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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纪事 /星期天夜光杯
身负神牛斗雷雨
阳春四月，著名书画大家汪

观清先生组织的“纪念南京路上
好八连命名五十周年书画作品
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引起了
不小的轰动。我的主题国画《永
远的好八连》也“加盟”了这次画
展，还被放在入口处的显要位
置，后来还获得部队、宣传部和
军委领导的肯定。我心里很高
兴，觉得没有辜负汪老对我的信
任和期望。

汪老那边也有好消息给
我：他决定以私人名义重重奖
励我———画了一幅画让李明海
转交我。

得知这个好消息，! 月 "#

日下午，我就骑助动车赶往沪
太路的李明海家。我刚按下门
铃，李明海爱子就下楼笑眯眯
地将一个信封交到我手中。信
封是汪老的“牛头专用信封”，
上面用签字笔写着“杨宏富老
弟笑纳，观清”。我从信封中抽
出画作打开一看：《神牛图》啊！
只见图中一头老牛，四蹄撑开，
俯瞰大地，旁有题跋：“实，韧，
憨，顶，温，牛之五劲赞！宏富老弟正。
癸巳春，汪观清八十有三。”

汪老如此嘉勉，令我欣喜不已。
突然间，天空猛地一个闪电，还没听
到雷声，黄豆般的雨点就泼向地面。
我想：莫不是神牛显灵了？赶忙将画
收起珍藏背包内夹层，从后备箱取出
雨披，发动车子返程……
雷声隆隆，暴雨倾盆，可或许是因

为急于赶回家好好欣赏“神牛”，我不
知哪来的胆竟敢独自在暴雨中穿梭。
直到浑身上下包括背包外层都已湿
透，我才在路边停车躲雨。

奋笔速写百草行
说起我和汪观清先生的忘年交，

倒是百草画院牵的线。
我在学画连环画时就很喜欢汪老

的《红日》。我和汪公子倒是很熟，由
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就
是无缘结识汪老。终于有机会走近汪
老并和他相处，那是 "$$!年 %月，上
海民盟书画院和百草画院联合举办活
动，到汪老家乡安徽歙县采风，并在那
里成立写生基地。
我很珍惜这次采风活动。在采风

的几天里，我勤奋地速写。汪老第一
次看我速写，却大加赞赏，尤其喜欢我
画他《老屋客堂》的那幅。短短几天里
我画了数十幅速写，后在汪老的推荐
下，复印了二十份取名《安徽·歙县
行》，分赠汪老家乡的领导和亲友。

在告别宴上，汪老夸我了：“潜力
很大，是一个有造诣的画家！”受大家
的褒奖，我也“拼”了，从不喝酒的我满
上了一杯啤酒走到汪老面前说：“汪老
师还请多多指教啊！”

在汪老的顾问下，百草画院
越办越兴旺，短短几年内“百草”
已丛生成为一块“大
草坪”，我也当上
了百草画院
的副院长。

长卷画出好八连
今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

名五十周年，在汪老的牵头带动
下，上海老中青画家为好八连作
画热情高涨。汪老又亲笔给我写
信，要我画一篇《&' 年不了情》
的短篇连环画，记的是好八连数
十年一代一代战士关爱双腿残
疾人胡宏根的事迹。
几天后，我完成了创作，不

想一下被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选中，要发表在《时代雷锋颂》
上。本来是应汪老约画的，如此
不免让我为难。倒是汪老体谅，
同意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一
画两用：《时代雷锋颂》用线描，
“南京路上好八连展”上用水墨。

纪念好八连命名 ($周年还
要搞一个大型画展。作品截稿
时，汪老觉得来稿作品质量虽
属上乘，但缺少几幅大画，尤其
是缺一幅主题画。汪老想到了
我，但他却没有直接对我说。为
什么？因为此次画展由部队提
供展览场地的租金和出版画册
的费用，是汪老利用自己的民
盟书画院多方“化缘”斡旋，才

争取到连环画的稿费，至于展览会的
美术作品，则完全是画家们对人民子
弟兵的拥军奉献了！

汪老委托李明海及画家齐亚明
邀我为展出画一幅主题画。此时我正
在为中国美协连艺会画)$$幅的连环
画《五四运动》，日程表排得满满的。
但我从小敬仰好八连，如今书画展给
我一个机会为好八连做一点事，岂有
不欣然应约之理？高兴都来不及呢！
我立即给汪老打电话表示“欣然并荣
幸”之意，并请汪老给美协连艺会主
任沈尧伊打电话请一个“事假”。汪老
高兴地说：“侬杨宏富画主题画，我的
心定了！我一定给沈尧伊打电话！”
过了几天，沈尧伊从北京来电表

示绝对支持。部队知道后，特地在我家
附近找了个工作室。我先画了小稿，准
备以长卷形式，展现好八连的历史。汪
老在李明海陪同下到我家审阅小稿，
对长卷高度肯定。他还特别欣赏画作
的题目《永远的好八连》，说：“这个题
目太好了，我想了很久没有想到合适
的题目，现在我决定大画册封面就用
你的题目！”真是莫大的鼓励，莫大的
信任啊！我一鼓作气，用 *+天完成了
这幅 ,-./ 0 (--./的长卷主题画。

%月 '日，汪老在李明海和齐亚
明陪同下又来到我的工作室，他们三
人看到画作均感振奋。画中已写好毛
泽东的《八连颂》及邓小平的临摹题
词，我又灵机一动，提出由汪老为画卷
题跋。汪老握笔在手，认真撰稿书写。
写完将画拼接起来放在地上一起欣
赏，果然是锦上添花！
真是荣幸，能与汪老忘年相交！

! ! ! !我有一份特殊的“红枣情
结”。每到新枣上市的季节，看着
红红的枣子，闻着枣子的香甜，我
的思绪就不禁飞到 (-多年前，我
在瓜果之城———兰州近郊枣树林
里拾枣的情景……
那时，我在一家大型机床厂

机修车间当学徒工。工厂座落在
近郊区，四周是一片望不到边看
不到头的枣树林。金秋十月，四处
飘香，树上挂满了红红的枣子，枣
农们便开始紧张地收摘起来。
那时，枣农们釆用原始的方

法收枣：在枣树下铺上芦苇席、旧
被单和麻袋片，然后用长长的竹
竿敲打枣树，或是二三个人一起
用力摇晃枣树，红枣便如下雨般
哗啦哗啦地落下来。用这种原始
的方法收红枣，怎么能收得干净
呢？枣树上还残留着不少枣子，这
真是给我们的天赐良机！
一天，我和四个好朋友下了

早班，便扛着竹竿，拿着布袋，兴
冲冲地走进枣树林。我们作了分
工：四个人上树摘枣、打枣，一个
人在地上拾枣。我们几个人都是
在农村长大的，从小练成了爬树
的本领，嗖嗖的几下就爬上了枣
树，站在树杈上，手够得到的红枣
就摘下来放在口袋里。树梢上的
红枣，人上不去，手够不着，就用
竹竿敲打下来，下面的人再一颗
颗地拾起来。

也许是留在树上的红枣营
养足长得大，又长得牢，不容易
被打下来，所以，我们摘到的红
枣个个又大又圆，弹眼落睛，不
要说食用，就是看看样子、闻闻
香味，也是美得不得了。一个下

午下来，拾了大半袋红枣，少说
也有 +-多斤。我们有说有笑，边
走边吃，凯旋而归。待回到宿舍
里，我们都已吃得饱饱的，还不
时打着饱嗝呢。

尝到了甜头，我们又先后 *-

多天利用工余时间去拾枣。就近
的枣树林拾光了，就远征到偏僻
的地方去拾枣。拾来的红枣一时
吃不了，就摊放在宿舍里存放起
来。兰州的气候特别干燥，红枣摊
在双层床上面，没几天就风干了。
那时，正是我国三年最困难

的一段时间，我们几个都是十八
九岁的小青年，正是要吃、能吃的
时候。拾红枣充饥，实在算是一个
“妙法”。由于营养不良，有不少人
都得了浮肿病，而我们几个拾红
枣吃的人都没有得病，显然，这是
得益于红枣的营养。红枣帮了我，
而这段有趣的经历也令我难以忘
怀，一再追忆。

一份特别的礼物
在残疾人中我最同情的是盲

人，觉得他们是生活中困难最多，
乐趣最少的人群。退休之前，生
活、工作在闹市区，两点一线，很
少遇到盲人；退休以后，动迁到虹
桥路，所在小区对面就是上海市
盲童学校，时常会看到从校门进
出的盲童。他们小小的身影让人
心疼。
上世纪末，我终于实现了暗

地里许下的“心愿”：把一个月的
退休工资，捐赠到上海市盲童学
校去。

我事先并没有与盲校联系
过，那天去时，没想到徐校长亲自
来接待我，还握着我的手连连感
谢。我本来预备把钱一交了事，可
是这位认真的女校长，一定要赠
我一份“荣誉证书”，倒搞得我不
好意思起来。
第二天，给了我证书，校长又

笑着对我说：“来参观下我们的学
校吧！”
我们穿过一个大操场，正值

一群“低视力”学生（盲童学校是
与低视力学校设在一起的）到操
场里活动，欢声笑语。走进教学
楼，从窗户外向教室里望去，只见
一张张认真的小脸，正在专注地
听着老师讲课。
来到一个教室前，徐校长叫出

一位女生，说：“您的这笔捐赠，我
们研究下来，决定专门资助她。”

这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女，叫
小丽，眼睛在近两年患上一种无
法治愈的疾病，视力急剧下降，不
久就要变成全盲了。或许是因为
她在音乐方面有点天赋吧，学校
正在培训她学习“钢琴调音”，以
后能成为一名钢琴调音师，也是
一门很不错的职业。

了解到这个情况，我便产生
了一个想法：买台 12随身听送给
她，也许对她学的专业会有帮助。
但是 12随身听当时价格不菲，我
自己想了多年也舍不得买，只能作
罢。正值元旦将临，我便买了巧克
力、音乐贺卡、长毛绒玩具，给她作
为新年礼物。校长一定要我当面交
给她，于是这天，我们在校长办公
的隔壁房间里又见面了。
小丽有点害羞，所以我们也

没有多说什么。但是过后，她用残
余的视力写了封信给我。字写得
很端正，看得出写时很认真用心。
她写道：“我尤其喜欢那个绒毛鲸
鱼，太可爱了，我从小就喜欢这类
长毛绒玩具。我会好好爱护它的，
它是一份特别有意义的礼物。”信
里还附了一张学校庆祝元旦的联
欢会入场券，邀请我去看。

脸上永远带着笑
那天演出前，校长又陪她到

我座位旁来看我。演出中，她一人
表演了两个节目：独唱了一首外

文歌，参加了一场器乐合奏。站在
台上，她显得落落大方，歌声与乐
声，美妙动听。我在台下为她拼命
地鼓掌。可真是个有才艺的小姑
娘啊！
短暂的三次会面，她给我的

印象是：很会说话，脸上永远带着
微笑。我曾想过，那段日子里，她
正处于双目即将完全失明的境
地，身心陷于极端绝望和痛苦中，
背地里一定淌过不知多少眼泪、
有过多少不眠之夜，为什么看到
她脸上，却始终挂着笑容？我猜想
这是她想从痛苦中自拔出来，用
坚强乐观的姿态来面对现实。每
想到这点，我就感慨万千。

她的眼睛不久后就完全失明
了。我了解到，学校送她到日本去
继续进修钢琴调音，她聪慧好学，
后来又学会了推拿，在日本结了
婚。我觉得很宽慰：这样的婚姻，一
定有很好的基础，她会生活得很幸
福。有感于此，我写了一篇《真情的
微笑》，发表在一张报纸上。

去年 3+月我又到盲童学校
联系有关捐赠时，老师告诉我，小
丽即将随一个日本代表团，到上
海来参加 *--周年校庆活动。我
便写了封信，并把发表那篇《真情
的微笑》的报纸，一起托办公室老
师转交给她。今年元旦后，我接到
她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说这次是
随团来沪，时间紧凑，所以不能见
面，下次来上海时，会同丈夫一起
来看我。

听到她在电话里轻快的言
语，爽朗的笑声，我既为她的坚强
乐观而感动，又为她的幸福生活
而由衷感到欣慰。

耳边美妙的世界
去年夏天，我在襄阳路电子

商城，无意间发现，二手的 12随
身听，成色和新的虽然相差无几，
但是价格已经不高。过去舍不得
买的东西，现在只是原价的十分
之一，就兴冲冲买了下来。
回家后，夜阑人静，熄灯躺在

床上，在黑暗里尽情地欣赏那美
妙的立体声，我想到，盲人虽然丧
失了视觉，但是他们有更敏锐的
听觉，可以在音乐世界里享用比
普通人更清晰、更美妙的声音。又
想到当年没能给小丽买 12 机，
始终是心中的遗憾。于是我就决
定，把原来在这一年要送给盲童
的复读机换成 12机。

我去买了五台 12机，因为品
牌不一，又没有说明书，为了使用
方便，就为每台机器绘制了一张标
明了按键、插口的示意图，让旁人
能用来教会盲童操作；又精选并刻
录了 +-张优美动听的经典名曲，
其中有民歌、民乐和轻音乐，还有
一组是最近来上海举行演唱会的
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歌。
波切利的歌声、经历，都可以作为
榜样，激励盲童们乐观向上。

忙了十多天，**月，我把器
材和资料全部送到了盲童学校，
老师说，打算把它们放在学校的
图书馆里，让更多的学生可以享
用它们。
帮助盲人，那不是我们在行

善做好事，而是每个人应该尽到
的义务和责任。盼望这些年来播
下的一点点种子，将来能够在盲
童心中，绽放出几朵小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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