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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师生说担当话年轻
给八十岁生日“加一点东西”的另外一个是

在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一个活动，这个

活动不仅仅是为祝寿，还是拿他的生日说事儿，

做一点研究。“有很多作家长大之后就离开了故

乡，而我从出生至今，基本上是在天津这块土地

上。我想做一个讨论，通过我和天津的关系，讨

论知识分子和他的故土、和故土上的人民，是一

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做这样的一个讨论，可

能对文学、对作家，都有意义。”

这几天，冯先生陆续收到鲜花等礼物。生

日前一天，忙碌中的他和冯研院的师生交流了半

个小时。贵宾室坐满了人，有的学生两人挤在一

把椅子上。冯先生说，自己80岁了，有一种紧迫

感，鼓励学生多多担当，好好成长。他的学生、现

为冯研院的老师孙玉芳说：“听冯先生讲话，那种

状态和精气神，不像是80岁的老人，像是50岁的

中年人。冯先生也说过，五十知天命，是发力的

时候，是做事情的时候。他现在依然这样。”

3月11日下午2：30，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

艺术研究院全体师生为敬爱的“大家长”举办了

简朴而温馨的生日会，陪伴他一同走进人生的

第80个春天。2001年被天津大学聘为教授，冯

骥才先生“把天大（天津大学）的事当成天大的

事”，从无到有，将冯研院建成了一座关切社会

现实而又充满理想主义情怀的人文学院，在中

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的时代大潮中，扛

起田野调查、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的重任。他把

自己毕生的艺术珍藏搬进学院的博物馆里，更

在每一天的言传身教中，用自己的学识、思想、

智慧和丰富的人生经历，滋育学生的心田，为国

家培养人才。他把大学当成自己的家。这个

家，是他晚年的归宿。

生日会上，教师代表郭平动情地说：“冯先

生就像大鸟帮助小鸟学会运用自己的翅膀，一

直展翅托举我们，引领我们，保护我们，无论寒

暑，更无惧风雨。”博士生代表张航感到“80后”

导师身上自然而然融汇了“朝气蓬勃”与“福寿

绵长”；硕士生代表于广泽从跟自己的爷爷同龄

的老师身上读到了中国文人的道义和担当。从

青年师生们的话语中，冯先生感受到了真诚，

“我们的时代和民族都需要年轻一代的真诚和

担当。我跟你们在一起，交换新鲜的想法，你们

也帮助我，让我年轻。跟你们在一起，我就永远

跟时代在一起。”

冯先生透露，老朋友韩美林3月10日一个

晚上画了八十幅画，“每一幅都是一匹马”，冯先

生属马，“这是让我马不停蹄啊！”画家作画，源

于艺术的冲动与激情，更源于数十年朋友之间

的祝福与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画马，更是

知音之间的懂得。

八十岁，冯骥才先生未生颐养天年之念。

他刚刚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两本新书《画室一

洞天》和《多瑙河峡谷》。生在天津，喝着海河水

长大，一辈子住在天津，冯先生更觉得要为这块

养育自己的土地留下脚印，所以他写天津的历

史、天津的故事、天津人的集体性格，更为保护

和弘扬天津的文化做了无数的事。今年，他还

打算借自己八十岁的由头，举办一个研讨会，通

过他与天津的关系，探究当代知识分子对土地

的责任。生日过后，他便要为新近落户天津大

学的全国首个非遗学交叉学科启动教材编写，

为今年9月即将入学的第一批非遗学硕士研究

生制定培养计划，以便将来源源不断地为全国

非遗保护输送专业人才。

八十岁，他有了一种“静水流深”的新感觉，“还

是在大河中央，但沉下来了。目标依然在前面。”

2022年3月11日，农历二月初
九，冯骥才先生迎来自己八十岁寿
辰。中午，他陪105岁的老母亲一起
吃长寿面；下午，在天津大学冯骥才
文学艺术研究院这个他一手建立的
“大家庭”里，和全体师生分享生日蛋
糕，谈成长担当，一起走进新的一个
春天。冯骥才先生的80岁生日仪
式，简朴、温馨、动人、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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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生时间醒来
3月11日早上，冯骥才比往日醒来稍晚一

点，8：10，恰是他1942年2月9日出生的时间！

这让他感到分外奇妙。离开母体降临人世间那

一刻，小婴儿哭声响亮。80年后的这一刻，他微

笑着，身旁是携手一生、相濡以沫的妻子顾同

昭。他们早就说好了，中午去看妈妈，一起吃面。

冯先生素来看重人生的重要节点，喜欢过

得“深”一点，特别一点。在他看来，每个人都有

一些人生节点值得纪念，比如生日、考上大学的

日子、毕业工作的日子，以及他尤为看重的结婚

纪念日等。“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努力，就是为了

给未来留下一些记忆，所以我希望在重要节

点，做一点事情能够留下来。”

50岁和60岁生日时，冯先生都在老家宁

波举办了画展，其中一次名曰《敬乡画展》，意

为敬自己的老乡，敬自己的家乡，那是他生命

的发源地。冯先生的父亲家在宁波，世代都

是文人，也为官。母亲是山东济宁人，济宁亦

文亦武，文是孟子和孔子的故乡，武是水泊梁

山。山东人重义，厚道朴实，文化里边有一种

阳刚之气；浙江人比较细腻，比较柔情，家里

的两种文化对他都有影响，热爱故乡故土，父

母对他的影响在骨子里、在精神上。

冯先生第一次卖画就是在老家宁波，已

成为美谈。当时，他看到为纪念唐代诗人贺

知章而建的贺秘监祠非常破旧，但缺少修缮

费用，他就从画展里选了5幅自己最喜欢的

画，卖掉之后，捐资修缮了贺秘监祠。“不修的

话可能就要被拆掉，修好以后给了宁波文联，

现在变成宁波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旅游景

点。我做这些没有任何功利心，就是因为热

爱，因为是我老家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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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105岁妈妈一起吃寿面
对于80岁生日这个重要的节点，冯先生

早有打算，不想过得太平常，要“加一点东

西”。其一就是中午和妈妈吃一顿面。

“大冯是孝子”是出了名的。宁波人注重

慈孝文化；母亲山东人尤重孝道。“妈妈今年

105岁。我80岁的人了，还能去看望自己的

妈妈，很难得。和妈妈吃一顿面，我觉得这是

有种特别意味深长的场景。”

平日在衣着上不甚花心思，生日这天，穿

上灰白相间条纹衬衫，灰色羊绒衫，灰色细格

西装，步履轻快，面带笑容。看望母亲，他的

状态总是好的。因为疫情，一度担心和妈妈

吃面的计划是否会受影响，生日前一天晚上，

冯先生特地询问确认。非常时期，特别的日

子，能够看望妈妈殊为不易，尤其珍贵，更觉

幸福。

12：00，来到母亲家，老母亲早已收拾妥

当等候。餐桌上炒鸡蛋、豆芽黄瓜丝等佐面

食材早已备好。紧挨着妈妈坐下，这一碗宽

面，格外鲜香。

鲜花馥郁，满室芬芳。圆圆的生日蛋糕

上，“80岁生日快乐”在8支燃烧的蜡烛围绕

下醒目地透着喜气。

母亲满头银丝，皮肤白皙，笑容中透着慈

爱优雅。80岁的儿子轻轻摸了摸妈妈的脸颊，

“感觉就像小时候妈妈抱着自己时那样……”

他对母亲说：“80年前的今天，您把我奉献给大

地了。您一辈子经历了太多，一直在我身边鼓

舞着我。我要为大地多做好事，不辜负您，让

您的奉献放出光彩。”冯先生还用手机和母亲

自拍合影，把这人间至福，分享给亲朋好友。

这个家，是他生命的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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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陪妈妈吃寿面，自拍留影

■冯骥才寄语本报读者

■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大家庭”举办生日会

■春天出生的80后冯骥才，正青春

■韩美林画马贺冯骥才八十大寿
■冯骥才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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