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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在广州执信中学从教 20
年，我当了11年的班主任，带
了八届初中毕业班。作为一
名普通的初中语文老师，我很
开心能做着这样光荣又有意
义的事。

每个孩子都是独立个体，
桃李不一，有酸有甜，但都是
可爱的果实。我欣赏并接纳
每一个孩子，并由衷地祝福他
们。我常思考教育好孩子有
无灵丹妙药，在此想与家长们
谈谈心。

我想说的第一点是“接
纳”。我希望初中生的家长能
接纳孩子的种种表现：叛逆、
发脾气、怕艰苦、不求上进、成
绩滑坡，等等。其实接纳孩子
的各种不良表现也是接纳自
己。只有先接纳自己，我们才
不会看到孩子试卷不及格时
火冒三丈，厉声训斥，才能和
风细雨地与孩子平等交流，找
出原因，对症下药。每个生命
都是独一无二的，都不可能依
照别人的模式生长。

有一位家长告诉我她的
儿子上幼儿园时，老师说他多
动症，上小学时，老师说他脑
子缺根弦。进了初中，儿子初
一数学测验只考了50分。这
位妈妈面对试卷和颜悦色：

“还行啊，有一半的题目都做
对了，妈妈希望你期末数学考
试考个 60分，增加 10分有信
心吗？”孩子感动地直点头。
后来这孩子数学成绩节节高
升，考取了理想的高中。孩子
接到高中录取通知时，流着眼
泪对妈妈说：“妈妈，我知道我
不聪明，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懂
我，欣赏我......”所以，家长要善

于接纳，养人重在养心，要与
孩子一起成长。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榜
样”。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孩
子是父母的影子。孩子的许
多行为模式是受家庭影响的，
有好家风才有好孩子。

有位家长，孩子读初中时
她考研，孩子读高中时她考
博。她起早摸黑、分秒必争的
学习精神，儿子都看在眼里。
儿子问妈妈，你现在工作顺
心，还是部门主管，这么拼你
图什么呀？妈妈答：“我不图
什么，我爱给自己出难题，挑
战自己，充实自己，完善自
己！”

还有位妈妈让女儿给住
在马路对面小区的小姨送水
蜜桃。女儿许久才回来，妈妈
问：“这么久，你去‘十八相送’
了啊？”女儿说：“见了小姨开
心，多聊一会儿，总不能扭头
就走吧。”妈听了很满意，表扬
女儿懂事。但女儿突然问：

“你刚才说‘十八相送’是啥意
思？”妈妈就讲了《梁山伯与祝
英台》中的故事情节。女儿听
得津津有味。后来妈妈又给
这个偏好理工的小女生讲了
古典名著中的《白蛇传》、《六
月雪》等故事。从此，这个女
生对文科也不偏废了。

再说一位老爸，他过生日
时，亲朋来庆贺，但这位老爸
滴酒不沾，儿子说：“老爸，你
过生日，就喝几口酒啦，可以
请代驾嘛。”但老爸道：“我给
自己定下铁律，只要我自己开
车，陈年茅台也不碰。”

平时我在夜里备课，我的
儿子问我：“你还用备课？从

初一教到初三，循环多少届
了，有的课你都能背了，拿上
课本上台讲就行啦。”我说：

“有些老教师学问比妈妈高，
教学经验比妈妈丰富，至今仍
非常认真地备课。他们是在
读厚厚的书，再跟学生浅浅地
说。”儿子眨巴着双眼，没出
声。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啊。
我要说的第三点是“陪

伴”。陪孩子需要时间，而时
间是挤出来的，心在哪儿时间
就在哪儿。我要强调一点，陪
着与陪伴是两回事。陪着往
往是人在心不在；陪伴，是用
心，是父母的积极关注，让孩
子真正感受到爱。初中生正
处于身心巨变的青春期，孩子
的独立意识不断增强，生理心
理的发展不平衡，就容易产生
困惑与茫然。这时，家长的陪
伴至关重要，孩子觉得有人
爱，家长是他的坚强后盾，就
会消除孤独感，走出消极情
绪，处理好人际关系。

陪伴的方式多种多样。
可以是与孩子的肢体接触，比
如吻吻女儿的脸蛋，撸撸儿子
的脑袋；可以是与孩子聊聊社
会、学校的逸闻趣事，彼此畅
怀大笑；可以是和孩子一起制
定切实可行的分数目标，鼓励
孩子勇于夺冠；可以是与孩子
一起看场电影、看次画展，彼
此交流心得体会，甚至争论一
番；也可以是在特定的节假日
给孩子发微信，或写封亲笔
信、赋诗一首，送鲜花一束、小
礼物一盒。这些细致熨帖的
陪伴，孩子能感受到，并且会
觉得特别温暖。

时至今日，这幅巨作仍为后人带
来新的信息。

近年来，郭沫若先生之女郭平英
与北京郭沫若纪念馆团队着手编撰
《郭沫若年谱长编》，其间尚未接触到
有关《百花齐放》的资料。她在接受羊
城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郭沫若手书

“百花齐放”无数，但在中国画上作题
款此四字，是第一次见。

书画家温尚光认为，郭沫若虽然不
是画的作者之一，但其题款令作品的影
响力有所提升。1956年的介绍文字原本
用“百花齐放百鸟争鸣图”，表现对“双百
方针”的响应，但或是出于布局考虑，郭
老的题款仅用了“百花齐放”四字。

在郭平英看来，父亲生前就和许
多国画艺术家联手完成过题画作品，

他在笔墨中融入了自己对中国书画艺
术的理解，及对艺术家们的友情。

目前，郭沫若纪念馆已将郭沫若题
《百花齐放》的手迹，连同作品的全貌一
起补入《郭沫若书法全集》。郭平英告
诉记者：“这件题画墨迹的收入，既是对
《郭沫若年谱长编》史料空缺的弥补，也
为《郭沫若书法全集》再增一亮点。”

如今站在画作前，郭平英联想到，
1955年 6月郭沫若同齐白石、何香凝
等14位画家为呼吁世界和平而共同创
作的《和平颂》。她感叹道：“《和平颂》
与《百花齐放》这两件巨制，堪称上世纪
五十年代中国书画作品中尺幅之宏阔、
合作者之众多的‘双绝’。而前者一早
就获得历史的殊荣，对后者的知悉与宣
传可是太少了。”

“我是冰雪琉璃蝶梦翠花淑
芬漫。清晨，我从八百平方米的
大床上起来，穿上镶满宝石的拖
鞋。几十个仆人早已等候在床边
……我用从阿尔卑斯山空运过来
的纯净水刷牙洗脸，然后穿上那镶
满珍珠宝石的套装……今天的早
餐是108道菜，帅气的男助理开着
我的飞机，差不多小半个钟才飞到
古堡的大门口，路上还顺便喂了一
下新养的宠物熊猫……”

以上就是我们熟知的一种
“玛丽苏”文。人们总说这些都
是小学生写的，其实我想，这应
该都是大人们杜撰的。近几年
来，这些由网络爽文小说改编的
都市情感剧、古装宫斗剧、历史
传奇剧中充满了类似文字，的确

吸引了一批观众。
也许因为资本的操控以及

利益的诱惑，一些想赚快钱的编
剧写东西越来越不走心，炮制出
不少毁三观的快餐剧本。而投
资方以为花大价钱请一些当红
明星来出演，就可以让观众们戴
上“粉丝滤镜”看剧，从而忽略剧
本质量。然而这些作品的播出，
既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又污染
了观众们的眼和心。

影响一个电视剧综合评分
的因素有很多。但在我看来，一
个电视剧能受到大众认可的关
键性因素还是剧本质量。比如
一些都市情感剧，女主往往以一
个职场小花外加傻白甜的形象
出现，而男主往往集高颜值与智

慧于一身，且在帮助女主收拾各
种烂摊子的过程中互生情愫。
这时总会出现各种情敌来给男
主女主“使绊子”，但经历一番狗
血磨难，两人最终还是走到一
起。这些剧通常有大量雷同的
情节，有经验的观众只要看过第
一集，就可以自行脑补出结局。

当然，好剧本也是有的。比
方说近些年来获得热评的《红
色》《想见你》《琅琊榜》《庆余
年》等。从内容来看，这些剧本
都是以表现主角的家国情怀或
亲情友情等既走心又能让观众
产生共鸣的故事，且剧情层层反
转一波三折，有些还能反映出某
种时代特色。这类型的剧本编
剧应该大多对历史有所研究，对

生活有所观察，对角色设定也有
所思考。

由此，我对我们的日常写作
也作了反思。特别是考试时，要
在短短几十分钟内写出一篇文
章，这非常考验我们平时的积
累。我发现，一般能够表达真情
实感的作文，总要比单纯叙事的
得分要高。有些文章第一眼看似
乎没什么大问题，但核心部分却
像上述一些剧本一样，总是很容
易落入俗套，或者压根就不符合
生活实际。这样怎么能要求阅卷
老师给你打高分呢？所以作文要
想有所突破，我们还得要求自己
平时多看、多读、多写、多反思总
结，尤其是，时刻提醒自己——不
要落入“编剧套路”的坑里。

□闫 娜

一些同学是不是有这样的
经历——和父母说话时，一言不
合就会对他们大呼小叫。我曾
经也是如此，我行我素，自认为
很了不起，对父母的悉心教导和
嘱咐根本听不进脑子，就连学
习，也好像是为父母而学。

但这次暑假，一丝惊起的波
澜拍醒了一直执迷的我。

时间并没有因为我们放假
了而慢了半分，父母工作的繁忙
在假期不减反增。我们一天几
乎见不到几次面，说不到几次
话。于是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故意与外界隔绝，除了简单
的问好几乎很少与他们说话。
这种看似和睦的关系，在维系了
三个星期后崩塌。因为妈妈和
我说一件事，而我当时心不在

焉，没有搭理妈妈。终于，从来
都是让着我的妈妈和我过不去
了。我和妈妈吵架了，然后发生
了我有生以来为期最长的冷战
——她三天没有跟我说一句话，
我问她什么事她也不理。刚好
那个星期我也很忙，因此我并没
有主动去和妈妈说话。

事情最后的解决方式当然
还是妈妈主动找我说话了。但
后来，我带着惊讶去反思整件
事，发现其实是我自己在无意中
漠视了与父母之间的情感。那
些我们本来应该小心翼翼去维
护的东西，因为一直得不到我们
的珍惜，竟变成了可以毫不在意
地去消耗掉的东西——那是父
母的爱啊。

我要在这里给妈妈说一声

抱歉，同时也给她一声赞美。妈
妈真是个超人。她可以睡得比
我晚、起得比我早，高压下的工
作效率更是惊人。我希望超人
也要劳逸结合，要好好吃饭，不
要累坏了自己。

我也重新认识了爸爸。有一
次，我放下时时在手的手机，认真
地和爸爸谈了两个小时的话。他
重塑了在我心中原有的形象，我
发现我的爸爸原来这么了不起。

这几件事，让我终于还不算
晚地意识到父母在我生命中所
占据的重要位置。

越反思，我越发觉有些奇
怪：我们在学校可以跟同学玩得
很好，会尊敬老师，懂得如何处
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回
到家却不知道怎么与父母好好

相处？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们是
我们最亲的人。对于最亲的人，
我们常常以为可以不考虑他们
的感受。可这是错误的认识。

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才懂
得处理好与父母的关系是多么重
要。我们渐渐长大，父母渐渐变
老，我们应该用心体会他们的爱。

我们或许每天有很多事情
要忙，父母也是早出晚归，大家
一天说不上几句话，但我们更要
珍惜这短暂的时间。或许在与
父母发生冲突时，我们能学会先
让步？或许跟父母有误会时，我
们能主动去说明情况、调节关
系？父母的爱是长久的，它会陪
伴我们一生，它值得我们花更多
时间去维护、去珍惜。

这就是我的暑假感言。

不要落入“编剧套路”的坑里

客串
过来人

好家风才有好孩子
红旗下的讲话（两则）——

用心体会父母的爱

□梁清雅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二（7）班

□冯 婕
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三（4）班

郭沫若关山月黎雄才等人题绘
四米巨制

9月15日，“新中国雅集——
《百花齐放》及其作者画展”在广
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出了
一件巨幅集体创作作品：《百花齐
放》。其他展品还包括参与创作
的画家们各自富有代表性的中国
画花鸟题材作品、文献等。

《百花齐放》创作于 1956年。
这一年初秋，武汉市美术家协会
组织中南美专（广州美术学院前
身）、华中师大美术系的教师，以
及中南地区老中青知名画家共26
人，用一个多月时间，集体创作了
这件巨幅花鸟作品。

画作全部完成后被专程送往
北京，请郭沫若题写了“百华（花）
齐放”四字。该作宽402厘米，高
173厘米，严谨的花鸟造型与写意
手法相结合，细节与局部统一在
主题之下，画面恢宏而有气势。

该作品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
会副主任、丝宝集团董事长梁亮
胜收藏26年来，这是第一次对外
展出。出席展览开幕式的广东省
美协主席、广州美术学院院长李
劲堃表示，这次展出为广东美术、
尤其是广州美术学院早期历史的
研究和梳理提供了极具意义的文
献和艺术价值。

?关注

文/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1956年 9月 3日，《长江
日报》附图介绍了一幅巨幅彩
墨画，由时任《长江日报》美术
编 辑 的 鲁 慕 迅 为 其 撰 写 了
500余字的说明文字。文字
不多，却是有关这幅画最早最
准确的记载。

“武汉市国画界为了对党
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方针表示热烈拥护，集体
创作了巨幅彩墨画百花齐放
百鸟争鸣图。”

“参加创作的有蒋兰圃、
谢竹村、关山月、黎雄才、张肇
铭、端木梦锡、王霞宙、张振
铎、闻钧天、徐松安、黄松涛、
赵合俦、汤文选、吉梅魂等二
十六位画家。 ”

“张肇铭、黎雄才自始至
终都能照顾全局，关心每一个

人画的每一部分。”
从当时的报纸影印件可

以看到，作品发表在《长江日
报》上时还没有题款。1956
年10月11日，由新中国文艺
界领军人物郭沫若题写了“百
华齐放 武汉国画家廿六人
合作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 一
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 郭沫
若”，这幅画才告完成。

这幅以传统花鸟画为表
现形式的巨幅国画，是一件史
无前例的作品，当时已获反
响。是年秋末，在湖北省第一
届 美 术 展 览 中 被 评 为 特 等
奖。据参加此画创作的钟鸣
天回忆，日后有专题报道发表
在《长江日报》上。后来，长江
文艺出版社还将其印成尺幅
为三开的年画，在全国发行。

在过去，“百花”题材中国
画，往往可见集体创作的形
式。合作绘画的方式在古代花
鸟画史中也有先例，文人画家
在雅集笔会时，偶尔会共同完
成一件作品，但是流传有序且
有记载可考的作品并不多。

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常务副
馆长胡斌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在
20世纪50年代像这样以“百花”
为题材的合作画并不少，但参与
画家多达26人的合作则实属罕
见，堪称“新时代的雅集”。

此26人有来自岭南的关山
月、黎雄才、杨之光等，亦有武
汉的花鸟画家张振铎、王霞宙、
张肇铭、汤文选等，他们每一位

都是中南地区能够独当一面的
年富力强的画家。

事实上，这幅画从构思到
创作完成，虽只用了一个多月
的时间，但其中经历了设计草
图、反复修改、分工合作的艰
难，远没有自发的文人雅集那
般轻松写意。

在当初的文字记载和部分
主创者只言片语的回忆中，后
来的研究者可以了解一点这幅
画的创作细节。参加创作的钟
鸣天谈到：

“最初黎雄才先生提出以
松树为主体，作为这幅大画的
支撑。为避免单调，又由关山
月先生加了红棉花。”

擅长鸟禽的赵合俦先生画了
八哥、鹌鹑、乳鸭和一些小鸟。多
年后还和弟子谈及创作过程：

“ 画乳鸭而不画大鸭子是
避免与前面的鸳鸯体形接近，
显得雷同。几只乳鸭神态各
异，特别是那只站起来的鸭子，
扑扇着翅膀，伸长脖子望着对
岸，与对岸的群鸟产生呼应，显
得生动。”

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的任务，
他们需要协调个性与集体、分歧
与统一、细节与整体之间的关
系，这既考验他们各自的绘画功
底，亦考验他们的合作能力和集
体精神，这种精神也是那个时代
艺术所特有的情感面向。

展览还特别搜集、整理和
展示了画作创作相关的历史文
献。1949年后，新的历史条件
给予中国画艺术家更为广阔的
艺术天地，而山水花鸟题材在
如何表达时代新需求的问题
上，遇到了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1956年，“双百方针”不仅
令文艺界迎来发展的春天，更
为中国画的花鸟题材提供了

“合法性”的依据，“百花齐放”

一时成为花鸟画界最流行的
题材之一。1956年至 1959年
间 ，百 花 画 与 百 花 诗 蓬 勃 涌
现，而关山月等画家在“双百
方针”提出后不到四个月，就
集体完成了《百花齐放》，体现
了他们对花鸟画转型时机的
敏锐触角。

1956年 7月，由黎雄才绘
制的山水画巨制《武汉防汛图
卷》展出。他的画作完美地解

决了当时国画家共同面临、亟
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如何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如何反
映现实生活、为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

有研究者认为，花鸟题材
的《百花齐放》与山水题材的
《武汉防汛图卷》，都可见出中
南地区国画家，尤其是岭南画
派的继承者们，为传统中国画
转型、革新提供的经验。

《百花齐放》完成后不久的 1958
年，中南美专的主体便从武汉南迁至
广州，并更名为“广州美术学院”。创
作者亦分散于南北两个城市，这幅巨
作和一段集体回忆，几近淹没于翻涌
的时代浪潮中。

在2014年第4期《武汉文史资料》
中，刊有张明建《<百花齐放图>的创作
故事》一文，提到此画。依其所述，这幅
画曾长期陈列在中苏友好宫（原武汉展
览馆），1967年前后，有人看见此画曾
被卷起丢在美协办公室的地上。

收藏者梁亮胜在广州展览开幕的

致辞中，回忆起重新发现画作的经过：
“1994年，有人说从废品收购站的旧报纸
里发现了一幅画，问我要不要看看。拿
到我们在武汉的办公室时，是用报纸包
着的纸片，随后我们在地毯上拼了半天，
竟然看到了一幅气势磅礴的花鸟画！上
面还有郭沫若先生的题字……”

1999年 5月，梁亮胜专程派人携
画到北京，邀请参与者之一的画家汤
文选补题了 200多字的说明，作为跋
语重新装裱。其题跋中，在鲁慕迅当
年简介内容以外补记了“复请郭沫若
先生题写百花齐放四字”。

2004年，梁亮胜为《百花齐放》出
版画册。汤文选在为画册作序时，认
为“该画无论是从艺术上还是美术史
而言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而同仁钟鸣天在《序二》中回忆了创
作时的一些具体过程：“开始讨论时，人到
得很齐，以后的讨论和反复勾画草图，就
是黎雄才、张肇铭、王霞宙、张振铎、端木
梦锡、赵合俦、黄松涛几位老画家。”

虽然此时大多数参与创作的画家
都已辞世，但作品所承载下来的历史
信息，却因为当年的几位创作者重聚
而获得延续。

在他们的回忆中，研究者能够清
晰地知道：

“蒋兰圃画玉兰，谢竹村画锦鸡，
关山月画红棉花和花间的小鸟，黎雄
才画松，张肇铭画牡丹和秋海棠，王霞
宙画芍药和蝴蝶，张振铎画鸳鸯、鸽子，
端木梦锡画梅，闻钧天画菊，汤文选画
飞燕，徐松安画山石，赵合俦画八哥、鹌
鹑、乳鸭和一些小鸟，曹立庵画坡岸，杨
之光、何磊画兰和山花，邓少峰画月季
和芙蓉，钟鸣天画竹叶。”

参加创作的除鲁慕迅文中所提
的 14人以外，还有邓少峰、王文农、
方康直、武石、杨之光、何磊、吕圣遗、
曹立庵、钟鸣天等 9人。 只是时隔多
年，还有三位画家的名姓难以记全，无
法凑足26人，略有遗憾。

巨幅彩墨 时代雅集

南方风来

传奇重现

补遗历史

郭老题款

1956年9月30日《长江日报》对《百花齐放》的图文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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