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兴的外婆给工作人员送锦旗致谢

廖先悟：

书香之家的艺术人生

廖先悟在老伴袁佩凡的帮助下，润色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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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汉》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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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明视光中心免费为孩子矫正了残疾的双眼；老师发动身边的朋友捐款给患尿毒症

的单亲母亲治病……

大家来帮帮这个苦难的家

■

文

/

图 本报记者 金灿

本报讯 “真是太感谢街道的王书

记和目明视光中心的余总了， 让我外孙

残疾的双眼摘掉眼镜了！”

5

月

18

日，

家住人民街道的刘奶奶特别来到王家巷

目明视光中心， 将一面致谢锦旗送到余

总和工作人员手中。

一个苦命的孩子

刘奶奶的外孙兴兴 （化名） 是一个

苦命的孩子， 现在人民路小学上三年

级。

兴兴的妈妈本来是一个非常聪明能

干的女子， 上大学时患上肾炎。 大学毕业

后， 她的病情不断加重， 到

2012

年被诊

断为尿毒症。 后来， 父亲与母亲离了婚，

小兴兴就与外婆和重病的母亲相依为命。

一家人靠外婆的退休工资和母子俩的低保

艰难度日。

兴兴的外婆告诉记者， 兴兴从小就患

有散光、 弱视、 斜视等多种眼疾， 双眼视

力不到

0.1

， 周围稍远的东西都看不清楚，

就是眼前的事物也要偏着头才能依稀看

见。 她带着外孙先后到广州等地大医院就

医都无功而返。 孩子的眼睛也成了她和女

儿的心病： 小小年纪眼睛就残疾了 （领了

残疾证）， 孩子以后怎么生活啊！

“世上还是好人多”

“世上还是好人多啊！” 兴兴的外婆告

诉记者， 这个苦难的家庭能撑到现在， 真

的多亏党的好政策和众多好心人的相助。

人民街道王志勇书记对兴兴一家非常

关心，当目明视光中心来到辖区后，王书记

特地带着孩子找到目明视光中心余总，请

余总帮帮这个孩子。余总一口答应了，免费

为兴兴矫正视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矫正，奇

迹出现了 ， 兴兴的视力从

0.1

提高到了

1.0

！ 现在已摘掉了。 眼镜在学校坐在最后

一排都能看清黑板上的板书了！ 兴兴的外

婆喜出望外，对王书记和余总感谢不已。

学校领导和老师也给了小兴兴一家无

私的帮助。 兴兴的外婆告诉记者， 学校免

除了小兴兴的许多费用， 特别是班主任凌

老师， 对小兴兴总是问寒问暖， 得知小兴

兴的家庭情况， 还发动身边的朋友捐款

8500

元给小兴兴的妈妈治病……

盼更多好心人帮帮这个家

兴兴的外婆从没在外面说起家里的

事， 她告诉记者， 自己能扛就自己扛过

去。 家里的情况都是街道的领导在走访时

得知的。 兴兴的妈妈现在每个月要血透

10

多次， 除了医保报销外， 兴兴妈妈的

医疗费每个月至少还要

2000

多元， 她的

退体工资基本上就花得差不多了。 为了感

轻家里的负担， 兴兴的妈妈还拖着重病的

身体到外面做零工以补贴家用。

在此， 记者希望有更多的好心人来帮

帮这个苦难的家。 有愿意帮助他们的好心

人可与记者联系 （电话：

13974755504

）。

2016

年

5

月

21

、

22

日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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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故事

■

文

/

图 本报记者 胡建军

在廖先悟的家庭成员

中， 共有

10

多个人从事

绘画文艺创作工作： 两个

女儿和女婿， 一个儿子，

还有几个孙辈， 再加上他

自己和老伴。 家里的文化

艺术氛围之浓厚， 可见一

斑。 显然， 这样的家庭结

构较为少见。 近日， 廖老

在衡东的家中与记者聊开

自己的艺术人生。

学画纯为稻粱谋

“我学画画纯粹是为

了找口饭吃。” 廖先悟老

人笑着说道。

1950

年 ， 还未满

12

岁的廖先悟， 初中第一学

期还没有读完， 就因双足

患踝关节结核而辍学。 父

母带着他四处求医， 但医

生都说这种情况只有将双

足锯掉才能保命， 父亲却

执意不肯。 后来， 廖先悟

偶然吃了一种药， 病情有

了明显好转， 慢慢地就能

一瘸一拐地走路了。

想到孩子的腿脚不太

灵便， 干农活比较吃亏，

父亲建议廖先悟多看些

书， 将来用手中的笔养活

自己， 他还给廖先悟找来

了许多书籍自学。 自学过

程中， 廖先悟尝试着写点

小文章向各家报纸、 杂志

社投稿 ， 可没有一点消

息。

从小受母亲影响， 廖

先悟时常拄着拐棍到村外

去写生， 还热心地为乡里

搞宣传、 办板报。 看到投

出去的文章没有消息， 他

试着画了幅漫画寄出去，

没想到被一家杂志社采

用， 很受鼓舞的廖先悟时

常背着画板走村串户。 父

亲鼓励廖先悟好好画着，

届时可以去瓷厂画碗花，

又帮他找来 《芥子园画

谱》 供他临摹。 慢慢地，

廖先悟在家乡就小有名

气， 乡亲们都找来刻印章

之类的。

有一天， 贯底公社书

记汪迪秋听说廖先悟会画

画， 就推荐他去南岳参加

“工农美术培训班”。 廖先

悟十分珍惜这个机会， 脚

穿着草鞋步行

30

多公里

去报名。 培训结业时， 他

的作品 《出工 》 在

1958

年

8

月

22

日 《 新 湖 南

报 》

3

版 发 表 。 不 久 ，

廖先悟 就调到 县展览馆

当美工 ， 真正有了 糊口

的工作 。

病床上画出连环画

从

1958

年参加 “工

农美术培训班” 得到聂南

溪老师的指导后， 廖先悟

先后获 得了莫立唐 、 伍

觉、 段千湖、 陈白一、 黄

铁山、 钟增亚等老师的辅

导， 有些老师甚至还亲自

动手帮助他改画。

1977

年， 湖南人民出

版社约 廖先悟画 连环画

《女委员长 》 ， 为了赶时

间， 在酷暑难熬又没有电

风扇的大热天， 他就躲在

防空洞里画。 后由于腿病

发作 ， 廖先悟 住进了医

院， 他又在病床上画个不

停。 医生和亲友们都劝他

注意身 体 ， 他却 风趣地

说： “这是我画画的难得

机会 ， 不抓紧不行啊 ！ ”

在住院

10

多天里 ， 廖先

悟的第一本连环画

78

幅

的 《女委员长》 在病床上

完工 。 这部连环 画出版

时 ， 国 家恢复 了稿酬制

度， 他将当时

800

多元的

“巨资 ” 稿费全部缴了党

费。

近年来， 由于视力和

身体条件廖先悟转而画花

鸟和山水。 借助网络， 廖

先悟先后学习了李可染 、

王雪涛等名家在山水、 花

鸟画方面的技艺。 他边看

边记， 边记边学， 边学边

想， 根据自己的特点， 他

将这些名家的精华兼收并

蓄 ， 形 成了 “廖氏 ” 风

格， 他以独特的笔墨技法

所画的白玉兰， 获得业界

的一致认可。

改变画风的廖先悟 ，

精心创作的

4

米山水画长

卷 《潇湘归棹 》， 赋予仿

古山水新内容， 开创了新

的画风， 成为他改变画风

后的代表作， 受到了许多

收藏家的青睐。

据不完全统计， 廖先

悟在省级以上出版社、 展

会和报刊上出版 、 展出 、

发表美术作品近

6000

幅，

其中连环画

40

件。

文昭林：“书痴”的收藏故事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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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本报记者 胡建军

编者按： 书香之家， 代表的是一种

精神生活， 不仅是城市生活中的一方墨

香天地， 更是家风、 家学、 家教的时尚

延续。 衡阳是湖湘文化的源头， 自古就

有崇文尚读的优良传统。 石鼓读书、 船

山注史， 纷纷向世人昭示着衡阳文化的

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近年来， “全民

读书月” 活动的开展 ， 在我市形成了

“爱读书、 读好书、 善读书” 的浓厚氛

围。 前不久揭晓的全国书香之家评选活

动中， 我市又有林新华、 文昭林和廖先

悟

3

户家庭入选。 记者近日走访了其中

的两户家庭， 看到每一个书香之家都是

一个好家风的榜样 ， 这个榜样就在身

边， 让更多的家庭 “见贤思齐”， 形成

强大的 “榜样力量”。

走进文昭林老人这个全国 “书香

之家 ”的家里 ，记者闻到了一股浓浓

的墨香 ，看到文昭林老人坐在一张大

桌子的一角 ， 认真地整理着藏书笔

记 ，她的先生罗刚吾 ，则在桌子的另

一端挥毫泼墨 。

对老课本 “一见钟情”

文昭林老人做了一辈子的中学老

师， 她告诉记者， 与教科书收藏结缘，

可能与自己从事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文昭林每天上

班都要经过古汉大道的旧书市场， 偶尔

逛逛时会买上几本。 有一次， 她发现一

个书摊上有些老课本， 出于职业习惯，

当时文昭林对这些教科书产生浓厚的兴

趣， 当即就买走了书摊上的老课本。

从那之后， 文昭林就 “一发不可收

拾”，

30

多年来从未间断收藏老课本。

从康熙五十五年第一版的 《康熙字典》

到近现代的教科书， 她都收入囊中。 退

休后， 文昭林则将大部分的精力、 财力

和时间花在了藏书上 ， 她还常常到长

沙 、 广州和北京等地 “淘书”。 至今 ，

文昭林的藏书已达

1.5

万余册。

每本藏书都有一段精彩的故事

“我的每本藏书都有一段精彩的故

事。” 回忆起自己

30

多年的藏书经历，

文昭林露出了 “俏皮” 的笑容。

康熙五十五年的第一版 《康熙字典》，

是文昭林极为珍爱的一套书。 在得到这套

书之前， 她已经收藏了各种版本， 唯独就

差这个版， 寻觅许久都未果。

2006

年， 文昭林发现书市上来了一位

卖古董的大爷， 经常在早上五六点就来了，

晚上六七点才回家。 有天中午， 她见老大

爷在太阳下守着摊子 ， 就上去与他搭话 ，

老大爷告诉她， 自己家离书市有几十公里，

在农村收些古董来卖， 通常要坐最早一班

车来， 再坐最后一班车回去。

文昭林觉得老大爷十分不容易，于是就

买了些饼干和水给他。 慢慢地她与卖古董的

老大爷开始熟悉起来，每次来逛书市，她都

给老大爷送些点心。

2006

年

12

月的一天，老大

爷在书市远远地就冲她猛招手并喊道：“文

老师，快过来看，我帮您收到了一套古书！ ”

文昭林走近一看， 正是那套她梦寐以

求的 《康熙字典》

!

梳理历代教育演变脉络

“我曾看到鲁迅先生在 《我们是怎样教

育儿童的？》 一文中说， ‘倘有人作一部历

史 ， 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 ， 用书 ，

作一个明确的记录， 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

以至我们， 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 则其

功德， 当不在禹下。’ 作为教师的自己当时

就在思考， 如果我能了解古代、 近代、 现

代各个时期教育发展的演变脉络梳理清楚，

应该能对我们教育改革提供一些帮助。” 文

昭林如是说。

早在

10

多年前， 文昭林就逐步付诸行

动。 她将收藏的教科书分门别类， 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整理成册。

今年

73

岁的文昭林说 ：“传统蒙学教

材，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高度浓缩在

一本本薄薄的小册子里，将博物教育、道德

人格教育、诗文能力教育……巧妙地融为一

体，可谓经典教材。 时代发展到今天，我们可

以借鉴传统蒙学教材的成功编排经验，编写

一套适合时代要求的蒙学教材，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精神文明典范、爱国主义教育

等内容， 用易读易记的方式传输给少年儿

童，为奠定孩子们人生价值观的基础作出一

点贡献， 我就心满意足了。”

文昭林与老伴罗刚吾正在各自忙碌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