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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善庆，193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擅
长绘画，1946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1950年
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师从徐悲鸿先生。
生前曾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中
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副教授。2020年7月18
日，因病于美国纽约逝世，享年88岁。

曾师和我们同时在1952年进入清华，

当时他才20岁，是我们的同龄人，此后他

成为我们的美术课老师。当时清华大学梁

思成老师礼贤下士，网罗了一批国内的顶

尖英才，美术方面有刚从法国回来的吴

冠中、台湾回来的著名雕塑家宋泊以及著

名油画家李宗津、填色透明水彩大师关广

志、国徽设计人工艺美术家高庄、著名女

画家华宜玉等，还有一批年青教师。老师

之中可能因为年龄相仿，只有曾善庆和我

们渊源最深。当时美术课历时四年，四年

来他亦师亦友和我们打成一片，学同室，

沉痛悼念曾善庆先生
○奚树祥（1958 届建筑）

嬉同乐，游同伴。还经常来宿舍串门，无

所不谈，谈的最多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

期的大师以及俄罗斯现实主义画派，他崇

拜列宾和苏里柯夫，一起欣赏苏联《星

火》杂志上发表的各种画页。在我们心目

中，他是老师，但更像是我们的兄弟哥们儿。

曾师人纯艺高，厌恶世俗，一直保持

着精神上的清纯。他出身清贫，天分早

慧，偶被徐悲鸿大师发现，打破招生常

规，超越学历限制，14岁小小年纪就被徐

悲鸿收入门下成为他美院的关门弟子。学

习中，徐悲鸿知其囊中羞涩，经常接济并

赠以画具艺材，悉心指导，精心培养，数

年后终成画界奇才。1950年他从中央美院

研究生毕业，因成绩优异而留校，年仅18

岁。1952年梁思成先生慕名爱才，向美院

指名要曾善庆来清华任教，交换条件是放

李宗津教授回美院，自此曾师于1952年与

建八结缘。

他响应号召，利用寒暑假下乡采风，

回校时带回一批农村人物动态速写，人物

精气神刻画之细腻，笔法之流畅，速写之

精彩，展出时不仅轰动了建筑系也轰动了

中央美术学院。后来又在美术馆展出，

轰动了首都美术界，有评论说难得一见这

么精彩的人物速写。直至今日，当年的美

院学生如今成大师的人们，仍时常提起当

年看展览时的印象，佩服曾先生的速写功

力，可见影响之大。

曾先生除了素描之外，还教我们水彩

课，课余他经常和我们一起聊天嬉笑，一

2016年摄于曾善庆先生的纽约曼哈顿寓所，

左起：奚树祥、曾善庆、杨燕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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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郊游颐和园、樱桃沟……，哪怕只有等

车的十几分钟，他也会掏出画具进行水彩

速写，在同学们围观下，他激情地挥洒，

意境色彩尽显纸上，这种课堂加上课后的

身教言说，对同学们的帮助极大。大家喜

欢曾先生，因为他才华横溢，恃才不傲，

谦虚低调，教学中又循循善诱，勤于动手

示范，极受建八以及后来各个年级同学们

的喜爱。在他和王乃壮、陈果几位年轻老

师的“煽动”、启发和培养下，激发起建

筑系五六十年代历届学生对美术的强烈兴

趣和热烈追求，形成一时风气，各个年级

都出了一批美术高手，也给专业学习打下

了很好的基础。梁思成老师一直强调“不

崇尚美，不追求美的建筑师是不可能创造

出美的建筑”。重视美术基础是清华建筑

系的优秀传统。

建八班上极富艺术天分的杨燕屏同

学，师生恋最终和曾先生结成连理，受

到党总支书记刘小石的关心和祝福。建八

全班同学借胜因院，在王乃壮老师播放贝

多芬第九交响曲《欢乐颂》的乐曲中，为

他俩举行结婚庆典。除了建八同学外，没

有来宾，同学们献上自制的礼物，没有婚

纱，没有摄影，也没有喜糖美酒，只有西

红柿沾白糖。此后伉俪相亲相爱、相濡以

沫几十年。

杨燕屏后来住院，全班同学分工帮

她记笔记，复学后又帮她补课，不让她掉

队。经过班上同学的努力，最终拉她和大

家一起毕业。毕业后她以自己独特的艺术

天分投身美术界，在曾先生的影响下，经

过多年艰苦的磨练，终于画出自己的独特风

格，著名画家郁风曾撰文给予极高的评价。

1986年，他们在杨振宁先生帮助下移

居美国，曾先生说他是“八路军进纽约

城”。经过几年非常艰苦的奋斗，在没有

任何创作条条框框的限制下，他们的艺术

潜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自由地驰

骋在阳光、色彩和美的世界里。曾师多次

谈到自己一生最有成就的就是70到75岁在

美国的这段时间，他为此专门刻了图章

“七十以后”，2019年在美国博物馆展出

的画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目前他们夫妻

二人已成为美国当代著名专业画家，作品

经常展出，并被各大博物馆收藏，曾先生

的画曾在美国八个州巡回展出。在美国这

个商业社会中，曾先生始终保持着自己独

立的美学见解和艺术表达，坚持自己的创

作原则。他说他没有“师承”，想怎么画

就怎么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不为利益

驱动，创意没有出现、没有激情冲动之前

绝不动笔，所以大家看到他的画都是充满

了张力，表达他内心深处的感情，发泄出

对于命运的呼吼。

有一天晚上，他在纽约地铁站看到地

上坐着一个衣衫不整破布缠身、正在狼吞

虎咽啃面包的黑人，连掉在地上的面包渣

都捡起来送到嘴里。他非常震动，眼圈都

红了，连说几遍“我非常难过”，联想起

三年困难时期国人曾有过的经历，回到家

曾善庆先生画作《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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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铺纸提笔绘制了一副令人震撼的作品

《饿》。过去批判他“丑化劳动人民”，

他一直不服，他非常有个性，有强烈的

人道主义精神，他同情并爱画底层人民，

也爱画西藏人，认为他们活得有尊严。他

也喜欢画挣脱缰绳的马和顶撞的犟牛。确

如王一冠同学所说，曾先生笔下的马和牛

是当作人来画的，强烈地表现出他经历过

的苦难和不屈抗争的精神。曾先生就是一

匹仰天长啸的烈马，一头倔强的牛。他的

马和牛系列称得上是他晚年的传世之作，

每次看到这些画，我都会深受感动，仿佛

听到他在沉默中爆发出来的那种雷霆万钧

的呐喊声。在“文革”中他受到严重的冲

击和伤害，但他始终不服，公开宣称“历

史将判我无罪”，拒绝承认反党。后来清

华大学在大礼堂为他正式平反，恢复了名

誉，在曼哈顿他家墙上挂着一副挺着大肚

子的弥陀佛，题款“看谁笑到最后”，表

达了他的心情。

当年在国内画界不良风气下，他总看

不惯，不屑与之为伍，始终保持着自己特

立的个性和一个艺术家高贵的灵魂。他外

表腼腆，但内心非常丰富，两年前我最后

一次见他是在他曼哈顿的家，此时他们已

经从长岛的别墅搬到曼哈顿医院附近的公

寓，除了曾先生可以受到更好的医疗照顾

外，主要是杨燕屏可以推轮椅，伉俪一起

去纽约各大博物馆参观画展。

我住在新泽西，离曼哈顿很远，偶尔

也会邀周忆云同学一起去看他们，有时一

起去餐厅吃饭聊天，总有说不完的话。但

杨燕屏老惦记着家中的“老小孩”，不敢

久坐，临走时一定打包带上一些曾先生喜

欢吃的菜。晚年的曾先生像个孩子，整天

粘着燕屏，不听话，在家很犟，光脚不肯

穿鞋。离开他一久就会大声呼喊燕屏的名

字。老同学一到他家，他又变得非常温顺

听话。

近七十年来，他们伉俪一直和建八班

互动，从未中断，甚至特地回国参加建八

班的聚会。曾先生可以叫出每一位同学的

名字，同学们也一直惦念他们。对于他的

逝世，同学们莫不黯然神伤，潸然泪下。

君魂突乘黄鹤去，天地茫茫皆不见。
异乡天涯虽相隔，遥拜良师泪襟涟。
希望他在天国平安，实现他年轻时的

理想。也希望我们的好同学杨燕屏节哀。

九三学社成员、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关懿娴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4

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关懿娴，女，1918年2月14日出生于

广东省南海县九江镇，客家人。1943年

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曾留学美国密歇

根大学研究生院英文系、英国伦敦西北理

工学院图书馆学系。先后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语言事务处、香港大学图书馆等机构任

关懿娴老学长仙逝  享年 102 岁
职。1956年10月，从香港回到了祖国大陆

参与新中国建设，被分到卫生部做图书资

料工作，1957年初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现信息管理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

授、教授，1987年退休。在任教期间，主

讲过基础英语、图书馆学专业英语、英文

图书编目、西文图书分类，开设了图书馆

建筑、英国图书馆概述、图书馆工作组织、

图书馆学引论、期刊工作等多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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