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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绘画的喜爱源于小时候爱

看的小人书。

那时，我攒些零花钱就奔去小人书店,在那

里一看就是几个小时。我最爱看侦探和古典小人书，

古典小人书里描绘的才子佳人吟诗作画的情景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18岁那年，我开始照着一些图片乱涂鸦，画完

贴在墙上自我欣赏，感觉挺好。

在职期间，我曾利用这一特长出过板报，画过刊头、插图，一些

粉笔画实践也使我的绘画技艺得到了磨炼。48岁时，我参加了省市

老干部大学国画班，一学就是15年：山水、人物、花鸟的绘画水平均

显著提高。现在我已经是省市美术家协会的会员，这段时光是我一

生中最开心的日子。

绘画需要全身心投入，天赋加勤奋才能成功。天赋是喜爱程度

和接受能力的大小，勤奋是要持之以恒。绘画欣赏水平的高低取决

于个人文化素质的高低，个人的绘画风格是欣赏水平和性格、能力

的结合体。

如今，我在绘画上如鱼得水也小有成绩。我想，这些应归功于

我个人的努力和我的二十几位老师们的谆谆教诲。老师们不仅教

会了我们绘画，也教我们怎么做人，老师常说“画品如人品”，这话真

对。

现在，绘画早已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对绘画已到了痴迷

的程度。绘画不仅丰富了我的晚年生活、提高了我的文化修养，同

时也保障了我的身体健康——是绘画让我的心情渐渐好起来的。

我的每一幅成功的作品都像我的孩子一样，我对它们疼爱有加、百

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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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的美好无

处不在。每个人的心

中都会有一个最美所

在。它隔着时光，在生活

的皮肤下，填充着过往被折

旧的往事。很多时候，当时空

并行停滞，瓦解着我内心的坚

强时，我心中那个最美的老家小

院，总会在一系列的清醒里，将我

的每一次坎坷打成结捂热后，送给

我最想要的温度。那些永远，在温暖

我的概念里，更像永恒。

母亲的花园 父亲的果园

老家小院原本朴实无华，但是父亲母亲于

平淡的生活中，用心用情勾勒和实现着他们的

愿景。他们以从容、优雅为“笔”，以智慧、辛劳为

“墨”，以老家小院为“纸”，“画”出了人世间“最曼妙

的风景”。

其实，一上初中，我就离开家乡到县城里上学

了。每个周六的下午，我便“心里长着草”地听完两节

课，匆匆忙忙地赶大客车踏上归途。

一路上，我都是眼睛紧紧地望着窗外，似乎这样望着

就能缩短回家的时间似的。望着，望着，眼前陡然一亮，一

个群山环绕的村落就映入眼帘了。

远远地，我看见母亲已经在路边等我。一下车，母亲热

切地微笑着迎向我，满眼都是得意，满心都是欢喜。她摸摸我

的头，又摸摸我的肩，充满柔情地说：“永春回来啦！车上不挤

吧？”母亲的问候像五月里的春风，想家的忧虑和焦躁，在母亲的

柔情里，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彼时还是个小小少年的我，眼睛

立刻有些湿润了。

母亲扶着我的肩膀往家走，三十几米的距离就来到院门。院门是木质结构，门开两扇，上有

门斗，院门两侧栽有两棵垂柳，正是盛夏光景，那垂柳枝叶随风摇曳，姿态甚是婀娜。民间有说

“院前种柳，越过越有”，我想也是图个吉利之意吧。

院门西侧是老家小院最前端的木栅栏，木栅栏两端向北延伸与仓房的“山墙”相接，把老家前院

围起来。母亲尤其喜欢牵牛花，就贴近木栅栏，极有秩序地种下牵牛花。各种颜色的牵牛花也果然

会讨母亲的欢喜，好似顽童一样，爬上木栅栏探头探脑，左顾右盼，朵朵又像个小喇叭，十分张扬地炫

耀着它们的美丽。蓝色的、深蓝色的，粉色的、深粉色的，以及深红色的、深紫色的，每一朵花蕊都是洁

白的颜色，又都有小小的绿叶衬托着，色彩斑斓，把个木栅栏装点得好看极了。

母亲看我目不转睛地盯着木栅栏，问我：“好看吗？”我开心地回答说：“好看，太好看了！”母亲随即露

出十分舒畅的微笑。不用问，我就知道，这是母亲的杰作。

进了院门，一条长二十余米、宽两余米的过道，铺着浅灰色的小石子，过道两侧种满了格桑花。一簇簇

格桑花姹紫嫣红十分应景地开放着，似有夹道“欢迎”我的阵容。这样想着的时候，我便忍不住笑了，母亲

就又问道：“好看吗？”我回道：“好看，太好看了！”母亲又一次欢喜地笑了，笑得十分舒畅。我接着说：“又是

妈妈的杰作！”

走着走着，就进入小院的“天井”了。这“天井”里也种着花，俗称“地瓜花”。那些种在屋檐下、窗子前随风

起舞，开得热烈的花儿，总是旁若无人。

进了屋，每个房间的窗台上，也都摆放着各种盆栽的花卉，草本、木本、藤本种类繁多。有时我就想，这么多

的花儿一年四季次第开放，基本不会间断，是不是也加持了岁月的美好呢！

父亲闻声从里屋走出，我赶快打招呼：“爸爸，我回来了！”父亲回应道：“永春回来了！后院里草莓正好熟了，

快去吃点草莓吧！”母亲自豪地和父亲说：“永春说我莳弄的花儿好看呢！”父亲便笑着说：“是好看，可是我栽的果

树也开花啊，只不过开过了嘛，到了秋天，我的果树坐了果，好看还好吃呢！”

父亲说得没错。更早的时候，父亲曾经在参场的果园工作过，对于果树的栽植、嫁接、修剪还是很在行的。记

得每年秋天，父亲栽种的果树常常是果实压弯了枝干，各种水果吃也吃不完。

“天井”的中央栽种了一棵稍大一点的苹果树，还有一棵稍小一点的苹果树。两棵苹果树的西南，不规则地排列

着三棵“山里红”。这五棵果树聚拢在一起，“天井”就多了些生机。“天井”的西侧靠南，架起两米多高、十几米长的葡

萄架。秋天葡萄藤爬满木架，加上果实累累和密集的叶子的遮盖，就形成了一个纳凉的长廊。白天天气燥热的时候，

家里大人小孩常常会在葡萄架下纳凉。

沿着葡萄架向北，是三四棵“红樱桃”围在一起，再是五六棵李子树围在一起，好似两组小朋友互相商量着怎样嬉戏呢！

再向北过一个小木门，来到后院。后院里，先是靠近老房子，栽种十几棵“红樱桃”“白樱桃”，樱桃树下栽种草莓；往

北，又不规则地栽种了十几棵李子树、“鸡心果”树和沙果树。后院两亩多地，除了果树占据的位置，还种着各种时令的蔬

菜。它们仿佛“小学生”一样，站成整整齐齐的一个个方阵,都昂首挺胸、精神饱满地洋溢着欢喜，好像正在等待检阅一般

……

老家小院是母亲的花园，是父亲的果园。在我眼里，母亲的花儿是夏天里老家小院的“主角”。而等到了秋天，没有任

何过渡和铺陈，父亲的果树就会从“配角”的身份，华丽转身直接变为“主角”。它们足不出户，就把生活的颜色演绎得淋漓

尽致。

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没有太多爱的语言，却用无数个爱的细节，点缀着爱的体面。在有温度的手心里，完成了立体时

光的深情对接。

温馨、温暖的欢乐“戏园”

傍晚时分，我和弟弟们在西长原与峡谷之间的小树林里玩“捉迷藏”。玩着玩着，远远地传来母亲的声音：“六子，六子，回

家吃饭啦！”

母亲每次呼唤我们回家吃饭，向来都是喊我老弟弟的乳名。我和弟弟们故意不作声，等母亲靠近些了，我们就一声一声地

学着猫叫。显然，这一切假象也迷惑不住母亲，彼时，她会笑着说：“都出来吧，别学猫叫了，家里什么时候养了一群猫了？！”我

和弟弟们就从小树林里钻出来，冲着母亲笑，母亲也笑，比我们笑得更灿烂。

吃过晚饭，夜色渐渐笼罩小院。不多时，和父亲十分要好的“戏迷”逄铁匠，与父亲的另一个好友“戏迷”李木匠，带着他们的

“家伙什儿”（铁匠的一支唢呐和木匠的一面铜锣、一对铜钹、一架板鼓），一起如约来到老家小院。

小院很快就热闹起来，许多老乡围拢在“天井”四周，等待小院里的“大戏”上演。父亲让我们姊妹兄弟把家里大大小小的凳

子、椅子都搬到院里，请那些年龄长一些的老者坐着。

我记得最开始的时候，父亲母亲是在老房的正屋里“说戏”“唱戏”的。后来在好友“戏迷”逄铁匠的“撺掇”下，“舞台”就改到

了小院里。小院变成了戏园，“天井”中心区域变成了“舞台”。大部分情况下，父亲的二胡和京胡独奏率先暖场，偶尔父亲也打打

快板活跃气氛，然后戏曲节目正式登场。

那天晚上，父亲先是拉了一首《二泉映月》，又在铁匠的赞扬和鼓励下，拉了另一首《八月桂花遍地开》。

暖过场子，小院里的压轴“大”戏《穆桂英挂帅》“隆重”开场。母亲从屋子里出来，一亮相便神采奕奕、英姿飒爽，一股凛凛英

气飞上眼角眉梢，手上花枪舞动，脚下步履生风，红缨上下翻飞，身手矫捷轻盈。母亲的一招一式透着英武威风，好一个巾帼英雄

穆桂英！在雷鸣般的掌声和喝彩声中，母亲登场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铁匠和木匠也是十分卖力地一通开场唢呐和锣鼓，之后，唢呐和锣鼓便恰如其分地该响的时候响，该停的时候停。几乎全场

父亲的京胡都担纲乐器“主角”。一番酣畅淋漓的动作之后，母亲字正腔圆、有板有眼地唱道：“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

天门壮志凌云。想当年桃花马上威风凛凛，敌血飞溅石榴裙。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怎能够属于他人！番王小丑何足论，我一剑

能挡百万的兵。”

母亲唱到“兵”字尾音尚未终了，不知是哪一位看戏的老乡突然喊了一声：“好！”连连的喝彩声便此起彼伏起来，接着雷鸣般的

掌声再次响了起来。

母亲待大家稍稍安静一些又唱，“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叫侍儿快与我把戎装端整，抱帅印到校场指挥三军。”唱

到此处，小院的热情被母亲的表演推向了顶点，喝彩声、掌声经久不息。夏夜里的风不知什么时候躲哪儿去了，热浪不知怎么就

袭进了小院……

第二天一上午家里都比较安静，我也在安静的环境下完成了周末作业。吃过午饭，我就要返回县城。母亲陪我到站点候车，

路上母亲嘱咐我：“用心学习啊！别老惦记着家，爸爸妈妈都好着呢，周末放假就回来！”

当大客车驶来的那一刻，我很不情愿又恋恋不舍地和母亲道别。母亲也不舍，摸摸我的脸说，“快上车吧，别耽搁了明天上

学。”车子启动，我一直望向车窗外，望向母亲，母亲也一直站在路边向我挥手。车子越来越快，渐渐地，母亲的身影和老家小院，

一起在我的视线里越来越小，直至消失。

2006年，父亲母亲搬到县城居住。后来，父亲和母亲于2011年和2020年相继离开了我们。从2006年父亲母亲搬离老家小

院时起，17个春秋把我们远远地甩在身后。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不知不觉中，我早已进入了“知天命”之年，然而时至今日，老家

小院依然让我朝思暮想、魂牵梦萦。在这17年里，我常常会进入同一个梦境。每次梦里，我都会穿越回那个流淌美好时光的老

家小院。小院里的一花一草、一叶一木、一缕炊烟乃至于空气中的一粒尘埃于我来说都是那么美妙！我常常想，究竟是什么让

我如此深情地想着它、念着它、爱着它？

哦！是小院芬芳！小院芬芳，不只是它的花香，它的果香，还有高古的音乐和戏曲润人心田，沁人心脾，散发幽香；小院芬

芳，也不只是它芬芳的色彩，芬芳的味道，还有它温馨、温暖、浪漫的情怀情感涓涓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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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经历了多少年，当人生的风尘落满你的双肩，岁月的霜雪浸染

你的头顶，或许人生许多大事早已忘却，仍有一个地方让你魂牵梦萦永

远怀念，这便是校园，那个被亲切地称为母校的地方。

在长春市第二十三中学40周年校庆之际，我们近20名老同学回到

母校，心绪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青少年。多么熟悉的静谧而温馨的教室、

曲折幽长的小径、桃李芬芳的果园、宽广漂亮的操场、高大挺拔绿荫如盖

的柳树……一切都是那么真切可爱。500多位新老校友济济一堂，毕业

最早的和最晚的到了一起，时间跨度近乎半个世纪。见到了60多岁甚至

80多岁的老师们，我们这些“老学生”在老师面前还是“小孩子”，永远年

轻。同学们都急于找到自己念书的教室，又急于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一

会儿，以重新体验课桌与讲台之间一种殿堂般的神圣。就是在这里，老

师们以自己的博大温暖和循循善诱，为我们这些渴求知识的孩子们搭建

起了一架架通往人生理想的长梯……

40年风风雨雨，寒来暑往，大了我们这些充满憧憬的孩子，老了这些

昔日年轻英俊的老师们。初中三年，母校犹如校园里那两棵大柳树，用

她那浓荫蔽日的巨大树冠呵护我等莘莘学子，让我们失意时得以依偎，

疲倦时得到爱抚。在母校自然与人文环境和谐共生的文化沃土上，我们

健康成长。老师们身上散发出的那些高洁儒雅之气质，就如同从校园大

柳树树叶间倾泻而出的七彩阳光，以各异的华彩照射在我们世界观初步

形成的人生阶段，不断引领提升着我们向往美好、追求卓越的理想。短

暂的初中三年，现在说不清到底对我们的人生空间有什么具体的影响，

但可以肯定的是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无疑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是老师们让我们开始懂得奉献、变得勇敢、找到人生标尺，我们得到了最

好的教育。

我清楚地记得，给我们上代数课的李家忠老师，他把代数教材吃透

了，因此课总是讲得深入浅出。他讲得清楚——前提清楚、推理清楚、结

论清楚，学生学得也明白清楚。上李老师的代数课，看他在黑板上解题，

简直就像在听故事。不管多么难的题，经他一讲便化难为易。有时为了

解一道难题，李老师甚至使出浑身解数从不同角度演绎了满满一黑板，

让你掌握得淋漓尽致。最神奇的是，每每他讲完最后一句，下课铃准响。

教几何课的赵明祥老师，讲课切中关键。他会用一种很特殊的运算

方法，不是让你计算出一个得数，而是让你求证一个图形或有关这个图

形的定理，这就让那些年纪偏大的同学一下子真的就转不过弯来。赵老

师总是想尽了办法，尽量将缺乏概念联系的一连串证明，变得有联系、有

“实物感”，这样，他就在潜移默化间慢慢地把同学们的思维方法改变了。

教物理、化学的王焕臣老师人称理化专家。上物理化学课，他边做

实验边讲解，一丝不苟、精细入微、慢条斯理的形象化教学，至今还历历

在目。

教历史的朱德基老师上课时总是用生动鲜活的历史故事、让人玩味

的逸闻趣事、风趣幽默的语言表达、出乎意料的新奇观点，让学生心情兴

奋激动充满求知的欲望，快速牢固地掌握所学知识。例如，朱老师讲夏、

商、周历史，讲夏亡以妺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特别是烽火戏诸侯

的故事；讲春秋战国历史，讲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三家分晋、商鞅变法、赵

武灵王胡服骑射的历史故事；讲苏秦、张仪合纵连横的逸闻趣事；在讲抗

日战争历史时，他还利用图片方式把学生们带进身临其境的紧张氛围

里，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上地理课的李树仁老师，教我们怎样看地图，要我们画一省一省的

分省地图，山、河、湖、城市、铁道、公路的表示方法，让我们懂得比例尺

寸、经纬线、回归线以及海和边界等知识。每画一省，一定要注明城市、

河、山、湖的名称，还要上色。通过形象教学，同学们学习用比例尺后，心

目中就有幅活地图了。

教俄语的女老师滕凤兰性情活泼，教学生动，擅长用图解方法分析

句子。她能让你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既记住了单词，又掌握了语法修

辞。同时，她还爱在课堂上讲个小故事、唱俄语歌曲，或

向我们介绍苏联科学家米丘林、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诗

人马雅可夫斯基等。她调动大家积极性，鼓励大胆朗诵，

回答问题，还让学生多阅读苏联文学，说只有了解苏联文

化历史，才能学好俄语。

语文老师张丹素知识渊博，满腹经纶，出口成章，讲课时深入浅

出，幽默风趣，是一个年轻的“老夫子”。张老师引经据典，特别是讲

语法、修辞等基本知识，令我们受益一生。他的最大特点是一课书

讲完还有时间就给我们讲故事，因此听到下课铃响起的时候我们

总是不想下课。他的古文课讲得尤其生动，要求我们背诵的课

文，谁要是背诵不下来只有站着听课的份儿了。不管是上午课

还是下午课，只要你上他的课就不会分散注意力。他时常告诫

同学们要博览群书，从各种书籍中汲取营养，作文时要切题、

扣题。

母校就是有这样一批任劳任怨辛勤耕耘的园丁，才培

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

母校里也有我们自己的节日。真正体验到节日的庄

严与神圣的是五四青年节。我们这批心驰神往的青少

年，第一次置身于这样的场面，第一次五指并拢面对属

于自己的那面旗帜，第一次把团徽佩戴胸前……当我

们长大成人走向社会后，那个节日仍让人终生相伴，

并牢牢镌刻进我们心里。

多年后，我们重聚母校，带着怀旧之情四下

打量，是的，一切都在变化，但唯有青春永驻。

永远是那些稚气未脱的面容，永远有活泼轻快

的身影，永远会传来男孩子们的打闹声和女

孩子们的嬉笑声，足球场上的球赛永远不会

结束，各种墙报板报永远抄满格言警句，喧

闹与寂静永远像潮汐一样分明……挟着一

叠作业本的老师正走在树荫下，炎夏的蝉

鸣声一如往日，宽敞的教室被修葺一新，

可仍然是那些熟悉的窗和门。上课铃

声又响起了，走廊上很快空无一人……

一年一度的入学典礼，一年一度的依

依惜别……这就是我们的母校，流年

似水而绿树长青，她的永恒活力既植

根于传统荣誉感，又在现代精神中

时时更新。

假如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让

我的人生从中学时代重新开始，我

当然会很珍惜、很珍惜……假如不

能，那么年轻的校友们，趁你们还

生活在这里，珍惜吧，爱她吧，明

天也许很好，但今天弥足珍贵。

母校里的小同学们用歌

声、用掌声、用鲜花欢迎我们这

些“老同学”回到母校。我想

对于从母校走出去的学生，不

管曾经在怎样简陋的学校读

过书，在他们的记忆里，他

们的学校永远有一种母亲

式的慈祥和温暖。母校里

永远有嘹亮的歌声，永远

有朗朗的读书声，不管莘

莘学子走到哪里，母亲般

的学校永远绵绵不绝地

在向你召唤……

我的初中老师们我的初中老师们
□□邢文国邢文国

天天天天生生生生我我我我材材材材

人人人人
生生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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