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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对于艺术的执着，让李友芳对物质生活的要求已经降到了最低，尽管对她的境
况报以同情，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对艺术的执着，不应该成为穷困潦倒的理由和借
口。作为一个人，首先要学会生存、懂得生活，然后才能谈到其他。艺术来源于生活，并高于
生活，衷心希望李友芳能在一个平稳生活的基础上，艺术创作再迈向一个新的飞跃。

素不相识捐善款弘扬社会正能量

万元“救命钱”深深暖人心

信阳消息（记者马依钒）一个偶然的
机会， 周平得知一位身染重病的市民急需
救命钱，当即，他便决定要捐款救助。 昨日
上午， 在河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律师
的见证下， 市民周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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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善款捐助给
这位素不相识的危重病人。

接受捐款的病人叫赵凯庆， 是民权办
事处辖区居民，长期患有肺脑疾病，已经卧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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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如今器官衰竭，急需救治。 赵凯庆
家庭贫困，孩子正在读高中，全家的生活只
能靠低保和妻子四处打零工的收入来维
系， 而卧病多年的他早已花光了家里所有
积蓄，实在拿不出钱来治疗了。

昨日上午， 在广场路一栋破旧的家属
楼里，记者见到了租住在此的赵凯庆，由于
器官衰竭，重病中的他已经瘦骨嶙峋，随时

需要吸氧，几乎没有说话的力气。房间里只
有床、凳子等几样简单家具，而厨房里除了
一袋大米之外，就只有两棵白菜。 用“家徒
四壁”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从河区红
十字会负责人任金手中接过

1

万元善款
时，赵凯庆眼含热泪，对陌生的捐款者表达
着由衷的感谢。

“这
1

万元通过河区红十字会定向
捐给赵凯庆， 能够及时有效地帮助他解燃
眉之急， 早日解除病痛是我最愿意看到
的。 ”周平是安和国际美容

SPA

会所的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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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辛苦创业之路让他收获成功
的同时，也深感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他说，“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慈善是件有意
义的事儿， 今后我会带领员工将慈善之路
一直走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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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8

日上午，一位着装简朴，双鬓微白，操着一口浓重固始
口音的妇女来到本报记者部。来者自称叫李友芳，固始县人。李友芳
前来的目的是寻求帮助， 希望本报记者能帮她一个忙———申报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因为她会书法、剪纸、刺绣、篆刻，

并小有成就。

据李友芳介绍，她生于
1964

年，家庭是教育世家，其高祖是元代
探花；曾祖父是清代八贡，在学院讲学，研究“文字学”、天文地理等；

曾祖母是清代才女，能书会画，通晓剪纸、刺绣等技艺；祖父民国举
人，在私塾讲学；祖母也颇具才气，能诗著书。 在如此家境下，李友芳
幼承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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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从祖母、母亲、姑、姐学习剪纸、刺绣等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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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从祖
父、祖母习字、绘画、雕刻等，

10

岁时的李友芳已经掌握了剪纸、雕
刻、绣花、书法等技艺，堪称才女，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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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就通过培训班，传艺
600

多人。

在李友芳的资料中，记者看到她是中国书法教育委员会委员、中
国天津篆刻艺术印社社员、中国民家文艺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协会
员、河南省民协会员、河南省女子书画协会会员、河南省民间工艺布
艺刺绣大师、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信阳市民间艺术大师。 李友
芳说这一切都是事实，她有证书，就在她现在租住的房子里。

李友芳说她曾经是一位教师，但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从未放弃对
艺术的追求。为了艺术，她贡献了自己的一切，淡泊名利，避谈男女之
情，时至今日仍然单身。这也导致了她的生活非常窘迫，没有家，没有
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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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下午， 记者跟随李友芳来到她现在暂居的固始县沙
河铺乡。虽然此前李友芳向记者介绍过她的穷苦，可是当记者来到她
租住的房屋时，还是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了。

李友芳租住的房屋是两间破旧的砖瓦房，门前杂草丛生，破败不
堪。走进屋内，记者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屋里堆满了破烂杂物，一张张泛黄的宣纸随意摆放
在屋里，一捆捆卷轴埋没在杂物中间。 没有灶台，但锅碗瓢盆摆了一地，几个老南瓜堆在屋
角。 李友芳说，这些老南瓜就是她的粮食，因为没有收入，她买不起大米白面，平日里只能把
南瓜煮了当饭吃。

里间是李友芳的卧室和书房，其实称其为卧室和书房是过分的，因为这间屋和外间一样
堆满了杂物，只不过在杂物中摆放了一张方桌和一张单薄低矮的竹片床。 在满屋子里，记者
没有找到照明的电灯，只在桌子上找到了两根蜡烛，连烛台都没有，一根蜡烛就插在烧过的
煤球孔里。 “没钱，房东把电掐了，没有电。 ”李友芳告诉记者。一句“我没看过电视”从李友芳
嘴里说了出来，记者顿时一阵鼻酸。

记者想帮助李友芳打扫一下屋子，却被她推出了门外。 在外人看来，这屋里表面上都是
垃圾，可是在李友芳心里，这一屋子都是宝贝。也正是从这一个细节中，记者明白了有那么多
技能，顶着那么多荣耀的李友芳为什么会如此潦倒了。 在李友芳心里，艺术不是拿来变现换
钱的商品，而是一种崇高的东西，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和精神去追求，去尊崇，去享受，去升
华。

思考间，李友芳在一堆堆杂物中翻出了几件书法和剪纸作品。书法作品中，有狂草，有小
楷。最令李友芳骄傲，也最吸引记者眼球的书法作品是一幅毛笔小楷《前后出师表》。李友芳
告诉记者，这幅作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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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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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书画联展暨香港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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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中华书画作品大赛上，她用左右两只手同时握笔书写的。 后来，这幅作品荣获一等奖。

接着， 李友芳又找出了一箱子手工制作的小孩子的绣花猫头鞋、 女子结婚时穿的绣花
鞋、鸳鸯小帽等物件。 李友芳说，这些东西都是她自己做的，令在场围观的几位妇女惊叹不
已。 在众人的赞声中，李友芳又找出了几本荣誉证书。 她曾经说的“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和“信阳市民间艺术大师”赫然在列，那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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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书画联展暨香港
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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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中华书画作品大赛获奖证书”也在其中，上面一个个鲜红的印章仿佛在向我们
诉说着李友芳当时的辉煌和荣耀。

李友芳翻出这些泛黄的作品和证书，目的不在炫耀，而是证明自己有申报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能力和实力。

希望李友芳的愿望能早日实现！

卧病在床的赵凯庆接过善款。

李
友
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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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会书法，能剪纸，通篆刻，晓刺绣，作品获过
大奖，在人民大会堂与众多领导人和艺术家合过影，被尊称
为“信阳市民间艺术大师”“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大师”“中
华爱国书画艺术家”，这一切技能和荣耀并没有带给李友芳
财富。艺术在她心里不是谋生的方式，而是使命。因此，当她
为艺术而穷困潦倒时，仍然为艺术痴迷不悔。

本报记者张方志张继疆

投身艺术也要投身生活

李友芳向记者展示她的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