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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洼文化”不仅孕育了何香久、

刘小放、张华北等文学大家，也培育出

田云鹏、胡庆恩，冯宝麟等一批书画艺

术家。而师从田云鹏先生、现执教于沧

州师院的油画家张超平，也深受“大洼

文化”影响。大洼，是张超平艺术创作

中取之不尽的宝库，幼年时，张超平就

曾随老师一起在大洼边绘画，在芦花飘

洒的湿地边上，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创作

之路。

总计无偿献血总计无偿献血300300余次余次，，
捐献全血和血小捐献全血和血小板板1212万毫升万毫升

沧州一沧州一对亲兄弟对亲兄弟
2020年献出年献出2929个成人总血量个成人总血量
本报记者 邢 程

在我市，就有这样一对特殊的亲兄弟，他们性
格不同，却多年相约一起坚持做着同一件事——无
偿献血。20多年来，两人共献血 300余次，先后捐
献全血和血小板 12万毫升，为很多患者送去了生
的希望。

他们就是肖金龙、肖金成兄弟。今年 47岁的哥
哥肖金龙，比弟弟肖金成大 6岁，兄弟俩家住市区，
同在我市一家管件公司上班。弟弟肖金成说，2001
年，当时自己 19岁，第一次走进献血屋，还是鼓足
了很大勇气。没成想，从那以后，自己在无偿献血的
路上始终坚持，还带动亲哥哥加入其中，他们的人生
也自此变得与众不同。

弟弟带动哥哥加入献血队伍

“到今年‘十一’，我已经在无偿献血这条路上走
了 22个年头，大概献出了 17个‘自己’。”肖金成拿
着厚厚一摞献血证回忆，在 2001年国庆节当天，他
看到路边停着一辆流动献血车。当时，他知道无偿献
血是好事，但担心自己身体承受不了，于是上车咨
询。那一年，他只有19岁。

通过血站工作人员的细致讲解，肖金成悬着的
心放了下来，当天就成功捐献了 400毫升全血。他
说：“当时年轻，想着自己的血能用于治病救人，
觉得非常自豪，并没想到这件事能一直坚持 20多
年。”

肖金成性格内向，没有“张扬”自己献血的事，
就连家里人也没告诉。从那以后，他开始积极献血，
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跑一趟献血屋。和他同在一家公司
的上班的哥哥肖金龙，很快发现了弟弟的“秘密”，
肖金成便鼓励哥哥一起加入献血队伍。

2010年的一天，肖金龙和弟弟相约一起走进了
献血屋。“说实话，第一次走进献血屋，我还有些害
怕。”肖金龙说，“可我看到很多人在献血，很多医疗
工作者都在积极参与献血，我相信这一定是安全
的。”原本还在担忧的肖金龙，终于放下心来。

那天，肖金龙通过检查后，坐到了血细胞分离机
旁边。随着机器启动，鲜血缓缓流出，通过无菌套材
分离出血小板成分。随后，其他血液成分又回输到体
内。经过半个多小时，他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血小
板捐献。

兄弟俩展开“爱心竞赛”

从那之后，兄弟俩开始互相鼓励，献血间隔期一
过，便会主动来到献血屋。

兄弟俩频繁地献血，让母亲很快发现了端倪。起
初，母亲怕献血对身体有影响，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他们就轮番做母亲的工作，慢慢说服了母亲。

虽说是自愿献血，可时间长了，他们都觉得这是
一种责任。

肖金成说，记得有一年秋天，他正在献血，忽然
听到有人焦急地大喊:“怎么办啊？”原来，是一位市
民因家人手术急用A型血小板，家里人血型不符，临
时赶来的志愿者身体指标不合格，都不能捐献。

肖金成主动上前说：“我是A型血，用我的血小
板吧。”那天，他用自己的血小板成功救助了一名患
者。这件事让他看清了生与死的距离，也让他更加真
切感受到献血的意义所在。

而这样的事儿，他们哥俩几乎每年都能遇到。
“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中心血站也会主动给我们志愿
者打电话，几乎每年我都能接到一两次这样的紧急电
话。”肖金龙说，只要接到紧急电话，他都会第一时
间赶到献血屋。

因为他们的爱心接力，很多患者在第一时间得到
救治。

甘于奉献也收获了更多感动

“不是所有人来到献血屋就能献血，按要求，各
项指标必须合格才可以。”肖金龙说，“记得有一次，
我来到市中心血站献血屋，却因转氨酶指标偏高，没
能立刻献血。听工作人员说喝水可以把转氨酶指标降
下来，我就给自己猛灌水，一天喝了5暖壶。直到第
二天指标合格，完成了献血。”肖金龙像讲笑话一样
轻松说出自己的献血故事，可在场人听了对他满是敬
佩。

在献血过程中，肖金龙和肖金成甘于奉献，也收
获了很多感动。

“去年9月，我完成了第100次献血，为一个急需
B型血的患者送去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患者家属不
停地道谢。那天，市中心血站还为我准备了鲜花和贺
卡，我特别感动。”肖金龙说，看着血液缓缓流出身
体，为别人送去希望的那一刻，让他觉得这 10多年
的坚持特别有意义。

20多年来，肖金成献血244次，捐献总量达7.19
万毫升，相当于 17个成年人的总血量；肖金龙献血
117次，共计5.04万毫升，相当于12个成年人的总血
量。因表现突出，兄弟俩分别连续获得“全国无偿献
血奉献奖金奖”，并拿到了“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
誉奖”，他们用一次次的凡人善举，让爱传递。

“适量献血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
谢，增强造血能力，既能帮助别人，又对自己健康有
好处，所以慢慢就成了习惯。”肖金龙说，最让他感
到骄傲的，是女儿肖文静在上大学时也加入了无偿献
血队伍。

“能潜移默化影响到孩子，看到爱心种子在孩子
的 心 头 扎
根 、 开 花 ，
这是件多么
有意义的事
情啊。”肖金
龙说。

“这是当年日本国内发行的卢
沟桥事变纪念章”“这是日军出版
的画报《抗日支那坏灭号》，上面
记载了侵华日军攻占南京的一系
列事件”“这叫航弹，是日军飞机
上携带的炸弹，爆炸半径达 60
米，当年很多中国人被它炸死
了”……

在九一八事变纪念日来临之
际，记者来到位于新华区颐和博
园小区的李俊波家中。如今，这
里已经被他重新装修，成为一座
小型博物馆，专门收藏展陈日军
侵华罪证。

今年 58岁的李俊波，是沧州
市炼油厂一名普通职工。从 1996
年起，他开始收集当年侵华日军
流落民间的物品物证，有军服、
钢盔、子弹、手套、烟盒、水
壶、饭盒、纪念章、军事地图、
马刀、指挥刀、枪刺等，至今已
有3000多件。

李俊波说，自己年轻的时候
特别喜欢武术，那时在古玩市场
买下了一把刀。当时也不知道这
是把什么刀，只是觉得很长，挺
适合练武用。但他查阅资料后才
发现，这竟然是一把日本军刀，

主要供日本陆军士官使用。
李俊波家住铁道边，小时候

常听老人们说起当年侵华日军对
中国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对日
军的残暴恨之入骨。眼前的这把
军 刀 瞬 间 唤 起 了 他 的 历 史 记
忆，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了一
个想法——收集更多日军侵华的
物证，并将它们保存下来作为
历史的见证，时刻提醒人们勿
忘国耻。

为了搜集这些物品，李俊波
几乎把所有的闲暇时间都搭了
进去。这几年，他的足迹遍及河
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其
间，也结交了全国很多志同道合
的“藏友”，大家互相交流，相互
学习，李俊波通过不断读书和反
复查阅资料，掌握的知识越来越
多。

除了耗费时间，李俊波用在
搜集这些物品上的花销同样不
菲。“这把日军在战场上使用过的
铁镐，至今都保存良好，我是在
一位东北‘藏友’手里买到的，
花了 2800元。”李俊波说，20多
年来，为了收集这些物件，他的
各项花费达 50 余万元。在他看

来，钱花掉了可以再挣，他要最
大限度地记录还原那段烽火岁
月，永记那段历史。

对于丈夫这些年的执着，李
俊波的妻子王金凤鼎力支持。“他
做的这件事非常有意义，是对历
史的一种还原，有些东西不能用
金钱来衡量。”王金凤说。

随着收来的物件越来越多，李
俊波真实感受到日军当时装备的精

良和士兵战术素养的强大。“比如
日军的手雷，杀伤力比八路军的手
榴弹大很多，还有日军的军事地图
制作得非常详细，甚至一个村上有
几口井都有标注。”李俊波说，从
装备上看，当年中日两军实力相差
巨大。因此，他对抗日先烈们的敬
意也更加深了一层。

李俊波说，这些既是侵华日
军滔天罪行的物证，也印证了侵

华日军并不像一些“抗日神剧”
中所描述的那样不堪一击。“那是
对历史的无知，更是对抗战先
烈、对英雄们的不尊重。英雄们
以血肉之躯抵挡外敌，所付出的
血的代价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娱
乐化’。”

早些年间，李俊波把这些东
西摆在自己的职工宿舍，后来，
他把颐和博园小区的一套 100多
平方米的新房子腾出来，装修完
毕后，专门陈列这些物件。

李俊波收藏这么多物品并不
只是为了留证。多年来，他积极
参加社区和市里有关部门组织的
展览活动，还经常把展览办到学
校，每一次都是自费参展，免费
向社会开放。

刚刚过去的暑假，包括社区
以及周边很多学校的中小学生都
慕名前来他家参观，李俊波又化
身讲解员，为孩子们一一讲解那
段悲壮的抗战岁月。

李俊波说，他要让广大群众
尤其是青少年亲眼看一看、亲手
摸一摸这些物件，告诫他们要永
远铭记那段血泪历史，勿忘国
耻，振兴中华。

永远铭记那段血泪历史永远铭记那段血泪历史，，勿忘国耻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振兴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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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 洋 本报通讯员 杨 晨 李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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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张超平的艺术探索之路画家张超平的艺术探索之路画家张超平的艺术探索之路
本报记者 贾世峰

寄情于山水之间

在张超平的油画作品中，
山与水是他经常描绘的对象，
从画作中，能看出他对生命的
赞美和对祖国山河的无比热
爱。这是张超平少年时受田云
鹏老师传授绘画潜移默化的影
响，以及大洼孩子对家乡风景
的美好回忆。

1968年，张超平出生于南
大港农场（现渤海新区南大港
产业园区）的一个普通干部家
庭。从 8岁起，学画于著名画
家田云鹏，是其最早的弟子之
一。

“儿时，第一次看田老师作
画，很激动，看着洁白的画纸
在老师的画笔下变成一个个生
动的人物、美丽的花鸟，如同
魔术一般，让我一下子就喜欢
上了绘画。”

当时，田云鹏老师供职于南
大港文化馆，文化馆还有一位擅
长西画的尹元洲老师，跟尹老师
的学习，让张超平了解了油画的
世界。1987年，抱着对艺术的
执着追求，他考上了河北师范学
院美术系美术教育专业，从此走
上了美术教育之路。

大学期间，张超平广泛涉
猎各种艺术形式，但主攻西方
油画。大学系统完善的艺术教
育，使他在艺术创作与思想认
识上都有了质的飞跃。

上大一时的春天，张超平
第一次到太行山写生，春日阳
光中的太行山，生机勃勃，景
色壮美。

“我喜欢春天里的太行山，
万物萌发，生机一片，但绿树

却还未掩盖山的轮廓，其间光
与影的变化让人沉醉。”张超平
说。这次太行山之行，也坚定
了他进行风景题材油画创作的
艺术道路。

大学毕业后，张超平在沧
州二师任教，沧州特有的人文
和地理环境成为他艺术创作的
灵感来源，体现运河两岸风情
和展现大洼风貌的现实主义油
画，成为他的创作重点。古老
的南运河边和苍茫的大洼湿地
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那时候没有汽车，我和二
师的同道好友经常一起骑着自
行车，背着画夹，沿着运河边
一路骑行，看到有好的风景，
就停下来，支开画架画起来。
回南大港也是这样，有机会就
骑着自行车去湿地写生。那时
是刚参加工作，无忧无虑，以
画为乐，是人生中难忘的一段
时光。”张超平说。

体会百姓甘苦
画才有生命力

“也许是地缘的基因，他出
生在一个极富灵气的大洼村
里，自幼养成粗犷而又细腻、
精微而又旷达的性格，那是地
地道道的‘大洼人’的性格。
这带有浓重地域文化品质的特
有个性，表现在他的绘画中，
别有一番豪放、壮美。”同为大
洼文化传承者的书法家刘峻坡
说。

1999年和2002年，张超平
先后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和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硕士研
究生班进修，后继续任教于沧
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因为工作的原因，张超平
经常带着学生到全国各地写生
创作。他最爱的写生地是鲁南
的沂蒙山。

“沂蒙山让人感动的，不仅
是大山的风景，还有那里的
人。沂蒙山是革命老区，那里
的百姓质朴厚道、热情实在，
他们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也让
人难忘。”张超平说。

张超平写生时，非常喜欢
和当地老乡聊天唠家常，经常
画到中午忘了吃饭，村里老乡
就热情地送来水和饭菜，让他
很受感动。

至今，张超平已经带了多
届美术本科生，多次带学生到
沂蒙山写生创作。他说，学
画，更要学做人，体会百姓甘
苦，画才有生命力。

从张超平的现实主义系列
油画中，我们可以看出丰富而
协调的色彩，画中洋溢着生命
的激情，让人感到明快而向上
的生命力。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张超
平就是一位乐山乐水的油画家，
从事艺术创作30余年，他行走
于祖国各地，从家乡大洼到新疆
戈壁，从巍巍太行到黄土高原，
从白山黑水到江南水乡，他的足
迹遍布祖国各地，从山水之间感
受万物之美，并付诸于画笔。

艺术创作的再一次升华

国家一级作家、沧州市政
协原副主席何香久曾评价张超
平的画作，“超平的油画作品让
我感到亲切和喜悦，他既有传
统中国绘画的功底，又深谙西
方油画艺术，并在自己的作品

中找到了完美的契合点。超平
的风景画或壮观或秀美、或朦
胧或苍茫，都让人感受到他对
人与物的感悟与内省，那种浓
烈而真诚的感情透过画作呼之
欲出。”

2019年秋，沧州师范学院
对接新疆轮台教育局，积极推
进教育援疆，张超平来到新疆
轮台参加教育援疆支教活动，
第一次见到了戈壁滩上的胡杨
林。

轮台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
的天然胡杨林，占地 40 余万
亩。

“秋天的胡杨林是最美的，
在荒芜的戈壁滩上，金黄色的
树叶，粗大的树干，粗壮扭
曲，野蛮而遒劲地生长，把枝
干伸向湛蓝的天空，那种强烈
的色彩对比，那种顽强的生命
力，给人以巨大的视觉冲击
力。” 张超平说。

在轮台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里，他多次来到胡杨林写生作
画。创作出了《胡杨林》系列
油画作品，这也是他近年来比
较满意的油画作品之一。今年
夏天，他和同事来到库尔勒、
铁门关、轮台做“情系巴州，文
化润疆”画展活动，再次来到
了轮台，层林尽染、漫延天际
的胡杨林，又一次激发了他的
创作激情。

“超平从油画创作中的沉
静、苍茫、厚重、劲健与作水
墨画体现的那种简洁、幽静、
清秀、旷达相融相通。以传统
技法为根本，以油彩为载体形
成富有东方诗意般西方绘画意
味，成为其思想寄托之所在。”
刘峻坡说。

油画作品《胡杨林》

张超平画笔下的《大运河》

向孩子们讲解当年侵华日军用过的手雷向孩子们讲解当年侵华日军用过的手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