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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腿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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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献身美术事业
（二） 0808 刘邦的故事之

约法三章

徐悲鸿在针对改革中国绘画
的战略上，极其慎重，也是比较稳
妥地采取了三个步骤：气宇轩昂，
亢奋疾呼；通过学校教育，贯彻革
新主张；身体力行，进行艺术创新
实践。

先是亢奋疾呼。徐悲鸿通过演
讲、讲学、著文，宣传中国绘画改革
之必要。他是完全出于对民族文化
艺术健康发展的责任心，振臂呐喊，
真可谓文艺战线上一名无畏的勇士
与统帅。

从他 1918 年在北京大学画法
研究会上的演说，号召画界有志之
士奋起革新开始，直到以后的年月
里，在上海、南京、苏州、天津、重庆、
广州、香港，乃至新加坡、印度，以及
借访问和展览之机会去欧洲，宣传
中国绘画必走改革之路的主张，可
见他对此无怨无悔。

再说革新。徐悲鸿对中国传统
绘画发展到清朝以后产生的弊病有
深刻的认识。如何振兴和革新，从
何处下手，这些都需要严肃对待，大
意不得。

徐悲鸿要求学国画的学生要
有两年极严格的素描训练，以达
到观察描写造物之静态，进而捕
捉其动态的目的。他又具体规定
学生在三年专科学习中“须学到
十种动物、十种翎毛、十种花卉、
十种树木以及界画，使一好学深
思之士，具有中人以上禀赋，则出
学校，定可自觅途径，知所努力，
而应付方圆曲直万象之工具已备，
对任何人物、风景、动植物及建
筑，不感束手。新中国画至少人物
必具神情，山水须辨地域……”，
徐悲鸿也要求油画要吸收中国画
的精髓。

在方法上，徐悲鸿具体强调作
画要有“画穷而后工”的磨炼过程。
素描教学中要“宁方勿圆，宁拙勿

巧，宁脏勿净”。
宣传了主张，又制定了教学措

施，如果不身体力行，就将是一句
空话。必须拿出示范作品来，而且
不只是一种，多多益善，方可有说
服力。

徐悲鸿本来就是一位中国画
家，他去西方学习八年，就是要找
到 改 革 中 国 画 的 方 法 、增 强 能
力。可以说，他日夜苦思冥想寻
求着。

在这一创新的过程中，既不能
大刀阔斧，更不能停步不前。徐悲
鸿拿出了一系列别开生面的水墨画
作品，包括花鸟禽兽、人物以及大型
创作。

徐悲鸿深深理解改革中国画不
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可能是
一两个人的壮举，而是众人拾柴火
焰高、众志成城的大事。徐悲鸿又
深知自己不是三头六臂，中国画的
改革既要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还
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那么徐悲鸿生前和逝后的几
十年里，中国画有没有起色呢？
事实可以说明一切。徐悲鸿对中
国绘画改革的功绩，是不应该被
抹杀的。时代在发展，中国画也
必然会沿着自己优秀的传统去发
展、去变迁，不过那将是新时代的
新问题。

汉元年十月，沛公的兵比各路
诸侯军先到灞上。秦王子婴被迫捧
着皇帝的玉玺向刘邦投降，秦王朝
就此灭亡。

这时诸将中有人建议刘邦把秦
王子婴杀掉，刘邦拒绝了。他说：

“当初怀王派遣我攻打秦国，就是因
为我待人宽厚大度，再说既然现在
别人都已经归降了，我如果还杀了
他，这是不吉祥的。”于是，刘邦把秦
王子婴交给有关官吏之后，便带兵
向西进入咸阳。

刘邦被秦宫殿中大量的美女及
数不尽的金银财宝弄得眼花缭乱，
差一点儿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这也难怪，刘邦尽管为人宽厚，性
格粗犷豁达，却也是一个酒色之
徒，甚至还可以称得上是市井无
赖，当下就以“关中王”自居，准备
住在宫中，好好享受一番。可是张
良和樊哙都认为此举不妥，力劝刘
邦为了大业，眼前还是应该忍耐一
下，不能急着享受。樊哙更是直言
不讳地质问刘邦，到底是要打天下
还是要当富翁？

刘邦清醒过来，接受了他们的
建议，马上封闭了秦国的府库和秦
宫里所有贵重的珠宝财物，把军队
带回灞上驻扎，并且把当地的父老
豪杰统统召集起来，对大家说：“父
老乡亲，你们被秦国的苛法折磨得
太久了……”

刘邦一开头就说到大家的心坎
里去。秦国的严刑峻法确实相当骇
人，比方说，如果有人说了诋毁的
话，就要灭族；两人在私下议论，一
经查出就是死罪……

刘邦说：“我与诸侯们有约定，
谁先进关中，谁就先称王，所以我应
当是关中王。现在，我以关中王的
身份和父老们定三条法规：杀人的
判死罪；伤人的和盗窃的抵罪，也要
受到适当的惩罚；其余的秦国法规

全部免去……”
刘邦又说：“各位父老乡亲的生

活都像以前一样，所有官吏的位阶也
维持现状，总之，我到这里来是为你
们除害的，并不是要侵犯你们、施暴
于你们，你们不要惊恐害怕，而且我
之所以把士兵们带回灞上，是为了等
待诸侯们到来，再一起定约管理。”

宣示完毕，刘邦就派人与秦的
官吏一起去各地告谕老百姓。秦国
人都非常高兴，纷纷自发地带着牛
羊酒食来到灞上，要献给军士们，但
刘邦也谦让着不肯接受，并且说：

“我仓库里的粮食还很充足，我不想
耗费你们的东西，谢谢你们的好意，
你们还是都带回去吧！”秦人听了，
更加高兴，都赞美刘邦，简直是唯恐
刘邦不肯做秦国的王。

刘邦的这些举措，无疑都深得
民心。在这个时期，只有一件事儿
他做得有些鲁莽，有欠考虑。

有人建议刘邦道：“秦国比天下
富裕十倍，地形条件很好，如今听说
章邯归降了项羽，项羽封他为雍王，
并且叫他做关中的王，现在很快就要
来了，你沛公恐怕是得不到此地了！
不如赶紧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
兵进关，再赶快征募一些关中的兵，
用来增强自己的实力，抗拒他们。”

刘邦照办了，结果惹恼了项羽，
差一点儿就为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前不久整理书柜，翻出来好多照片，最引
我注目的，有这么两张。

第一张是黑白照片，发黄得厉害，在老家
门口拍的，虽然时隔40个春秋，但关于它的
记忆不曾消退。

一棵槐树，树下立着一个石磙。那笔直
地站在石磙旁边的小孩子，就是正上小学三年
级的我。我穿的一身新衣服，应是当时最流行
的绿色“军装”，是母亲用钱和布票去供销社撕
来的布，送到村头的“老雷裁缝店”裁制的。上
衣明显掩不住里面的棉袄，好像在腰上缠了一
个宽宽的、黑黑的桶箍。肩头斜挎了一个书
包，我记得，那是劳动布做的。

我的身后，是我家大门。门两边是用青
砖砌起来的墩子，左边连着一堵矮矮的土坯
院墙，墙头上白白的是雪。“门”用数根胳膊粗
的木棒用铁丝扎成“井”字形，“井”与“井”之
间，曲曲折折地穿插着无数根拇指粗的柳
枝。因为是春节拍的，门两旁的春联还依稀
可见：“爆竹声声辞旧岁，梅花点点迎新春。”
爆竹，肯定见过；梅花，只是听过。

另一张，是我侄孙女的照片。今年春节
照的，地点还是在老家门口，槐树和石磙早已
不见。侄子一家也早就搬到市区，春节我们
都回老家，侄孙女在家门口为我们进行才艺
展示。她做的舞蹈动作，我可说不出名字，反
正就是透着一股子萌劲儿。在她的脚下，厚
厚的红色纸屑，是烟花爆竹盛开后落下的“花
瓣”，犹如一层绒地毯。

在她的身后，是高大的门楼。照片是彩色
的，2000万以上像素的手机拍摄的，把三层洋
楼拍得甚是清晰。大门上面嵌着一块石匾，匾
上镌刻着“钟灵毓秀”四个大字，靠下一点，是
春联的横幅：和谐畅达。宽宽大大的红纸，金
粉挥就的春联：“花灯灿烂逢盛世，锣鼓喧天颂
华年。”

靠近临街屋的红砖墙下，停着一辆黑色
大众途观越野车，那是哥哥在家平时跑生意
用的，大前年入的手。买车的时候，我俩各提
了一辆，我要的是白色。

我静静地欣赏着这两张照片，思绪肆意
地放飞。飞到故乡，飞入童年，飞进40年天
翻地覆的岁月……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7周年，我们青
岛路一社区的党员欢聚一堂。每年“七一”过
党的生日，我的心情总是无法平静，因为我深
深地感到，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党就
没有我幸福的一家。

我是在农村出生的穷孩子，什么苦都吃
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艰难都经历过，小时
候我同父母一起种过地，拉过犁，卖过菜，推
过磨。党让我家翻了身。在党的关怀和培养
下，我入了少先队、共青团，上了大学，在学校
入了党，参加了工作，又提了干，成为人民教
师，所以我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

退休后，我认为一名党员虽然从岗位上
退了休，但思想不能退，信仰不能变，无论在
哪里都要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从退
休到现在将近20年，我一直在学校、在街道
发挥余热，践行一个普通党员应尽的职责。
2013 年受社区领导的重托，我担任了楼栋
的网格员、社区关工委的副主任。为了便于
与居民沟通，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楼栋口
开辟了一块“居民之友”板报栏，围绕党的中
心工作，我定期更换内容，精心设计，编写的
内容引人入胜。我用诗歌、唱词的形式表彰
身边的好人好事，传播正能量。有个受表扬
的人看了后找到我说：“张老师，这点小事不
值得表扬，以后有啥事，多找我！”去年他为

党员发学习资料，到各楼栋跑上跑下，将资
料一一送到党员手里。

我有3个孩子，都奋斗在各自的工作岗
位上，我要求他们用新时代新思想武装头脑，
干好本职工作。长子在长葛市工作，去年组
织上抽调他参加脱贫攻坚工作，我鼓励他扑
下身子，放下架子，付出真情帮扶贫困群众。
我和老伴儿过生日，主动给他打电话，让他千
万不要请假，扶贫工作是头等大事。次子在
中学教书，儿媳患病多年，每年住几次医院，
他的精神压力、生活压力都很大，我和老伴儿
鼓励、帮助他正确面对，他很坚强，还被评为

“市敬老孝亲模范”。去年，女儿提出到山区
支教，得到我和老伴儿的大力支持。她在一
次家访中右胳膊被撞骨折，包扎后挎着绷带，
用左手写字，坚持给孩子上课。因教学成绩
突出，她被评为“洛阳市最美教师”。

习总书记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我有一个孙子正在上大学，一个外孙女在上
海读研，我经常教育他们，听党话，跟党走，用
信仰点亮青春、引领追梦，做品学兼优的国家
栋梁。

现在，我已79岁了，只要身体允许，就要
多为群众办实事，不以事小而不为，不以事难
而怕为。总之，我要终生做合格党员！

接妈妈来我家住，洗衣服时发现
妈妈秋裤上有补丁，我心里就生出许多
埋怨：“都什么年代了，还去打补丁，又
不是买不起，也不是没新的，真是老脑
筋。”想把它扔掉，又怕没经过母亲同意
而惹她生气。

细看那块补丁，补得挺艺术。一块
与秋裤颜色差不多的针织布衬在洞里
面，沿洞缝一圈细密针脚，紧挨针脚秋
裤一边又平缝一圈，然后剪掉多余的衬
布，服帖又平整，不细看还真看不出来。

妈妈有一手好针线活儿，小时候，
我和弟弟妹妹的衣服鞋子都是妈妈亲
手做的。那时候，我也穿过补丁衣
服。五年级时，棉罩衣胳膊肘处磨破
了，妈妈给打了补丁。一位阿姨看到了
说：学习这么好，还穿补丁衣服，要是我
闺女，我天天让她穿新衣服。她的女儿
跟我同班，学习成绩一直不怎么好，可
她的确没穿过补丁衣服。当时，我心里
好委屈，回到家我就哭了。妈妈问我，
我把阿姨的话说给妈妈听。妈妈说：

“你们班谁受表扬最多？”我说：“我。”妈
妈又说：“为什么受表扬？”我说：“学习
成绩好。”妈妈摸摸我的头，没再说什
么，我心里也不再难过。

儿子的袜子最费，过不了几天就
清理出几双破洞袜子，有的袜子还新
新的，袜底后跟处就有一个破洞。开
始，我见一双扔一双，后来，发现用它
们来擦皮鞋挺好，就把它们洗干净装
在塑料袋子里备用。

一天晚上，儿子洗脚，脱下一双棉
线袜子，一看就是我收起的破袜子。我
问儿子：“你在哪儿找出来这双袜子的？
底儿破了还能穿？”儿子说：“外婆给我
的，能穿呀！”我拎起袜子，看到脚跟处一
个半圆形补丁，补丁一圈缝着密密针脚，
中间两行交叉平针。我说：“你不嫌它？”
儿子说：“有什么好嫌的，反正穿在脚底
下，那块儿厚厚的穿着还挺舒服。”

看来，妈妈打补丁的这个习惯得
到了儿子的认可。

小刘这个人，把别人侃大山的工夫都
用在了琢磨“事儿”上。他遇到问题喜欢俯
首查资料低头思考，范围涉猎建筑、工业、
电子、设计、文学、教育等，都是些各不相干
的门类；小刘的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曾
经砌过砖墙，装过电脑，调试过数控机床，
搞过平面设计，当过媒体写手。

小刘虽没有样样精通，但是，在俺们这
里，却是大家都能念叨起的人。特别是在
遇到困难无法解决，又无法请专业师傅来
救急的时候，小刘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大
家的视线。

小刘经常会接到匿名求助电话，或者在
路口遇到堵截：“小老弟，俺家电脑坏了，快
给俺看看去！”“俺家网不通了，给俺拾掇下！”

“额，好吧好吧，这就去！”这些不定时
发生的情况，小刘通常答应得很爽快。

用小刘的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不定哪
会儿咱还要用上人家呢，咱不能端架子”。
所以他的腿很快。

活儿干好了，有人过意不去，执意要塞
钱以示酬劳。对此，小刘坚决不收，干完活
儿扭头就走。在小刘看来，不过是一点小
技能而已，不足以邀功请赏。

有一个冬天，天寒地冻，大雪封门。晚
上，朋友小周打来求助电话，说他和同行要做
一个PPT，需处理视频音频和图片，急用。
没办法，救急如救火，小刘踏着积雪，迎着针
扎的寒风，连夜赶到小周家。给视频转换
格式，将音频截取和组合，把图片做成帧动
画……转眼便到了午夜时分。

在单位里，除了本职工作，小刘成了
“全能手”：没有专门的电工，小刘兼职负
责；网络方面，小刘就是维护员；文字材料
上，小刘也参与多多。总之，小刘像一块
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默默做着本职工作之
外的更多工作。

有人问他，不关他的事，腿恁快干啥，又
不挣一分钱，最终仅落个“谢谢”，值当吗？

小刘不以为然，他认为做人不要太自
私，腿快一点，多做一点，奉献一点，与金钱
无关，与升职无关，但充实、快乐，这才是他
的境界！

“合格”，终生的追求
□张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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