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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晓霞

到公公去世，我和他只见过四次面，加起
来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一个月。

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他得知我俩谈恋
爱，就和婆婆从陕西坐火车来看我。他穿一身
蓝色的布衣，戴一顶蓝色的布帽，总是乐呵呵
的，亲切而慈爱。他喜欢听先生和我聊天，听
到我俩互相揶揄打趣，便开心地笑。他们来的
那几天正赶上中秋节，中秋夜我们一起包饺
子，我负责擀皮，公公说：“晓霞擀皮正经不赖
呢。”他们待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前公公
给先生留下一句话：“这女娃是跑不了了。”

第二次见面，是 1999 年我和先生结婚。
因为多年前先生和公公有言在先，娶媳妇不用
他操办，所以结婚那天一家人只是在一起吃了
顿团圆饭，没有大红的喜字，没有响亮的爆竹
声，也没有宴席和宾朋。后来先生和我讲，父
亲不止一次在他面前说：“就这么把晓霞娶进
家，委屈娃了。”

第三次见面，是2000年儿子快4个月大的
时候，公公带着婆婆来北京看我们，那时我们
借住在一个四合院里。儿子白白胖胖正是可
爱的时候，公公自然是喜欢，看着孙子哭他也
乐，看着孙子笑他更乐。他依旧喜欢听我和先
生聊天，我俩一斗嘴，他就呵呵乐。那次他们

住了一个星期就回去了，临走前公公又给先生
留下一句话：“咱家在北京有根儿了，等你们在
这儿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还来。”

第四次见面，则是他离开人世的前夜。
2002年6月2日，我们接到大哥电话，说公公病
危了，我们买了当天的火车票就往老家赶，回到
家已是3日傍晚。公公躺在床上，我和先生喊
他，他应了一声，声音很弱，我让儿子到他跟前
去喊爷爷，儿子不肯去，我往前推儿子，儿子竟
哭起来，这时我听到公公轻声说：“我不行了，别
让娃过来了。”后来先生告诉我，当时父亲扭过
头去，眼里流出一滴眼泪。第二天凌晨公公走
了。哥哥姐姐说，公公已经数日水米不进，但一
直不让通知我们，怕耽误我们工作，直到觉得自
己实在不行了才吩咐大哥给我们打电话。

操办丧事的那几天，我待在灵堂里陪伴公
公，回忆和他在一起相处的短暂时光，看着他
躺在透明的玻璃冰棺里，表情也和平时睡着了
一样，非常安详。办完丧事，我们要回北京前
夕，婆婆把先生和我叫到跟前，掏出一个小布
包，里面有一摞零零整整的钱。婆婆说：“这是
你父亲留下来的，他去世前就剩这么点钱了，
一直不让花，连看病吃药都不让动用，说等你
们在北京买房的时候，能贴补一点。”

我与公公虽然就见过这四次面，但我感觉
我和他的感情很深。他去世后，每每和先生说

起他，每每一个人的时候忆起他，我没有一次
不动容。每次回老家看婆婆，我都会和先生去
他的坟头给他上坟，给他讲我们一家三口的
事，也慨叹他终究没有等到我们在北京有自己
的房子，没能再来北京。

公公是陕西渭南地区一片贫瘠土地上的
普通农民，养育了6个子女，一生承受着生活的
重压和精神的负累。他和其他农民一样，为了
养家糊口一辈子辛苦地在田地里劳作，他也和
其他农民不一样，因为他是一位抗美援朝的老
兵，除了脚下这片土地，他还见识过外面的天
空。除了大女儿因为当时条件所限没有上过
学外，公公让其他5个孩子都上学，这对一个普
通农民来说，负担实在是太重了，所以他的日
子过得比其他农民更窘迫，他的负累比其他农
民更沉重。

先生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供他读大学的
时候，公公已经60岁了，好不容易盼到他要大
学毕业了，他又提出读研究生。这次公公找他
谈了一次话，大意是，你要读研究生，我就继续
努力供你读完，但你将来娶媳妇，我怕是没有
能力帮你操办了。先生已打定主意，就说您供
我上学吧。就这样，公公又苦熬了三年，终于
供先生读完了研究生。

先生说，父亲的一生过得太辛苦，先是一
家老小要吃要喝要穿，孩子们要上学，后来女

儿要出嫁儿子要娶媳妇，父亲肩上的担子一直
卸不下来。先生在外读书时，偶尔也能收到父
亲写的信，但一封信总要写好久，因为一般都
是下雨天不能下地劳动时，他才会拿出信纸来
写一段，这样断断续续，经常是先生已经放假
回家了，信还没写完。

公公最打动我的，当然是他的人格和品
性。他1951年参军，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战
争并入党，为保家卫国出生入死，在部队两次
荣立三等功。抗美援朝结束后，他为了照顾家
里的弟弟妹妹，没有接受政府安排，又回到农
村务农，之后帮弟弟妹妹一个个成家，自己的
婚事却一再被耽搁。

那一年，婆婆老家遭灾，婆婆带着一双儿女
从河南来到陕西，经人介绍和公公成了家，后来
又有了二姐、二哥、三哥和先生。因为大姐和大
哥一直把公公叫“伯”（方言读bāi，伯伯的意
思），弟弟妹妹们也就跟着这么叫，其实在当地，
叫父亲应该叫“大”（方言读dá）。公公去世后，
孩子们跪在地上哭他时都改口叫他“大”，可他
已经听不到了。

这些年，我时时感到我们这个小家正是得着
他德性的荫庇、受着他坚毅隐忍性格的激励，才
一步步走到今天。现在，我们家开辟出一间书
斋，命名为“旭耕堂”，“堂”字取自他的名字，“旭
耕”二字也是为了感念他一生日出而作的辛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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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姜军旗

97岁的赵梅生老人身材瘦削，精神矍铄，
双目炯炯。言谈间让人忘记了面前的老人已
近期颐之年。

赵梅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画家、著名美术教
育家。从1942年在西迁陕北秋林镇的山西第
三儿童教养院担任图画教师起，赵梅生先后担
任中小学、师范院校和大学美术教师。八十年
的美术教育生涯，沉淀的是他对艺术、对教育
事业、对时代和祖国的真挚之爱。

三尺讲台八十年

1925年冬，赵梅生降生在山西闻喜的一
户农家。父亲赵宝臣是当地民间画师，在梅生
4岁时就因病离世。母亲杨秋菊勤劳善良，擅
长女红。

也许是受父母影响，赵梅生从小喜欢画
画，而且表现出超乎常人的艺术天赋。“没有纸
笔，就用柴火棍和石块在墙上、地下画。”院子

里引颈长鸣的雄鸡，街巷中雕琢精美的牌坊，
都成了童年赵梅生绘画的素材。

12岁时，日寇侵占闻喜县城，梅生随母逃
亡到栗村。即便生活艰难，母亲仍然将小梅生
送到私塾读书。

目睹日军暴行的赵梅生幼小的心灵中埋
下了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

几经辗转，1942年，赵梅生成为西迁陕北

秋林镇的山西第三儿童教养院一名图画教
员。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赵梅生带领学生
绘制抗日宣传墙报，还受邀为山西大学文学报
《笔垒》文艺副刊绘制报头。

1946年，赵梅生的母亲杨秋菊被国民党
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杨秋菊烈士被安葬于闻
喜烈士陵园。

1950年，赵梅生调入山西省干部子弟小
学任教，一直从事教育与绘画事业至今。从小
学老师到中学老师，再到大学老师，三尺讲台
八十年，赵梅生桃李满天下。

“一辈子当教师光荣极了！精彩极了！”采
访中，赵梅生老人对教育与艺术事业的不渝追
求溢于言表。

“父亲最骄傲的就是一辈子教书育人，他
常说感谢党给了他教师这个岗位。”赵梅生的
大儿子赵紫峰如今年已古稀。受父亲影响赵
紫峰从小喜欢美术，并成为一名美术教师，子
承父业为国家培养美术人才。

“1965年，父亲在中学当老师，有一段时
间在教学楼外墙创作巨幅宣传画，他每天在十
几米高的脚手架爬上攀下的背影，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小紫峰每天都为父亲捏着一把

汗，“直到夕阳西下，父亲从楼顶下来，我悬着
的心才放下。”

1972年，太原市中小学美术教师极度缺
乏，市教育局委托赵梅生办一个师范美术班。

“父亲是唯一的专业老师，他一边教书一边编
写美术教材，再刻蜡板油印装订后发给学生。
备课、教学、辅导、示范作画，除了吃饭睡觉，他
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超负荷工作让赵梅生

晕倒在讲台上。“当同学们把父亲抬到画桌上，
父亲醒来第一句话是：快扶我起来上课……”父
亲坚韧、有责任、有担当、热爱教育的形象在少
年紫峰心中渐渐高大起来，更让他坚定了“做
一名像父亲一样的人民教师”的决心。

赵梅生先后获聘太原市特聘专家、太原学
院终身教授、海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山西省
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后当选山西省人大代
表、太原市政协委员，并长期担纲山西美术界
高端领军人物。和父亲一样，赵紫峰同样在美
术教育界建树颇丰，作为中国美协会员，教育
部国培计划美术教育专家，国家中学美术教科
书编著专家，赵紫峰和父亲还是国内美术教育
界少有的“父子特级教师”。

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捐到老

常言字如其人，画同样如此。低调严谨、
勤于学习、勇于创新，是赵梅生为人处世的原
则，也是他艺术创作的风格。

讲台上的赵梅生总是面带微笑。同学们
提问，他的眼睛会一直看着学生，不伪装、不敷
衍，平淡中显真诚，幽默里藏智慧。作为一名
画家、美术教育家，赵梅生用人品与画品传播
真善美，引领学生去追求真善美。

每天完成3幅画作，是赵梅生从教多年一
直保持的习惯。即使年近百岁，只要身体允
许，老人依然坚持创作。他的画以独特的艺术
表现形式，在当代中国画坛形成了独树一帜的
风格。这些年，赵梅生多次在国内外举办个人
画展，他的画作还3次远赴海外，在维也纳联合
国中文日展出。

2016年5月30日，赵梅生将201件书画
作品捐赠给山西博物院。“梅生此生虽然历经
坎坷，但欣逢盛世，倍感欣慰……有生之年愿
用手中画笔继续描绘绚丽多彩的文化春天。”
赵老在捐赠仪式上的致辞铿锵有力，令人动
容。

“活到老、学到老、画到老、捐到老，这是父
亲从艺从教80年一直秉持的理念。”赵紫峰告
诉记者，“向山西博物院捐赠作品是父亲多年
来的心愿，在父亲看来，艺术之魂在于传承与
创新。”

近年来，赵梅生先后向国家和专业机构捐
赠书画作品1000余幅。作品先后被中国美术
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安门城
楼、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周恩来纪念馆、中
央美术学院、山西博物院、晋祠博物馆等单位
收藏。

“笔墨当随时代”。赵梅生不仅诗文书画
皆善，而且作品总是与时俱进，紧跟时代，有着
极强的时代性和人民性。1959年，新中国成
立10周年时，赵梅生受邀绘制巨幅毛主席像，
在太原市五一广场主席台悬挂；2015年，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时，他的国画《撼山易撼我中华难》《巍巍太
行》受到各界关注。

2020年2月创作的《战“疫”》中国画，反
映了党和人民不畏疫魔的强大精神力量。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他创作了《百年大党
万年青》《传承历史，续写华章》等作品，并受邀
参加联合国在维也纳举办的主题为“传承历史

续写华章”的中文日活动。

把钱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赵梅生不仅将爱国、爱党、爱人民的赤子
情怀倾注到了作品之中，更是将其体现在了生
活的点点滴滴。

“在我们兄妹六人眼里，他既是父亲，更是
先生。对我们生活上的关心无微不至，艺术创
作上的要求非常严格。多年来，我一直与父亲
生活在一起，他教会了我做人、做事、做学问。
他心怀感恩、勤奋努力、生活俭朴、吃苦耐劳、
创新探索、无私奉献、艺术为民的精神，时刻激
励我、鞭策我勇毅前行。”在接受采访时，赵紫
峰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

赵梅生曾有过多次担任领导职务的机会，
“但父亲始终不愿意离开钟爱的讲台。”父亲的
这种品格影响了赵紫峰，从教生涯中他一样放
弃了多次转岗行政工作的机会，一直坚守三尺
讲台。

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
员，一直是赵梅生的追求。1985年7月，花甲
之年的赵梅生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的愿
望。“我与父亲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鲜红的
党旗下，我们父子庄严宣誓：立志为实现共产
主义而奋斗终身！”回忆起入党时的情景，赵紫
峰仍然激动不减当年。

2008年，汶川地震。赵梅生向中组部交
纳“特殊党费”并捐赠作品用于支援救灾工
作。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96岁的赵梅
生在家人的陪同下，主动找到社区、学院，交纳
特殊党费100万元，用实际行动践行入党时的
铮铮誓言。“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要把钱用在
国家需要的地方”。

赵老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国旗和党旗。
赵紫峰告诉记者：“父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要
懂得感恩，永远不能忘记党和祖国，不管从
事哪个行业都要为党和国家贡献自己的力
量。”

2013年，赵紫峰退休后，受父亲委托开始
系统梳理父亲赵梅生的艺术人生。闲暇之余
他还义务教授亲友、邻居的孩子们绘画书法。

“发挥自己的专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算
是发挥余热”。

10月20日，人民艺术家、著名

画家赵梅生先生走完了自己不平凡

的一生。各界纷纷表达缅怀。就在

不久前，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采

访了赵老，未承想此访竟成永别。

作为中国当代大写意花鸟画创

作的代表性人物，赵老的作品个性

鲜明，风格独树一帜，呈现了浓厚的

时代气息与创新精神，展现了中国

气派和中国精神。从革命年代的宣

传画、连环画、漫画创作，到和平年

代的花鸟画、主题性创作，先生的作

品都融入了爱国、爱党的浓厚情怀。

赵老不仅是一位德艺双馨的美

术家，也是一位桃李满天下的美术

教育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人

才。先生从艺80年，德艺双馨，桃李

满天下，为中国美术教育和美术事

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先生真诚朴实、淡泊名利的人

格魅力，纯粹执着、求精创新的艺术

追求，坚守初心、与时代同行的家国

情怀，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

谨以此文纪念赵梅生先生！

这是我在公公14周年忌日写的祭文，倾注了我对他的所有的情感，包括感恩和不舍。当我翻出旧文，公公的音容笑貌就浮

现眼前。我想告诉他，20年过去了，我们不曾忘记过您，您身上的红色基因一直激励着我们，您勤勉尽责的品格也一直在鞭策

着我们，使我们对于学习、工作和生活不敢有丝毫懈怠。去年，我们家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我们都认为这是您的精

神在我们家得以延续和传承的最好体现。

近日，贵州省贵阳
高新区组织开展“廉洁
警示教育”、家属寄语
助廉、“我爱我家·家书
传家风”诵读红色家
书、党员干部家风建设
主题分享等一系列针
对性、实效性、互动式
的廉洁教育活动，把廉
洁教育延伸到干部职
工家庭和“八小时”之
外，用清廉家风净化党
风政风，让家风这个

“传家宝”溢满机关、浸
润家庭。

贵阳高新区把清
廉家庭建设作为党风
廉政建设的重要一环，
深入推进清廉机关和
清廉家庭融合共建，机
关、国企和非公企业党
组织充分结合“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活动、理
论中心组学习等开展
形式多样的清廉家风
活动，在机关开设“廉
洁课堂”，评选“廉洁家
庭”“清廉家属”，挖掘
身边的清廉家风故事，
通过党员干部与家属

“手拉手”带动建设清
廉家风，以千千万万家
庭的好家风涵养新作
风。

“大家深受教育和
警醒，一定要当好‘廉
内助’，时刻提醒配偶
绷紧纪律这根弦，守住
纪法红线、道德底线和
廉政高压线，做好家庭
的‘守门员’，”全区27
名关键岗位年轻干部家属到贵州省反腐
倡廉警示教育基地集中接受廉洁警示教
育后一致表示。

依托廉政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红色革命遗址等场所，利用重要节日
常态化开展“我们的节日”家教家风宣传
教育活动。在高新区纪检部门和组织部
门的推动下，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新
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实施方案》，实施

“理论学习与研究、大众传播、家庭文明建
设、家校教育服务提升、党员干部家风培
育”五大行动，建立长效化的家庭家教家
风建设理论体系，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和崇廉拒腐的社会风尚。

（陈元巧 肖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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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紫峰（左）和父亲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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