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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当天，青县书法家
姚惠敏在朋友圈的一条信息，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我能成
为著名书法家李铎先生的入室
弟子，缘在重阳节，缘在国共
两将军。”这是怎么回事？昨
天，姚惠敏为记者讲述了这段
难忘的翰墨情缘。

重阳佳节 巧遇将军

事情，要从 2003年的重
阳节说起。

那一天，时年 81岁高龄
的连行健，在有关领导的陪同
下，来到姚惠敏的书屋——静
德斋。

连行健是黄埔军校第 17
期学员、国民党退役将军、
中华黄埔协会会长、国民党
退役将军访华团团长。他曾
在澳门举办台湾老将军“反
独促统”誓师大会暨两岸三
地合作研讨会，发表了坚决
反对台湾独立、推动两岸和
平统一的《将军宣言》。

姚惠敏说，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但当得知这样一位
身份特殊的客人来访时，不免
有些不知所措。待见到这位精
神矍铄、爽朗乐观的老人，又
不禁生出敬佩之情。

“老将军特别避讳‘老’
字。开始我想给连将军题写

‘精神不老’，被将军否决了，
我提议说写‘老骥伏枥’，谁知
连将军摇手说，不要‘老’
字！并嘱我题写‘发扬黄埔精
神，实现统一大业’。我现场挥
毫，为将军写下这几个大字。”

姚惠敏一边题写，连行健
一边不断赞好，并说：“你这
个字体我没见过，很好！我一
定精裱并悬挂在黄埔协会办公
室。”两个人还互换了名片。
连行健说：“我的名片是不随
便给人的。”叙谈中，得知连
老也擅长书法后，姚惠敏诚恳
相邀，连行健欣然题写了“天
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和“静德
斋”几个字，郑重地钤盖了带
有英文的印章相赠。

“从将军的书法中，可以
看出将军名字的由来和深厚的
书法功底。”姚惠敏说，这次
和老将军相见，还谈到中国传
统文化典籍，竟然所见略同，
大有情投缘契之感。第二天临
行前，连将军派人邀请他共进
早餐。

书法之路 自小痴迷

姚惠敏说，自己家几代为
农，家境也并不富裕，但从小
就和父亲学写字、和母亲学画
画。

1963 年青县闹水灾，姚
惠敏避灾住到了舅父娄殿起
家，自此开始跟随舅父学习书
法。“舅父是个了不起的人，
曾与清末书法名家潘龄皋交往
密切，并拜其为师，学习书
法。舅父偏爱我，经常跟我讲
为人处世、修身志学的事情，
还常常教我书道碑帖、古文尺
牍，影响着我的人生。”姚惠
敏说。

1968 年秋，娄殿起在青
县偶然看到署名“谭秀汉”题

写的牌匾、字画后，告诉姚惠
敏：“这位谭老师的字体有骨
有肉、方正清雄，书韵有华世
奎笔意。你要拜访谭老师学习
书法。”

从那以后，只要看到谭秀
汉的墨迹，姚惠敏就细心揣
摩、临习。1973年初，他参
加工作后认识了谭秀汉，从此
拜老人为师，摒弃杂念，专心
学习老师的书法。很长时间，
他的作品在沧州书界几乎可以

“乱真”老师的作品，成为沧
州书界公认的谭秀汉的继承
人。

1995 年，谭秀汉去世。
这段时间，姚惠敏东学西摹、
临今仿古，没有老师指点迷
津，正是他书道茫然、不知所
措的时期。2003年与连行健
将军相识，就在这一时期。所
以，当连行健与他告别时，随
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北
京经常举办书法交流活动，并
邀请他参加时，他马上高兴地
答应下来。

一个月后，姚惠敏接到通
知，李铎师生书法展在北京中
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
想到能就此见到仰慕已久的著
名书法家，他非常激动，带着
自己的作品欣然前往。

拜师李铎 翰墨情缘

李铎，我国书法大家，书
法崇尚传统，博采众长，作品
气度不凡，形成了自己的风
格，在当代书法界占有重要地
位。他是文职将军，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获中国书法艺术
特别贡献奖，第二届中国书法
兰亭奖·终身成就奖等。

至今，姚惠敏都忘不了在
师兄赵勇的引荐下，第一次见
到李铎老师时的情景：“我把
带来的书法拿给老师看，老师
看一张书法，看一眼我。开始
不说话，我心里特别没底。等
到把所有作品看完，老师对
我、也对周围的弟子们说，你
的颜体大字写得很好，不错！
继而也指出几点不足，以及今
后的书路方向，使我豁然大
悟，前途明朗。”

告别老师后，师兄赵勇问
他：“你原来见过老师？”

姚惠敏答：“没有呀，今
天第一次见。”

赵勇说：“老师还从来没
这么夸奖过我们。看来李老很
喜欢你呀！”随即又留下了联
系电话。

不久，姚惠敏正式拜李铎
为师。这也成为书坛一段佳
话。

李铎对他热心教诲、点悟
迷途、传道解惑，让他纠正了

“入一家死守不变”的固有思
想，悟到了几十年未曾悟到的
东西，重新确立了自己的书风
追求：突出个性、书韵灵动、
追求自然、我书我性。他的师
兄赵勇赞他，不但书法造诣
深，为人也诚恳谦和，颇受李
铎老师器重。

每逢佳节倍思亲。重阳
节，想到这段难忘的师生情，
姚惠敏不由怀念将军、感谢师
恩。

屡遭变故
儿媳成了家里顶梁柱

午 后 的 暖 阳 不 燥 不
烈，把李树奎的家包裹在
一片静谧中。整洁的炕
上，柳桂芳把水果一口一
口地喂到老人口中。

在 其 乐 融 融 的 氛 围
中，李树奎讲起了自己的
过去。

他 1921 年出生，1947
年参军，1948年入党，参
加过淮海战役、沙土集战
役，在攻克野鸡岗战斗中
两次负伤，左手一根手指
被打断，但还是坚持战
斗。1951年，李树奎在山
东济南某部任排长，曾荣

立四等功 2 次、三等功 1
次 。 1955 年 ， 他 退 伍 回
乡，先后担任过生产队
长、村党支部书记等职。

李树奎有一儿一女。
尽管日子不富裕，但是他
一直悉心教育着儿女们，
要多做好事，多帮助他
人，一生为善。1986 年 3
月，儿子李月波和柳桂芳
结婚。当时老伴儿已经去
世，李树奎就和儿子、儿
媳生活在一起。

婚后，李月波、柳桂
芳先后生育一男两女，小
日子虽不算宽裕，但全家
人和睦相处，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天有不测风云，1991
年，李月波在用铡草机铡
草时，右手臂关节不慎被
铡草机切断，一下失去了
劳动能力。小女儿在3岁时
又得了癫痫病，李月波和
妻子辗转盐山、沧州、北
京几家医院治疗也没有效
果。

从此，柳桂芳肩上的
担子就更重了，既要照顾
公公，又要照顾丈夫和患
有癫痫的小女儿，整天忙
得不可开交。

几十年
天天两个鸡蛋的早餐

李 月 波 说 ， 几 十 年
来，无论春夏秋冬，妻子
都是清晨5点多起床，给老
人孩子做饭，收拾屋里屋
外。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柳桂芳养着散鸡，每天早

餐时都要给公公做两个鸡
蛋吃。公公爱喝稀的，一
天三餐不是煮粥、煮米
饭，就是做汤；公公爱吃
肉，即使她和丈夫、孩子
不吃肉，她也省吃俭用，
给公公包肉包子、肉饺子
或炒肉菜。

李 树 奎 年 纪 越 来 越
大，身体每况愈下，更需
要身不离人的照顾。

早餐，柳桂芳还是坚
持做两个鸡蛋加主食，平
时还增加了奶粉和水果。

2018 年冬的一天，患
了老年痴呆的李树奎不慎
摔倒，左手骨折。好多
天，手被固定，不能动
弹。柳桂芳陪公公去医院
检查治疗，回家后，细心
照料。

不多日，李树奎又因
感冒住进医院，医生诊断
为感冒引起肺部感染导致
心肺衰竭。得知公公的病
情严重，她一个劲儿地恳
求医生，只要能把公公的
病治好，花多少钱也行。
在医生的及时救治和家人
的精心侍候下，经过十多
天的治疗，李树奎逐渐转
危为安，并顺利出院。可
以后的日子，李树奎只能
在炕上躺着或坐着，思维
有些混乱、生活不能自
理，饮食起居都需要家人
照顾。

其实，柳桂芳自己的
生活也非常不容易。儿子
在外打工挣钱，两个孙子
都由柳桂芳看护，做饭、
洗衣、接送孙子上下学，
这些活，大都是她去做。
村上为照顾李月波，推荐
他做了村里的保洁员。这
样一来，家里的活计全凭
柳桂芳一双勤劳的手。

不怕脏累
好儿媳大家赞

最近几年，公公时常
便秘，更给柳桂芳增添了
麻烦。挤开塞露，帮助公
公解决“难题”；擦便、洗
身、换衣服，端屎端尿，

喂饭喂药这些活计几乎都
是她一人去干。

一 次 ， 公 公 大 便 失
禁，弄脏了裤子，柳桂芳
不嫌脏，给公公洗净身
子，换上干净衣服。公公
觉得很不好意思，柳桂芳
连忙安慰他，说晚辈服侍
老人是应该的。

“丈夫每天靠一只手在
村里打扫卫生，行动不
便，够辛苦了。我操持家
务，照顾公公，是应该
的。”柳桂芳说。

家里人都明白，一家
人的健康与幸福、15亩的
承包地，都见证着柳桂芳
多年的辛劳付出。

多年的操劳，让柳桂
芳患上了血压高、糖尿病
等疾病，还得了静脉曲
张。干活时间长了，头
痛、双腿疼痛，吃点药，
就这样强撑着。她说：“我
是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
倒下，上有老公公，下有
闺女和孙子，我要尽到一
个儿媳妇、一个母亲应尽
的责任。”

李树奎说：“我这一辈
子多亏有个好儿媳，没有
她，我怎么也活不到今天
啊！”

孝老敬亲，和睦邻里
的家风在儿孙的一言一行
中传承。儿子李俊朋在外
打工，最牵挂的就是爷爷
和父母。两个孙子承欢膝
下，才几岁就会伺候老爷
爷，体会爷爷的艰辛。

柳桂芳的事迹也影响
着身边的乡亲们。北良村
党支部书记王德彬说：“柳
桂芳几十年如一日赡养老
人，得到了村民的普遍好
评，村党支部、村委会号
召全村妇女要向柳桂芳这
样的好儿媳学习，要以她
为榜样！”

为了帮扶这一家人，
县、乡民政部门为柳桂芳
一家三人办理了低保，日
子在一家人的努力下越来
越好。就像柳桂芳说的，
只要看到老人和孩子脸上
的笑容，生活就有了动力。

本报讯（杨静然）日
前，由沧州籍革命后人戴
其清主讲的《烽火家书》
党课电视片由北京市国资
委、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
公司推荐，在北京市委组
织部组织的党员教育电视
片观摩中荣获一等奖。这
是该片继2021年6月21日
《烽火家书》登上中组部
《共产党员网》“党课开讲

了”专栏后，再获殊荣。
《烽火家书》 的主人

公戴元毅，1935 年 9 月，
经时任华北局组织部长彭
真和河北省委宣传部长李
铁夫的介绍，在天津加入
了党组织。1937 年 3 月，
奉命赴延安。1946年，戴
元毅寄出的一封家信，历
尽百日辗转到了敌占区的
老家青县王福庄。他在信

中诉说了对亲人的思念，
以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
仰，展示了一名普通共产
党人的家国情怀和初心使
命。多年后，戴元毅的长
孙戴其润，将这封信捐赠
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
物馆。

据了解，北京市委组
织部为庆祝党的百年华
诞，巩固深化“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成果，组织开展了全市党
员教育电视片观摩交流活
动，收到推荐作品 249
件，经过初审、复审共确
定60件获奖作品。戴其清
录制的以祖父戴元毅从延
安写的家信为主线的《烽
火家书》脱颖而出，摘得
党课培训片唯一的一等
奖。

黄骅市羊二庄镇，一座静
谧的房子里，77岁的陈志圣和
杨淑銮的家温馨又安静。茶香
氤氲，书韵飘荡，时光在此徘
徊停留。

50年的岁月，在历史的长
河中或许微不足道，但对于一名
中共党员而言，却意味着不变的
信仰和最美的芳华。陈志圣和杨
淑銮在最美的年华共同加入中国
共产党，如今党龄加在一起超过
了一百年。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让
他们相伴了数十年。

走进陈志圣的家，一幅毛
泽东的挂像首先映入眼帘，下
面摆放着两个醒目的红色锦
盒，里面装着他和妻子“光荣
在党 50年”的纪念章。每天早
晨，妻子都会小心翼翼地擦
拭。“这是党和国家对我们这些
老党员的肯定和鼓励。”在他们
看来，小小的纪念章捧在手中
千钧重。

“我父亲就是一名新中国成
立前的老党员，我哥哥也在部
队里入了党，受他们的影响，
我也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
时，杨淑銮如愿以偿地成为了
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那时，虽然年龄小，但杨
淑銮已经是生产队队长。每天
早上五点多，她就起床去给队
里挑水，别人都挑 20 多挑水，
她却能挑 40挑水，足足是别人
的一倍。挑河带工、割麦子、
收棒子等生产队的集体劳动
中，杨淑銮每次都是第一名，
因此获得了村“劳动模范”的
称号。“干的活儿越多，我这心
里就越踏实，累点也开心。”杨
淑銮说。因为表现突出，她又
调到县里的贫宣队，在城关
镇、杨庄乡走街串村、挨家挨
户地宣传党的政策。一天下
来，不知道要走多少路、说多
少话，但她却从来不觉得累。
她笑着说：“能够向千家万户传
播党的声音，这点苦累不算什
么。”

陈志圣和杨淑銮一样，也
是个“工作狂”，凡事都会冲
锋在前。他说，自己工作勤奋
是受父亲的影响。陈志圣的父
亲原是北京三建的员工，曾连
续 6 年获得“北京市劳动模
范”称号。虽然不识字，却刻
苦钻研成为八级木匠。“父亲
参加过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项目
建设，还受到过周总理的亲切
接见。”提起这些事，陈志圣
难掩激动。

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
做事，为人民服务，对党忠
诚，这是陈志圣和杨淑銮一辈
子奉行的宗旨。他们以此教育
儿女，在他们的影响下，家中 3
代儿孙先后入了党，在各自的
岗位上恪尽职守、勇于争先。

如今，两位老人虽然年事
已高，但依然热爱学习，没事
时读书看报，一起研究国家的
新政策。

18年前的重阳节，国民党退役将
领连行健找到青县书法家姚惠敏慕名求
得墨宝，此后，两人因书法结缘。后
来，姚惠敏拜著名书法家、文职将军李
铎为师。在与两位将军的学习交流中，
受惠终生。

在盐山县小庄镇北
良村，一提起柳桂芳，
大家都交口称赞。特别
是说起柳桂芳孝敬百岁
公公李树奎的事，那才
叫小锤敲在钢棒上——

“响当当”。
一个晴朗的下午，

我们来到了李树奎家。
57岁的柳桂芳正在给躺
在被窝的李树奎冲奶
粉。屋里屋外干净整
洁，没有一点异味儿。

“老人家，听说您
的儿媳妇很孝顺啊。”

“我能活过一百岁，多
亏了桂芳啊，在这个
家，她是顶梁柱啊！”
老人说着，一旁的儿媳
笑着。

姚惠姚惠敏敏（（右右））与老师李铎与老师李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