下写下“族子妇倪氏谨
书”时，表现的并不是一位画者的
自得，更多的只是遵守了当时社
会对于贤妇的道德要求。

在 夫 家 恭 谨 地 画 着 祖 宗 肖
像 的 她 ，与 回 娘 家 时 与 嫂 子 侄
女 游 山 玩 水 的 她 ，是 不 一 样 的
倪 仁 吉 ，但 都 是 最 真 实 的 倪 仁
吉 。一 个 人 无 法 超 脱 自 己 所 处
的 时 代 ，但 具 艺 术 才 华 之 人 ，
却 可 以 将 个 人 的 际 遇 、生 活 的
烦愁、时代的磨难凝聚成艺术的
果实。

“山居杂咏”与先祖图册

《浦江县志》的记载，还让笔
者联想到一则小品文。

杭州女作家严蘅曾著《女世
说》，其中有一则《倪仁吉赠竹》：

义乌倪仁吉性孤冷，爱方
竹，手植数十竿，护惜臻至。莱阳
处士董樵游婺郡，仁吉高其人，
斫一枝赠之。

严蘅是清代时杭州人，同治
年间写成《女世说》，模仿《世说
新语》的笔法，记述了清代女性
作家的文雅事，文简意丰，颇见
情致。“赠竹”一则，不足五十字，
倪仁吉高洁孤冷的品性却已跃
然纸上。

才情四溢的倪仁吉可以斫竹
赠高人，想来应是她回娘家时的
事儿吧。因为单从《义乌县志》的
记载来看，很难让人相信倪仁吉
还有赠竹这样的举动。按《浦江县
志》的记载，倪仁吉晚年竹舆游
览、得句而乐的风采，与斫竹赠高
人的举止倒正可相互印证。

关于倪仁吉赠竹，沈德潜在
其《清诗别裁集》中亦曾提及。此

别裁集共收录诗作多达3952首，倪
仁吉入选了一首《题宫意图》，沈德
潜如此介绍倪氏：“工写山水，尝种
方竹于庭，以自况也。有同志者，斫
一竿与之。”

沈德潜是清代著名诗选家，乾
隆时的进士，比严蘅更早提到了倪
仁吉爱竹的轶事。只是沈德潜做了
概括式的描摹，严蘅则记录了一则
具体事例。

那么，关于倪仁吉赠竹的事例，
乾隆时的沈德潜以及比倪晚生了约
两百年的杭州女子严蘅又从何得知
呢？在几百年之前，传播可不像我们
现在这样方便啊。当笔者好不容易
查找到清初大诗人王士禛《池北偶
谈》中有关倪仁吉的记载时，心头的
疑虑才渐渐消散。

王士禛是顺治朝进士，与倪仁
吉可算是同时代人。他的《池北偶
谈·谈艺》有“倪仁吉”的条目：

女郎倪仁吉，义乌人，善写山
水，尤工篇什。予尝见其宫意图诗，
其一云：“调入苍梧斑竹枝，潇湘渺
渺水云思。听来记得华清夜，疏雨

梧桐独坐时。”先考功兄曾得其全
集。倪手种方竹数十竿，甚爱惜。莱
阳董樵处士游婺郡，倪高其人，斫
一枝赠之。

笔者发现，王士禛与“莱阳董樵
处士”同为山东人，虽不同县，也算
是同乡了。想当年，王士禛负有盛
名，门生甚众。处士董樵，很可能与
王士禛或其门生有着交往。正因如
此，名流王士禛才能听闻倪仁吉事
迹，才能在其《池北偶谈》中记下倪
仁吉赠竹一事。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所选倪
仁吉的作品，正是王士禛提到过的

“调入苍梧斑竹枝”这首诗。
笔者推测，沈德潜可能并没有

读过倪仁吉的全部作品，而只是依
据《池北偶谈》选录了倪的诗作并
编写了作者小传。至于以记录清代
女作家轶事为己任的严蘅，则从

《池北偶谈》中节录了“赠竹”事，略
加修饰，遂有了《倪仁吉赠竹》一
文。而董樵处士“游婺郡”拜访倪仁
吉，应当在浦江，正是其回娘家居
住之时。

赠竹轶事

吴氏先祖图册选页之一

刺绣《春富贵》

国画《仕女图》

国画《梅鹊图》

国画《花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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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潮海 文/图

继创作 50.8 米《清江晴峦
商城图》、38 米《一卷长城卫国
志》后，孙志树先生又创作了
题为《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长
卷作品，将大家带回“梦开始
的地方”。

《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长
卷，长达 40 米，诚如陈望道孙子
陈晓帆对这一巨作所评析的：

“孙志树老师的《望道信仰线》
（《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山水长
卷，存形纳意，虚实互衬，寓乡野
于方寸。”“画作中，文化礼堂、陈
望道故居、陈望道展示馆等建筑
和分水塘等村落景观，于绿野
山景中清晰可见，画家充分利
用国画山水的色彩搭配，展现
自然山水的四季韵味，呼应主
题。而整体画作空间处理层次
分明，在平面中塑造出坡地纵
深，使义乌分水塘这个隐于青
山之中的小山村跃然纸上。”

孙志树先生是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
员，曾就读于中国美院山水专
业系，师承中国美术学院王伯
敏教授，受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蒋采苹教授的重彩画指导，研
究重彩画的绘画艺术，创造了
独特的山水画画风，他的画作
屡屡在全国获奖，或入选全国
中国画作品展。

长卷的创作，最难的是布
局构架，但正由于孙志树有着扎
实的功底，因而，《信仰之路 望
道之春》整个长卷曲折盘旋、粗
细长短、轻重快慢、枯湿浓淡、
疏密聚散的笔墨运施，点、线、
面的随物赋形。随意生发，委婉
如行云流水，刚健如斩钉截铁，
磊落洒脱，变化无穷，于痛快淋
漓中内涵蕴藉沉着，实在是更近
于王伯敏而有别于蒋采苹。

当笔者与画家交谈时，询问他为何能将长卷画得
如此潇洒自如？他毫无迟疑地回答：“正是‘真理的味
道是甜的’，让我找到了画这幅长卷的主旨。陈望道在
翻译《共产党宣言》时蘸着墨汁吃粽子，还说味道很
甜，陈望道忘我工作的痴迷最有画面感，因而一下子
让我找到了切入点。”

是的，一位有历史担当的艺术家，总能够从独特的
视角来观看历史和书写历史，从而赋予历史种种新的
审美发现。孙志树凭借自身卓尔不群的天赋和对艺术
坚持不懈的追求，以独到的视角锁定了特定的历史瞬
间，完成了历史重大题材创作。不仅如此，他还十分注
重历史真实性的还原，注重当代视觉文化对于历史的
再释，宽广的视觉现场营造与当代艺术语言运用，共
同形成了这一长卷作品的宏大叙事特征。

《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以点燃革命之火的分水塘
为核心，除了陈望道故居，还有分水塘文化礼堂、望道
讲堂……为了能更好地体现《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
本诞生地的场景，他不辞辛劳，无数次去现场踏访，与
原住民交朋友，在一次又一次的考察中，发现在历史
图像资料上还有所不足，需要通过美术创作来丰富展
陈，弥补历史影像的不足，于是，他以赤诚之心，深入
其中，走进历史的深处，在创作中既坚持历史的真实
性，又努力以精湛的艺术语言描述好党史，从而有助
于激发人们重温经典的热情，进一步打开通向真理宝
库的大门。

除了对革命圣地般的分水塘予以浓墨重彩的描
绘，对义乌市的一些地标性场景也予以勾勒，诸如望道
路、雪峰路、国际生产资料市场，以及义乌铁路口岸、
长堰水库……在他的精心设计下，整个长卷似是一条
跨越百年的“时光长廊”，沿着他的画图缓步前行，时
光也跟随长卷的一幅幅画面而飞速流转。不知不觉
间，我们已经见证了义乌的飞速发展，来到了激越昂
扬、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经过美
丽乡村建设，如今的分水塘村在绿水青山中形成了美
丽的家园，既有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新农村的亮丽
风景。所以说，这幅长卷的创作，既是向党的生日的献
礼，又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义乌发展的壮丽画卷。

浏览《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使我们充分感受到孙
志树对大型国画创作的结构设计和空间营造的非凡
能力，也让我们在感受其艺术魅力的同时，体悟到一
个画家的责任和担当。

长卷《信仰之路 望道之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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