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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毅文

那是十几年前早春二月的一天。北京虽
然冰雪消融，万物复苏，但冷风侵肌，乍暖还
寒。临近中午，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在办公
桌上响起。“我今天请在京的刘英等六位红军
妈妈聚会，想请你一起参加！”电话是徐海东
大将的女儿徐文惠打来的，语气兴奋而急促，
我的耳膜被热情的电波冲撞得嗡嗡作响。

听说要与这些参加过长征、富有传奇经
历的红军妈妈们一起聚会，一种穿越时空，触
摸历史，学习风范的新闻敏感油然而生。我
欣然地对徐阿姨说：“好，我一定准时赴约！”

尽管我在不同场合先后见到过这些红军
妈妈，但想起一会儿就要与这些年龄都在八、
九十岁的革命老人相聚，心情仍然很激动。
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她们的身体和精神状
态好吗？她们又是如何看待长征那段历史
的？我带着些许疑问，匆匆赶往指定地点，轻
轻推开一扇虚掩的门，只见邓六金、陈兰、谢
飞、王定国、刘英和钟月林六位红军妈妈围坐
在沙发上谈笑风生，她们忆往事，思故人，展
未来，气氛热烈，温暖如春。虽然已届耄耋之
年，却个个精神矍铄，开朗豁达，笑靥如花。
刘英围着漂亮的花丝巾，隽美淑秀；谢飞身着
蓝灰色的制服，优雅端庄；而其他四位红军妈
妈则都身着鲜红色的大毛衣。此时，这种具
有特别象征意义的色彩与她们沧桑的面容交
相辉映，衬托出一种无可言说的美丽，彰显出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的精神内涵。我被她们的
风采和情操所感染，更为她们的信仰和精神
而震撼。

虽然她们的人生已到暮年，可眉宇间流
露的神情是那么挚诚纯净，风采无限。她们
有的淳厚质朴，展露出少女般的羞涩和娇媚；
有的豁达自信，对未来充满信心；有的沉着淡
定，表现出非凡的魄力。你绝不会想到，这些
走过风雨，越过高山，经历过血火硝烟的红军
妈妈大多已疾病缠身，还有的身患绝症，但她
们仍然保持着傲视沉疴、乐观向上、生命不
息、奋斗不止的战斗精神，让人崇敬并深受鼓
舞。

说起来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是长征胜利
后六位红军妈妈的首次聚会。战争年代，她们

铁马冰河，转战南北，没有条件相聚；和
平建设时期，她们忙于各自的工作，为人
妻母，无暇相聚。只有到了晚年，才有机
会重逢，追思艰苦的长征岁月，抒发对革
命胜利的豪情和明天的向往。

长征，已作为一种永恒信仰和精神，
镌刻在她们生命的记忆和年轮中，更是
她们永恒的话题。邓六金深情地回忆起
在翻越老山界时，被美国记者索尔慈伯
形容为“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女红军
危秀英对她的帮助。她说，有一天，我发
起了高烧，还拉肚子，浑身像散了架一样
乏力，连路都走不动了，身高只有一米四
的女红军危秀英见状，一把将我的背包
抢了过去，背在她的身上，用手挽起极度
虚弱的我，艰难地向前跋涉。渴了，我们
就在路边水沟里舀水喝；饿了，就着凉水

啃几口干粮。晚上，北风呼啸，天寒地冻，我和
危秀英盖着仅有的半条毛毯，用彼此的体温取
暖。陈兰说，由于条件艰苦，行军紧张，长征中
女红军们基本不洗脸、不洗澡，头上、身上都长
满了虱子。她们不能脱衣睡觉，残垣破壁、草
垛墙角、荒郊野外，都是她们的落脚地。钟月
林回忆，她的一件旧毛衣，里面藏了很多虱子，
把全身上下都咬烂了。在贵州猴场休息时，
贺子珍要她把毛衣脱下来，放到脸盆里煮。

没想到，这件毛衣在水里煮了一会后，脸盆里
漂起了一层死虱子，让人瘆得慌。刘英接着
说，想起长征的艰难岁月，我们应该珍惜今
天，时刻不要忘记为革命胜利牺牲的烈士，努
力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谢飞还嘱咐徐文
惠今天不要点太多的菜，不得浪费。我们国
家还不富裕，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时刻记
住有的革命老区现在连温饱还没有完全解
决。

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二万五千里长
征，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
响。长征途中，邓六金为抢救伤员，抬担架累
到吐血也全然不顾的壮举；陈兰穿越枪林弹
雨，置生死于度外传递情报的英勇；谢飞为了
让战友们抵抗饥饿，在牦牛粪中寻找未消化
的青稞，也决不拿群众粮食的朴实；王定国妈
妈在死亡线上为疲惫的红军战士加油鼓劲的
豪情……今天，依然闪耀着晶莹般纯洁美丽
的光芒。如今，长征作为一座历史丰碑，已深
深地扎根在红色历史文化的沃土中，红军官
兵用坚强不屈的意志超越生命极限的壮举，
用理想和英雄主义浇灌的宝贵精神遗产，激
励一代又一代人传承思索，指导着实现强国
强军梦的伟大实践。

物换星移，光阴似箭。望着这些革命老
人，我在想，时空可以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妙年
女子变成白发苍苍的老妪，也可以让一段艰苦
卓绝的历程沉淀成永不褪色的记忆。作为一
名新时代的军人，我没能亲历那段艰苦卓绝的
岁月，像她们一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但作
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却有幸结识了这些走过长

征的女英雄，零距离地走进她们的精神世界，
走进那段辉煌的历史。她们的讲述，一次次如
清泉般荡涤着我的灵魂；她们的经历，一次次
如黄钟大吕般震撼着我的视听。在历史的天
空中，我看到了多年前那气贯如虹的刀光剑影
和沙场征战，看到了她们在漫天风雪中跋山涉
水的坚强身影。她们似一朵朵用鲜血浇灌的
革命之花绚丽绽放，像一面面屹立不倒的红旗
迎风招展，更像一尊尊永恒的雕像耸立在人们
的心里。

革命胜利后，她们还没来得及卸下征尘，
就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滚滚洪流之中，在张闻
天、谢觉哉、曾山、邓子恢、宋任穷……这一串
串闪光的名字背后，有她们辛勤的操劳和无私
的支持。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时期，她们与丈
夫一起蒙冤受屈，但她们用女性的柔情和执着
坚守着心中最神圣的阵地。她们从未动摇对
党的信念，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赤胆忠心和博大
胸怀。正如王定国妈妈所说：“ 天塌下来，我
也还是共产党员！”

迈入晚年，她们没有安享太平，颐养天年，
而是十分关心国家的建设发展和老区人民的
生活，很少顾及自己的健康和家庭，不顾年事
已高，多次重访老区，凭吊革命先烈，为改善老
区人民的生活四处奔走，为妇女权利、儿童教
育等事业捐款集资；她们衷心拥护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人们要珍
惜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国家建设
贡献力量。

不知不觉近三个小时的聚会结束了，我目
送她们远去的身影，一种由衷的敬意从心灵深
处泛起。这些红军妈妈们，走过了天下最曲
折、最艰险的路，承受过世界上最深重、最惨烈
的痛苦，她们是中华民族当之无愧的巾帼英
雄，20世纪灿烂杰出的女性。她们有的出生在
富贵人家，锦衣玉食，无忧无虑；有的天生丽
质，才貌双全，完全有条件选择另一种幸福安
逸的生活。但为了消除旧中国的苦难，她们义
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选择了一种前所未有的
生命体验和价值实现，这是一种非凡的美丽；
长征路上，她们英勇无畏、不怕困难，置生死于
度外，用孱弱的身躯撑起历史的半边天空，这
更是一种荡气回肠的美丽；在十年“文革”岁月
里，她们信念坚定，不屈不挠，如严冬里的蜡梅
迎风怒放，把傲雪凌霜的美丽留给人间；新的
历史时期，她们为老区的建设发展和改善人民
的生活四处奔波，发挥余热，生命之火散发出
夕阳般的如血光华。她们的一生可歌可泣、灿
烂多彩，闪烁着荡气回肠的美丽。

人生易老天难老，战地黄花分外香。如
今，七位老人都已仙逝，但她们的崇高风范高
山仰止，英名万古流芳，美丽惊世骇俗！

大学勤工俭学，第一次接触壁画

我叫张丽佳，1995年出生。第一次接触画是
在幼儿园，妈妈问我，想学画画还是舞蹈，我毫不
犹疑地选择了画画。上小学后，我没有继续去学，
但还是经常在纸上画，比如临摹书本上的一些人
物，或者是在书本上的空白地方画自己想画的一
些动植物。

直到高中，身边的很多同学都在想以后干什
么？我也在思考。我特别想以后能从事和画画
有关的工作，于是对父母说想当艺考生，去学画
画。父母听完后有点反对，当时艺术培训费对我
们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但是在我的再三坚持
下，他们选择支持我的梦想，借了几万块钱，让我
去学画画。

后来我考入了广东五邑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
业。大学期间，我利用课余时间，当家教，做过“不倒
翁”、面妆模特、礼仪小姐，夏天穿着公仔衣服发传单
等等，以减轻家庭负担。大学里面有个兼职群，群里
有的兼职，我几乎都做过。

大二那年，有同学在兼职群发布了一条信息，一
家面包店老板需要绘制一幅壁画，我接下了这个单
子，找了一个绘画功底好的同学一起合作完成了这
个订单，这是我人生的第一幅壁画，老板给了1500
元，这个收入在当时算比较高的。

接触了壁画后，我了解到壁画也是一种艺术，即
直接画在墙面的画，它的装饰和美化功能，使它成为
环境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值得一提的，它还是历史
上最早的绘画形式之一。

很多人不太了解壁画，其实创作浮雕壁画的过
程首先是用粉笔在空白墙上确定每个物体位置，用
劈刀和铲刀在墙面上抹浮雕料，刮腻子，做出凹凸的
感觉。如果是做荷花、孔雀等元素的壁画，表面要刷
得光滑一点，还要刷一次水；如果创作山水壁画，要
展现山石历经风吹雨打后的粗糙感，不宜刷得过于
光滑。

做完浮雕后，等待干透，打磨掉表面的毛刺；

涂一遍纯白的乳胶漆，进行上色，再上
一层透明的罩面，以此保护壁画长期不
掉色。

虽然我经常自称是一位刮腻子女
孩，其实画浮雕画和刮腻子还是不一样
的。以前壁画更多的是平面化，把浮雕
和壁画结合是一个创新，浮雕画更立体，
在灯光的照射下，浮雕的光影效果会非
常强。我相信浮雕画以后的市场会越来
越好。

把废墟变成网红打卡地

对壁画的坚持，是因为大学和同学一
起画壁画时，我们站在高高的架子上，一
起笑着聊着未来，这种工作氛围让我觉得
很轻松，同时又是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仅
有成就感，还有一份很不错的收入。这肯
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

大学期间，我和同学成立了一个工作
室，工作室外当时是一片废墟，在我们的
改造下，变成了网红打卡地。

壁画有着美好的寓意，比如我画的鹿
代表了福禄寿，画的孔雀寓意着富贵吉
祥。但画壁画的过程是辛苦的。记得第
一次去外地画壁画是在大学期间，是去东
莞的一个社区画宣传画。9米高5米宽的
三面墙，加起来有135平方米，我和两个
大学同学一起连续在户外画了十几天，日
晒雨淋，住30元一晚的宾馆，房间设施简
陋，只能靠电风扇消暑。

2017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继续着
与壁画相关的工作，应聘到一家全国连锁
的艺术涂料公司工作，开始帮全国各地的
客户画壁画。从此，长期奔波在各地的工地，除了过
年，其余时间都是在全国各地跑。爬十几米的高架
作画成了家常便饭，曾经我看到过同行因为画画时
太专注从架子上摔下来过，我也曾从一个铁凳子上

摔下来过。
2018年，短视频正流行。“短视频是个风口。”做

程序员的表哥建议我去尝试一下。于是，我开始在
网上分享自己作画视频。刚开始挺不好意思拍，觉

得有些别扭，发视频粉丝也不多，点赞播放也很少。
但表哥告诉我，记录自己画画的日常，平常心就好。
在表哥的鼓励下，我坚持了下来。如今，我的短视频
点赞量每条几乎都能过万。

粉丝量激增，我的订单也跟着增多了，每天的日
常工作便是接单，然后订票，再风风火火赶到目的
地。一年乘坐的火车票可以铺满一整床。这些年，
起码跑了全国30%的大城市。

现实中，并不是人人都对壁画有着深刻的认识，
在某一次工作中，有一位阿姨教育孩子说：“不好好
读书就会和这位阿姨一样，浑身脏兮兮地工作。”而
我觉得艺术是一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的东西，沉浸
其中你就会发现艺术的美好。

将中国年画元素加入壁画中

“画境绵竹”之行让我收获颇多，这一次是参与
央视纪录片的拍摄，初衷是体验中国传统年画，体验
后我们有了创作的想法。以前接单的时候，都是顾
客选好画，或者我找一些画让顾客选择。而这一次
是我首次尝试自己创作。

绵竹清平镇是在一个国家大熊猫公园的一个入
口，它还是一个童话般的小镇。走进年画村，青瓦、
白墙，典型的川西民居装点上色彩艳丽、憨态可掬的
年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画村很有诗情画
意，整个村落就是一幅层次丰富、色彩鲜明的大画
卷。

我把绵竹年画与浮雕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一
幅室外3D壁画。这幅画的面积达40平方米，作品
名字叫《童话竹宝》，画面中，小女孩的怀中是一只憨
态可掬的大熊猫，大熊猫手握竹子，小女孩在睡觉，
她可能梦到了关于童话世界的梦境，在睡梦中笑
了。小镇经历了大地震和特大泥石流，这里用了10
年的时间恢复，所以他们的精神就像竹子一样，和我
自身的一些品质也有一些相似，所以感触比较深。
作品也代表了一种童真和一份爱。这次创作我把现
代的3D元素放进去了，画完之后效果不错，反响也
比较好。

壁画传承了传统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
福，我希望大家在我的壁画中能看到这种美好。而
这次接触到了中国非遗文化后，我发现中国年画和
壁画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未来在这方面我可能
会有更多的作品。

不久前还参加了清华大学年画日新创作营，我
和设计者们一起把年画元素当中美好的东西，和现
在的潮流、时代的特点结合去创作。我一直在思考
的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汲取营养，创作一些宣传
中国传统文化的作品，发挥我在网络平台的优势，发
到各大短视频平台，传播给更多的人。

在历史的天空中，我看到了多年前那气贯如虹的刀光剑影和沙场征战，

看到了她们在漫天风雪中跋山涉水的坚强身影。她们似一朵朵用鲜血浇灌

的革命之花绚丽绽放，像一面面屹立不倒的红旗迎风招展，更像一尊尊永恒

的雕像耸立在人们的心里。

长征途中的女红军雕塑作品

凭着一条“一人·六天·挣四万”的视频，“95后”刮腻子女孩张丽佳一夜火出圈。网友点赞的同时也有人质疑，张丽佳向中国妇女报

全媒体记者证实，视频中的内容都是事实，目前她确实是年收入百万，并且她自己一直是孤军奋战。

浮雕艺术为张丽佳打开了一个美丽的广阔世界，她说：非常幸运能做自己喜欢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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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佳与她完成的壁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