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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LUOHE 15漯河

笔下墨有情 纸上虎生风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人的一生能有个爱好当属幸运，能以爱好作为职业则属幸福。无
疑，78岁的栾殿照老人是幸福的：自幼喜欢画画，他从许昌师专毕业
后从事美术教学工作，退休后以画画为伴，最爱画的就是虎。他坚持
每天画虎，至今已画了十余年。

或热心公益，或乐于助人，或热爱生活，或身怀绝技，或能歌
善舞……若你身边有这样的老人，欢迎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13938039936

桑榆晚晴桑榆晚晴

十多年来，老人坚持每天都画老
虎，甚至把画虎当成锻炼身体的一种
方式。“我握着画笔时，手要用劲儿，
也算是在锻炼吧。”老人说，每个白
天，他有一半时间在画虎中度过，剩
下的时间里，还要花心思构思。

先在脑海里构思好，然后在白纸
上打稿，再用宣纸描一遍，上色，最
后再在四尺宣纸上创作……完成一幅
老虎画作，老人需要花费十多天时
间。“我现在主要采用写意画法，一般

得十天半月，如果画错了，就得重新
来。”老人说，对于他来说，老虎最难
画的部位就是胡子。“我的手抖，画胡
子时得用左手握着右手画，但有时候
还是画不直。”老人叹着气说。

他数不清也记不得自己画了多少
张老虎。“谁也不知道他画了多少张，
反正他一买就是一捆纸。”李节妮说。

“只要能拿得起画笔，我就坚持画
下去。”老人拿着画笔坚定地对记者
说。

笔耕不辍为丹青

受家庭环境的熏陶，栾殿照
老人从小就与美术结缘。“俺大
哥喜欢画画，还经常办展览，我
跟着他时间久了，也喜欢上了画
画。”栾殿照老人说，初中毕业
后，他如愿考取许昌师专艺术
科。

“体育、音乐、美术，这三
科都要学习。”栾殿照老人说，

“因为所在专业的培养方向是教
师，所以素描、国画、油画等每
一个画种我都学了。”

“毕业后，我就到学校教担
任美术老师。开始教课时，主要

是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教一些
基础性美术知识。”老人说，1965
年至1970年，当时的郾城县委宣
传部从学校抽取骨干美术老师办
主题展览，老人成为其中一员。

“主要是进行创作，涉及绘画、
雕塑等。”老人说，再次回到学
校从事美术教学工作时，美术课
程被设置为一门专业课程。“1976
年，学校准备办美术班，为了招
收到美术特长生，我跑遍县区的
各个农村。招来的学生年龄小，
大多十一二岁，没离开过家，生
活不能自理。”老人说，除教课

之外，他还当起生活老师，照顾
这些孩子的生活。

除了美术教学，老人在班级
管理上也摸索出了一套方法，每
年都担任班主任。

“他早上四五点就走了，到
晚上十来点才回来，一门心思都
扑在学生身上，家里的事儿基本
上不管。”栾殿照的老伴李节妮
对记者说，“现在，走在路上，
经常有人喊他，说是他的学生，
他都不记得了。逢年过节和他过
生日时，都有学生来家里看望
他。”

从事美术教学30多年

2000年，从教师岗位上退休
后，老人来到市区一所幼儿园，
为老师讲授美术课程。“主要是
能画画，我干着可高兴了。”老
人说，本以为这样的教学生活会
伴随着他度过晚年，但没想到一
场变故改变了这一切。

2002年，老人患上了帕金森
综合征。“手抖得握不住画笔。”

老人说，几十年来，画画已经成
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画不成画了，心里着急。”老人
说，得病后，他每天按时吃药，
加强锻炼身体，“我要让自己赶
快好起来，尽快拿起画笔画画。”

病情稍有好转，老人就开始
琢磨起画画。“画什么好呢？那
时候画牡丹的人特别多，我就想

画些不一样的东西。”老人说，
一番思考后，他决定画老虎。但
仅凭想象，要画出形象的老虎是
不可能的。“老虎的结构复杂，
动作、眼神要和谐，我如果画，
就要画得像。”老人说。于是，
他独自一人去北京、郑州、洛阳
等地的动物园，仔细观察老虎，

“其实就是写生。”

退休后不舍得丢下画笔

凭着对绘画的热情和兴趣，
经过潜心钻研，老人笔下的老虎

“活”了起来，也获得了权威机
构和书画爱好者的认可。“经常
有展览方通知他参加展览。有时
候他的学生来了，也会要几张他
画的老虎带回家。”李节妮对记
者说。

在老人家中，记者看到了老
人画好的20多幅不同形态、惟妙
惟肖的老虎：眼神充满爱怜的老
虎妈妈和小老虎享受亲子时光，

饥饿的老虎瞪着眼睛、张着大
嘴、迈着急切的大步下山寻找食
物，行走在悬崖边的老虎猛然回
头，露出惊恐的表情……每一幅
老虎画作，都包含一个小故事，
老人精心为它们起了名字：《母
爱》《镇邪图》《虎啸山月高》

《月夜》……
记者看到，阳台一角就是老

人的“画室”，这里立着一个约
一米高的铁架子，上面放着一张
木板，木板上铺层垫子——这就

是老人画画的桌子，桌子上摆放
着几本与画画有关的专业书籍，
十多瓶颜料，几卷因为画错而废
弃的画纸。旁边的防盗窗上绑着
一个简易储物架，摆放着数十根
画笔、印章、书籍、墨水等物
品。

“这个铁架子是我的一个学
生焊的，这几个不用的小碗被我
拿来当调色盘用了。”老人说，
虽然条件简陋，但只要能画画，
他就感到心满意足。

潜心画虎终有所成

□黄诚华

父亲做了大半辈子甩手掌柜，家务活
几乎从不沾手。可如今，步入老年后仿佛
更懂得了珍惜，连平日里不闻不问的节
日，也渐渐引起了父亲的重视。

一天，我下班后，父亲悄悄将我拉到
一边，“爸想问你点事，小点声，别让你妈
听见。”我看到父亲的眼神闪烁。父亲难道
有什么事瞒着母亲？

“爸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想向你打听
一下，过节一般都买什么礼物好啊？”

“爸，你是要给谁过节买礼物啊？”被我这
么一问，父亲瞬间脸色大变，“还能给谁，
当然是给你妈买礼物啊！”

父亲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浪漫了？看着
父亲一脸真诚的样子，我决定要好好给父
亲当一次军师。

“礼物当然是老妈喜欢啥就送啥。”“这
还用你说？我侧面问了，你妈总说什么都
不缺……”原来父亲是想趁“三八”节之
际，对母亲来一次难得的浪漫。

母亲是个勤俭之人，自然不需要过多
物质的东西，既如此，为何不来一个最节
俭的礼物？

这天，在这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父
亲早早起床，将最新鲜的菜品采购回来，
然后在母亲起床之际，就将热腾腾的早餐
端上了桌。“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吧？”
母亲忍不住感慨。刚要收拾碗筷，父亲又

抢先一步，“碗还是我来洗吧。”说完，迅
速来到厨房，伴着欢快的流水声洗起碗
来。随后，父亲又端出母亲爱吃的水果。
父亲奇怪的举动引起了母亲的注意，“你爸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

之后我陪母亲外出购物，以便给父亲
留出更多准备的时间。夜幕降临，我和母
亲伴着夕阳回到家中，一推门，一桌丰盛
的菜肴正冒着热腾腾的香气，而桌子的中
央还有一块精心准备的蛋糕。母亲走近一
看，忍不住双眼湿润，只见蛋糕上写着：
老婆你辛苦了，“三八”节快乐！

其实，礼物不在大小，只要是真心的
付出，就一定会令对方收获一份喜悦和感
动！

母亲的“三八”节

合家欢合家欢

78岁老人栾殿照坚持画虎十余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