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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家风家风

自由的爱与独立精神是永恒的宝藏

爷爷的“两会”情结

著名画家丰子恺外孙女杨朝婴、外孙杨子耘讲述艺术家风：

最美家庭家庭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 侯红

范丽萍是山西省晋中市介
休市彦博路社区一名普通的家
庭妇女，她的家庭是一个平凡
的家庭，但正是这个平凡的人
家却用无私的爱，十四年如一
日地给一个智障儿构建起一个
温暖幸福的港湾。

2006年农历七月一天夜
间，范丽萍丈夫驾驶出租车时，
在平遥洪善镇马路边发现了一
名弃婴，他抱回了家，回家后发
现孩子后脑上缝了11针，是个
有疾病的男婴。当时，范丽萍
忙生意又操劳自家两个孩子，
精力有限，希望能有人抱养，但
人们都不敢要这个病孩。

范丽萍带着孩子到处检查，
都说是脑积水，很难养活成人。
人们都劝她把孩子送福利院，亲
朋好友也一致反对，说将来肯定
是一辈子的负担，但范丽萍不忍
心，把孩子留了下来，并给孩子
起名“党民范”，小名“宝宝”，到
民政局备了案，亲自抚养。

“宝宝”因智力发育缓慢，
走路不稳、说话吃力，范丽萍到
处求医问药，她多次和市民政
局联系，多方努力，2008年，晋
中市第一医院给孩子免费做了
脑积水分流手术。住院期间，
范丽萍陪护宝宝40多天，孩子
在床上，她睡在地下，差点累病
了。看到范丽萍昼夜细心呵护
被遗弃的孩子，病友和医护人
员十分感动，纷纷称赞。

宝宝3岁时终于开始像正
常孩子一样学坐、学走路了。为
了让孩子身体更好地发育，范丽
萍和家人每天坚持给“宝宝”做
全身按摩。她还买了学步车、扭
扭车，方便孩子练习平衡。

宝宝6岁半的一天，范丽
萍进货刚进门，丈夫把她拉到
客厅，笑着说：“快来看，宝宝会
走路了！”宝宝正独立练习走路，见到范丽萍高兴地
喊出了声：“妈妈，我会走路了！”范丽萍激动得扑过
去抱住孩子亲了又亲，脸上却挂满了泪珠。

党民范的成长离不开范丽萍丈夫的鼓励和支
持。孩子学习吃力，爸爸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辅导
他做作业，每当孩子成绩有一点进步，他就给予精神
和物质鼓励，让孩子每天都生活在快乐之中，

2015年5月，范丽萍和丈夫带着10岁的宝宝到
医院复查。当年为宝宝做手术的大夫简直不敢相信
眼前的一切：“根本没想到孩子发育、成长得这么好，
不但能走路，还能背唐诗，这真是一个奇迹！”

如今14岁的党民范已经上小学五年级，14年
来，范丽萍为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付出了常人
不可想象的心血！

“我觉得这是积德行善的事情。”谈到14年来的
育儿艰辛，范丽萍只是淡淡一笑。相对于为宝宝的
付出，范丽萍对女儿和大儿子很是内疚。由于长年
照顾党民范，儿子女儿都深深理解妈妈的辛苦，常常
帮助爸妈一起分担，照顾弟弟，毫无怨言。

范丽萍女儿剖宫产手术住院，恰好党民范也生
病了，女儿不顾自己刀口的疼痛，催着妈妈赶紧回家
照顾弟弟，还不时打电话问弟弟的身体状况。哥哥
的婚事也曾经因为党民范而受到影响，但哥哥从来
都不曾嫌弃这个弟弟，“在哥哥眼里，党民范就是自
己的亲弟弟。”

2019年的一天，范丽萍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
放学后的党民范赶到病房陪伴妈妈：“我生病了妈妈
照顾我，妈妈生病了我要照顾妈妈。我会像妈妈照
顾姥姥那样，换尿不湿、洗脚、按摩、喂饭，全能做！”
范丽萍听后，再也忍不住满眼泪水：“有孩子这句话，
我这辈子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

范丽萍告诉记者，党民范能有今天的健康成长，
离不开社会的关爱。为了让孩子们更加懂得感恩，
范丽萍还加入了社区爱心协会、敬老协会等公益组
织。节假日，她带着党民范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给孤
寡老人理发、打扫、剪指甲……疫情期间，党民范以
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获得了“金融路社
区小小志愿者”的称号！

“希望宝宝能感受到社会的温暖，能有一颗感恩
之心，帮助他人，回馈社会。”提到宝宝点滴进步和成
长，范丽萍满脸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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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自力

“两会”结束没几天，我家还沉浸在“两
会”的氛围中。

每年“两会”召开，我家就像分会场一样热
闹，这源于爷爷的“两会”情结。爷爷是小学教
师，也是县人大代表。他常常告诉我们视野要
开阔，胸怀要宽广，要心中有百姓、有党。

爷爷特别敬业，书教得好，县人大代表
也当得绝对称职，他最关心农村教育和环
境保护。爷爷在农村长大，吃了不少苦，当

年是乡亲们你拼我凑，让他读完师范。所
以爷爷回家当老师，一当就是一辈子，来报
答乡亲们。环保一直是爷爷关注的问题。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的环境污染却
日趋严重。爷爷常常一遍遍写好材料，配
上图片，亲手交到县人大办公室。每年的
县“两会”，爷爷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之一，积
极建言献策。每次开完“两会”，爷爷召开
家庭会议，把县政府的工作报告相关内容
读给我们听，激励我们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县政府决策部署上来。听着一项项成

绩，还有对未来的美好规划，我们对美好生
活也心向往之。

在爷爷等代表的努力下，县里投入了
大量资金进行教育改革，教育质量一年比
一年高，教师成了我们这里让人羡慕的职
业。通过美丽乡村建设，农村的环境也有
很大的改善，农家乐和各种民俗体验馆一
家接一家，红色旅游、特色旅游搞得红红火
火。爷爷常常感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真是一点也没有错。”

后来，爷爷不再担任人大代表，但仍旧

心系群众心系民生问题。每年“两会”期间，
爷爷喜欢收看相关报道，还像以前一样做笔
记。走到哪儿，爷爷就给大家讲国家的好政
策，乡亲们都称他是“两会”“新闻发言人”。

今年在县“两会”召开期间，爷爷提笔
写下“新征程同心谋良策，新时代协力谱新
篇”的感想，对我们说：“生活越来越好，吃
水不忘挖井人，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了，你
们一定要好好建设国家，报答党和人民。”

爷爷的“两会”情结，深深地影响着我
们，也成了我们家宝贵的家风。

■ 中国妇女全媒体记者 陈姝

一笔一画皆艺术，一字一句人间情。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

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
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
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
同等的地位。”这是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
教育家、音乐教育家、书法家和翻译家丰子
恺先生写在文章《儿女》中的一段话。

在丰子恺的艺术生涯里，天真无邪的孩
子和其乐融融的家庭，是他创作的源泉，温
和明朗的散文，幽默风趣的漫画，无不呈现
出灵动、活泼、欢快的意象，而这意象赋予其
作品隽永之美、艺术之魂。

“外公的一生并不顺遂，但他的漫画、散
文，他的家庭与社交生活，无处不充满暖意
祥和。外公是一位充满爱心、诗心、童心的
人，孩子的纯净简单在他眼里是无一物可以
比拟的。外公对后代的教育是非常自由宽
松的，我与外公生活的时光虽然短暂，却是
我人生中一段美好又惬意的时光，而外公留
给后代的艺术和精神财富则是永恒的宝
藏。”杨朝婴女士向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谈起外公丰子恺时，眼里温暖而明亮。

母爱为艺术创作奠定了温度与厚度

从北京至杭州的千古运河，流过浙江省
桐乡市石门镇一座坐北朝南的庭院，这座庭
院后来成为世人所瞻仰的丰子恺故居“缘缘
堂”。丰子恺诞生于1898年11月9日，家
乡的河水滋养了他，母亲的养育深深地影响
了他。

“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
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
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
有力的勉励。”丰子恺在《我的母亲》一文中
这样写道。

“外公九岁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
他母亲既当妈又当爹，把家中的六个孩子拉
扯大，严父慈母形象深深烙印在外公的心
里，也正是母亲的言传身教、严于律己、认真
做事、堂堂正正做人的品质深深影响了外公
的一生，也给他的创作生涯奠定了温度与厚
度。”丰子恺的外孙杨子耘回忆道，“听母亲
丰陈宝说，外公17岁起就到远方求学，每次
临行，他的母亲都会准备足够的学费，制一
罐猪油炒米粉，备好行李送外公出门。求学
回来，会烧外公爱吃的菜肴，详细询问在学
校的生活。”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丰子恺携一家

老幼十多人，只带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从浙
江辗转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四川，
经历了长达九年、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活。

“期间，一家老小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
非常辛苦，但外公照样很潇洒地度过了这艰
难的九年。在他的不少作品里，依旧透露出
平静、质朴和温暖。”杨子耘介绍，像漫画《星
期日是妈妈的烦恼日》《星期六之夜》《母亲
又要生小弟弟了》《爱的收支相抵》等，还有
散文《过年》《给我的孩子们》《送阿宝出黄金
时代》等等，是温暖的母爱和幸福的童年成
就了丰子恺，使之以向善向美的目光看待身
边的一切，并把内心的“温暖”化作笔下的真
善美——

“小孩子真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我们的
黄金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可以因了艺
术的修养而重新面见这幸福、仁爱而和平的
世界”……

无论是在故乡“缘缘堂”，在重庆“沙坪
小屋”，还是晚年居住在上海的“日月楼”，丰
子恺都能以豁达明朗、淡泊名利的心境，写
下了令无数人感动、共鸣的文字。

宽松自由的爱让孩子享受童年

谈到丰子恺对子女的教育，杨子耘感慨
道，外公有自己的教育理念，他曾经写过名
为《无学校的教育》的文章，对20世纪20年
代刻板的教学方法很有意见，甚至不送自己
的子女去学校读书。

“我妈妈说外公教她学算术，只把基本
的道理说一遍，然后就由她自己去想、去研
究、做练习，一段时间后参加故乡小学的毕
业考试，她居然还考了第一名。”杨子耘坦
言，外公对妈妈的教育是这样，对其他舅舅
阿姨们的教育也如此，从不干涉子女们的爱
好，让子女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发展。

丰子恺很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他
曾与子女“约法”：“大学毕业之后，子女各自
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更
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在宽松自由环境下
成长的子女全都成了各行各业的有用之
材。长女丰陈宝毕业于中华民国时期的国
立中央大学，退休前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
审，她继承了父亲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翻
译过多部艺术类专业书籍，并参与《法汉词
典》的编辑。次女丰宛音，退休前任上海复
兴中学语文教师，曾在报刊上发表多篇有关
父亲丰子恺的文章。三女丰宁馨，丰子恺三
姐丰满之女，自幼为丰子恺夫妇义女，毕业
于浙江大学，退休前任浙江大学数学系副教
授。长子丰华瞻亦毕业于中环民国时期的

国立中央大学，后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图书
馆（今国家图书馆）英文编辑、美国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高级访问教授、上海复旦大学外文
系教授等职，担任《汉英大辞典》主编，译著
有《格林童话》。次子丰元草参加中国人民
志愿军，复员后任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幼
女丰一吟曾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在文学、书画、翻译领
域都有所建树。幼子丰新枚，毕业于天津大
学，退休前任香港永新专利公司高级经理。

做事认真、严谨的精神代代传

丰子恺平和亲民、认真做事的风格令杨
朝婴印象深刻，“记得小时候在外公家，只要
外公在楼上画画和写作，孙辈们是不会去打
扰的。多年后，我在整理外公的作品时，发
现外公一生画了4500多幅画，共写了300
多万字散文和艺术论述，译作500多万字，
还不包括一些书法作品，这么高质量高数量
的作品，很难想象外公是怎么做到的。”杨朝
婴说，“在翻译《源氏物语》时，为了准确翻译
好一个人的名字，外公一边抽烟，一边思考，
在书房里来回踱步。正是这份对艺术的认
真、严谨，使他创作了许多经典之作。”

杨朝婴介绍，如果没有“认真”二字，她
的母亲丰陈宝和小阿姨丰一吟很难整理出
三百多万字、全面、系统、准确的《丰子恺文
集》。当时没有复印机，只能用复写纸一篇
篇抄下来，七本文集，在她们两人手中完成，
得益于她们的认真细致。这套书于1990年
出版，这也为我们后来了解更多外公的作
品，继续整理他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做事认真、严谨的品质，在丰家人中
代代延续。杨朝婴介绍，“我在上海交响
乐团资料室工作近三十年，负责艺术档
案，资料员的工作看似简单，但收集、整
理、利用，都是很细致的活儿，需要时间和
耐心，时刻都得谨慎，容不得半点马虎。”
杨朝婴坦言，自己做事认真、严谨、不怕
苦，深受长辈的影响。

读诗的传统源远流长

“我时时在儿童生活中获得感兴。玩味
这种感兴，描写这种感兴，成了当时我的生
活的习惯”。丰子恺在《谈自己的画》中写
道。

在杨朝婴的印象中，丰子恺喜欢和孩子
们一起玩耍，也教孩子们读古诗词。“记得有
一次，他画了一幅画问我好看吗？我当时就
说不好看，外公问为什么？我说画中的小女

孩没有蝴蝶结。外公笑道，好，我给小女孩
加上蝴蝶结。”杨朝婴说，“好像后来外公的
漫画中小女孩都有蝴蝶结了，也不知道是外
公遂了我的愿，还是他自己想画的。”

有一张照片令杨朝婴至今记忆犹新。
照片上，她和弟弟杨子耘、表弟宋樱时、邻
家女孩，听外公讲漫画故事，每个人脸上的
笑容都那么纯真灿烂。“1962年，中央新闻
纪录片厂来上海拍《画家丰子恺》纪录短
片，在取景过程中，大家围在一起看《子恺
漫画选》，这本书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外公在这本书的序中写道：‘这画集的
封面题字，是封面画中的阿宝（她现在叫作
丰陈宝，已经是三十六岁的少妇了）的女儿
朝婴所写的，她们母女俩代替我完成这封
面，也是难得的事，不可以不记。’外公在自
序中也不忘感谢我这个小儿童呢。”杨朝婴
微笑着说。

在丰子恺的漫画作品中，儿女成了他
画中的模特，再后来，孙辈也成了他画中的
模特。

“外公喜欢孩子是发自内心的，也善于
观察孩子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幅作品都堪称
经典。”杨朝婴说，当时表哥宋菲君读高一时
候喜欢天文，制作了一个天文望远镜。外公
知道后，就马上画了一幅画送给表哥，并题
诗一首：“自制望远镜，天空望火星，仔细看
清楚，他年去旅行。”

如今，已退休的杨朝婴业余生活丰富多
彩，除了整理外公的绘画与著作，偶尔也吟
唱小时候学过的古诗词。“吟唱诗词似乎是
一种怀念，我时常想起外公那亲切和蔼的笑
容。”杨朝婴说。

“记忆最深的就是外公和母亲教我们诵
读古诗词。在丰家第二、第三代子女中，也
都继承了丰家孩子用桐乡石门湾家乡方言
吟唱诗词的传统。”杨子耘介绍道，“表哥宋
雪君的女儿宋宁而（博士，青岛海洋大学硕
士生导师）读高中时，老师问哪位同学能背
白居易的《长恨歌》，宋宁而就将一百多行的
《长恨歌》用家乡方言流利地唱了出来。”

2000年，宋雪君、杨朝婴、杨子耘搬到
了同一个小区，是亲戚又是邻居，相聚在一
起是难得的缘分。从那时开始，他们一起从
事丰子恺艺术的传播与弘扬，举办讲座、策
划展览、编辑图书，现在正在校订《丰子恺·
我们一家》，这本书从家风、家教的角度讲述
丰家四代人的故事。

年逾五十，齿落发白。家无恒产，
人无恒寿。自今日起，与诸儿约法如
下：

（一）父母供给子女，至大学毕业为
止。放弃者作为受得论。大学毕业之
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
义务。父母亦更无供给子女之义务。

（二）大学毕业后倘能考取官费
留学或近于官费之自费留学，父母仍
供给其不足之费用，至返国为止。

（三）子女婚嫁，一切自主自理。
父母无代谋之义务。

（四）子女独立之后，生活有余而
供养父母；或父母生活有余而供给子
女，皆属友谊性质，绝非义务。

（五）子女独立后，以与父母分居
为原则。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
谊性质，绝非义务。

（六）父母双亡后，倘有遗产，除
父母遗嘱指定者之外，由子女平分受
得。

右示华瞻知悉。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丰子恺（章）徐力民（章）

丰子恺的一生并

不顺遂，但他的漫画、

散文，他的家庭与社

交生活，无处不充满

暖意祥和。他充满爱

心、诗心、童心，孩子

的纯净简单在他眼里

是无可比拟的。他对

后代的教育也是非常

自由宽松的，他从不

干涉子女们的爱好，

让子女朝着自己喜欢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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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丰
子恺与孩子们在日
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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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子恺与子女“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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