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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一隅 安之若素

“我喜欢画画，更喜欢这些爱画画的孩子。他们
一般比较安静，有丰富的内心世界。”秦美轲说。

1991年，秦美轲出生于高唐县琉璃寺镇秦庄村，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他，至今还记得，小时候进趟城要
走近30公里的路。爷爷秦秉忠是位农民画家，在他的
熏陶和教育下，秦美轲喜欢上了书法和绘画，并立志
以此为业。2016年，秦美轲从山东艺术学院装潢艺术
设计专业毕业了。

“高唐是著名的书画之乡，虽然县城的书画培训
班较多，但农村孩子学画画还是很难，书画教育在乡
村几乎还是空白，这就是我们从大城市回到家乡从事
书画教育的初衷。”2018年，秦美轲掏出一万多块钱，
创办了供乡村孩子学书法、画画的小画室，取名为“织
梦教育”。如今，织梦教育已经成了小有规模的教育
培训机构，并于2022年初，经高唐县行政审批局批准
后更名为“双馨文化艺术学校”，形成了从学前到义务
教育阶段一站式美术、书法教学体系。

目前，他的画室有近100名学生，每周上一次课，
学生多来自于周边的村子，大赵村、二杨村、孙五里
村、郭五里村、芦五里村，秦美轲能记住大多数孩子的
住处。

从2018年起，周边村子的数百名孩子在这里学会
了用毛笔画国画、写书法，一扇全新的大门，在孩子们
面前打开。

人无品格 下笔无方

“这笔尖蘸水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将笔调至半干，
勾出轮廓线，转折处笔肚着力，再由浓转淡。最后点
出鱼眼，这时不能着急，蘸浓墨点垛鱼眼。”78岁的秦
秉忠伏案画金鱼，边画边给身边一群睁大眼睛的孩子
们讲解。

“我既是一个农民，又喜欢画画。从小就跟着祖
母写字画画，画了70多年了，种地也种了70多年了，
叫我农民画家，实在准确！”现担任中国工艺美术家协
会副主席、高唐楹联学会会长的秦秉忠说，祖母是曹
州府官宦家女儿，左右手皆能写字、画画，小时候，祖
母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天练不完三张大字不准吃
饭。后来，自己初中弃学务农，也没有放弃书法和画
画，喜欢把生活和心情用画画的形式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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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鱼要比画虾画蟹都难，鱼在水中那种飘逸感
很难画出来。《道德经》云：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
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宋代大书法家米芾说，
用笔千古不易。要将这鱼画活，要懂虚虚实实、变化
莫测的道理。”秦秉忠画完金鱼后告诉孩子们。

“画好画，需要十年；写好字，需要几十年。李苦
禅先生说，人，必先有人格，然后才有画格；人无品格，
下笔无方。”秦秉忠向围在身边的孩子们说起名家故
事，孩子们虽一脸茫然，却很专注。“有些话，小孩子们
不懂，长大了就懂了。秦美轲就是这样，从他7岁画虾
的时候，我就给他讲画格、人格的道理，现在他毕业后
返乡做教育，教书育人，教画也育人。”

不问前程 点燃梦想

“同行都觉得农村的艺术教育市场太小，利润低，
不如去城市里做高端教育。是啊，去城市的大公司和
培训机构，做个有固定收入的老师或设计师，都比现
在挣得多。但我觉得，点燃农村孩子的艺术梦想，更
有意义。”想起爷爷秦秉忠——这个始终在家乡画画
而且对生活很知足的老人，秦美轲觉得，和家乡的孩
子们一起成长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这些农村的孩子们基本都缺乏陪伴，有的是父亲
在外打工，不经常在家，有的是父母都不在家，他们在
这里学写字画画，不但有老师和小伙伴陪伴，更能得
到心灵的慰藉。

“家长们怕我离开，一直说，‘你可不要走啊，你一
走，我们家孩子再学画画就麻烦了。’我觉得留在这儿
也挺好，陪伴孩子们一点点长大，这里的一切人和事，
已经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几年来，秦美轲结合
对卡通、风景和日常物品等绘画技巧的授课经验，摸
索出了一些幼儿美育规律，编写了《少儿彩绘课程》。

学生杨静怡的国画作品《寒香》、徐佳欣的作品
《福禄》成功入选高唐县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系列书画
展，这两幅作品还在李苦禅纪念馆参加了艺术展览。
这两名学生皆为零基础学国画，一个暑假的时间就取
得了这样的成绩，令秦美轲充满了自豪感。

画室墙上和桌子上摆满了孩子们的书画作品。
“这个学校之所以取名为‘双馨’，是因为我们想让每
一粒有梦想的种子开出鲜艳的花朵，帮助每一位孩子
成为德艺双馨的小艺术家。”秦美轲说，如今他已经帮
助近百名乡村孩子实现了学画画、学书法的梦想。

本报记者 夏旭光
本报通讯员 杨立元

“你看，这些是我画的少数民
族卡通粽，把各民族独特的服饰元
素融入粽子绘画中，让更多的人了
解到各民族的服饰和各具特色的
端午粽子。我最喜欢的是这个壮
族风端午粽，这是一对穿着壮族服
饰的卡通粽子，一个在击鼓，另一
个在跳舞，旁边放了一坛酒，用粽
叶作为背景。”5月29日，在高唐县
鱼邱湖街道的双馨文化艺术学校
里，负责人兼美术教师秦美轲拿出
新创作的民族卡通粽绘画向记者
展示。

这个壮族卡通粽身穿蓝色的
短领对襟唐装，头戴蓝色头饰，左
手持手鼓，右手握鼓槌，右侧有一
个大大的酒坛；另一个壮族卡通粽
身穿以红色为主的彩色壮族服饰，
腰间系着精致的围裙，正在欢快地
跳舞。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
魂。激活书画艺术资源，可以更好
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我想通过
绘制民族卡通粽，对传统文化进行
继承和发扬，同时，希望能鼓励带
动更多的农村孩子学书法和绘
画。”秦美轲笑着说，希望在自己的
带动下，会有更多农村孩子热爱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文化精髓。

秦美轲正在设计作品。杨立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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