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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冬天，年仅 20

岁的蔺述新在兰州郊外作业时
一脚踩空，失控的身躯从10多
米高的水泥电线杆上坠下。工
友们火速将他送往医院急救，
由于全身多处粉碎性骨折部分
内脏受损，为了保命，医生们无
奈之下对蔺述新实施了高位截

瘫手术。
为了后续治疗，单位将蔺

述新送到上海做长期治疗，没想
到，这一治就是十几年。10多年

间，为他服务的保姆也足足换了
十几茬，照顾一个瘫痪病人苦累
强度令人望而生畏。

1991年春，年仅17岁初中
刚毕业的芜湖姑娘金霞来沪淘

金，由于学历低，急于求职的她
四处碰壁。后来经人介绍，金霞

来到蔺述新租住地做保姆。金霞
勤快利索，很快就把这个杂乱的
蜗居收拾得井井有条。

金霞偶尔得知东家酷爱篆
刻，就不断鼓励他。在她的鼓励
下，蔺述新报名参加了函授美
术篆刻学习班，师从上海著名
的“书画印三绝”篆刻老师汤
兆基。1992年的一个夏天，蔺
述新让金霞去汤兆基家交他的

篆刻作业。金霞趁机恳求汤兆
基：“汤老师，蔺叔叔成天在家
闷坐发呆，精神太差不利于康
复，他能不能跟你学画画改善
下心境啊？”汤兆基被小保姆
的良苦用心深深感染，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

第一次去汤老师家上课，
面对狭窄陡峭的楼梯台阶，金
霞一捋袖子咬紧牙背起高她半
个头的雇主，几乎是脸贴着地
爬上楼。汤老师看见累得大汗
淋漓的金霞，动情地对蔺述新
说：“这样的保姆打着灯笼都

寻不着，以后还是我去你那，这
样折腾我实在看不下去。”

1995年，蔺述新的病情进
入稳定期，他想回家了。为了继
续照顾蔺述新，金霞去了兰州。
回家后，蔺述新学画缺乏高手指
点，画技没有进展，他十分着急。

一天，金霞路过兰州书画院装裱
店，大厅正中一幅大气磅礴春意
盎然的四尺牡丹图紧紧地吸引

了她的视线。她踱进店堂向店家
打听，原来作者竟是大名鼎鼎的
“西部牡丹王”王祖铭！金霞多
方打听王祖铭住址未果，急中生

智的她拨通了兰州一家很有影
响力的都市报的新闻热线，在新

闻报道的牵线下，她终于找到了
这位“西部牡丹王”。在“西部
牡丹王”的精心辅导下，蔺述新
的画技进步飞快。他的许多画在
当地举办的比赛中拿了大奖，其
中一幅六尺牡丹国画在一次全
国性比赛中力拔头筹，蔺述新顺

理成章地被吸收为兰州市美协
会员，圆了画家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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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 1997年，金霞
的母亲多次打电话让她回芜湖

相亲。虽然心里舍不得，但蔺述
新还是狠心地将金霞“赶”回
家。此后虽然天各一方，但生活
美满成了家生了儿子的金霞依
然惦念着蔺述新。

金霞婚后的第二年除夕
夜，一家正收看春节联欢晚会，

突然，电视上的小品中出现一
个坐轮椅的残疾人，金霞油然
想起几千里之外的蔺述新。她
赶紧给蔺述新打去电话拜年。
金霞得知，她走后蔺述新在当
地找过几个保姆，但保姆都因
嫌脏嫌累相继离开。金霞将蔺

述新的情况告诉母亲汪应兰，
汪应兰倍感心酸。母女俩在当
地四处找保姆，却没人愿意到
西北去照顾一个瘫痪病人。

实在没有法子了，汪应兰
干脆决定自己去照顾蔺述新，
儿子坚决不同意：“家里有间

麻辣涮火锅店，紧挨省道附近
工厂林立生意好，放着每月收
入两千元的饭馆不搞，去干月
薪400元的保姆，还不被别人

笑掉大牙？”汪应兰开导儿子
说：“别忘了，你妹妹当初在大

上海求职处处碰壁，是蔺述新
给了她机会有了个落脚地，还
教会了她做人的道理，老蔺也
算和我们金家有缘，人活着是
得多挣钱追求快活自在，但总
得讲个情义二字吧？老蔺有难
我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1998年春节后，50多岁
的汪应兰辗转来到兰州，接过
女儿的班。

冬天，蔺述新一天要尿湿
好几次裤子，整个冬季，汪应兰
的一双手几乎每天都泡在
-10℃的水里洗厚棉裤，冻烂
的双手黄水直流连塑料手套都
戴不上。这一切，汪应兰无怨无
悔，微笑着挺了3年。汪应兰的
这双手直到今天还留下后遗
症，一到冬天双手就奇痒难奈。

2001年，蔺述新年迈的父
母相继去世。在失去双亲的沉重

打击下，蔺述新的情绪跌落谷
底，他搁下画笔还绝食，对着父
母的遗像整日以泪洗面。汪应兰
每天都苦口婆心地劝说蔺述新
振作起来，但是一点用也没有。

为了让东家恢复信心，尽
快从失去双亲的痛苦中走出，汪

应兰绞尽脑汁想出一“计”。她
悄悄把蔺述新最近画的几幅牡
丹图拿到附近的菜市卖，结果好
几天都没卖掉。汪应兰急中生
智，由她口述，请隔壁一位初中
生用毛笔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了
个“残疾人士重拾人生”的售画

告示，介绍了作者身残志坚学画
的故事。此招果然奏效，3幅画
被一买家以600元买走，还有

人讨要作者联系方式，好登门切
磋画技。当汪应兰拿着600元

向蔺述新报喜时，他喜极而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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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蔺述新迸发勇气重新

拿起画笔半年后，由于长期是
坐着，他又感染上严重的膀胱
炎，医生提醒他：“兰州气候不
适合养病，如果能换换治疗环
境，对你的身体大有益处。”汪
应兰一听乐了：“老蔺，你不如
去我老家吧，那里四季空气湿

润，鸟语花香，应该适合你。”
两人一拍即合，随即踏上了南
下列车。

2002年3月23日，列车
抵达芜湖。家人和乡亲们得知
蔺述新来芜湖安家，特意租了
辆大面包车去接站。安顿下来

后，汪应兰花2000多元让儿
子买台空调给蔺述新的卧室装
上，还在后院新盖一间30多平
方米的画室；室外院落种植了
许多花草，院子里还砌了口池
子，放养上几十尾金鱼和鲫鱼。
金家人的热忱周到，感动得蔺

述新泪流满面。不仅如此，宽厚
的乡邻们也用百倍的热忱来善
待这位残疾画家：桃子熟时送
给他最大最甜的，西瓜葡萄红
枣整竹篮送来。金家门前一下
雨就道路泥泞，一位当地的建
筑老板为画家的不屈精神和他

与保姆间的传奇大爱所感动，
出资数万元修建了条金家通往
省道的1公里长水泥路，以方
便画家的对外交流……

来到了芜湖，怎样才能让

蔺述新提高画技呢？有心的金

霞把想法告诉了经常去买纸笔
颜料的芜湖集宝斋吴老板，吴

老板答应帮忙。2003年春季的
一天，吴老板专程来到芜湖市
著名书画家谢克谦先生的家，
说：“一位名叫蔺述新的残疾人
托我找一位德艺双馨的书画家
学画画，我想请你收下他。”蔺
述新住的殷港村离芜湖市区

50多公里，女儿又处在即将高
考的关键时期，尽管如此，谢克
谦还是决定收徒。几天后，谢克
谦来到殷港村，自贴路费免费
送教上门。

经谢克谦手把手指点，蔺
述新画艺再创新高。

2004年农历大年初一晚

上，蔺述新突发高烧几近昏迷。
汪应兰和儿子赶紧把他送进医
院，确诊是膀胱发炎已化脓，须
立即送大医院做膀胱切除术。一
家人连夜买好火车票。汪应兰带
着儿子和女儿用担架抬起蔺述
新，送他回兰州做手术。甘肃省

立医院派出精干专家主刀为他
做了膀胱造漏手术。手术后的几
十个夜晚，汪应兰几乎天天和衣
而睡照料蔺述新。康复后，蔺述
新于当年底再度回到芜湖。

2007年的春节，是蔺述新

在这座农家小院度过的第5个
春节。节后的这几天，殷港村
176号的农家小院热闹非凡，
有前来送画交流技艺的艺术
家，还有上门拜年学艺的绘画
爱好者……蔺述新接待每一位
同行时总会笑着说：“我能够有

今天，多亏了金霞和她的母亲，
她们是我心中最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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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从洲祖籍江苏省句容县，

从他祖父那一代搬迁到西安灞
桥镇上桥梓口村，务农为生。
1906年10月2日孔从洲就出
生在这里。孔从洲从小就读书很
用功。13岁时考进了当时的长
安县第一高级小学，三年后又顺
利地考上民立中学。但家里实在

供不起他继续上学了，孔从洲只
好回家务农。

1924年初，孔从洲听说
杨虎城的部队招收学兵，不收
学费，管吃管穿。于是，孔从洲
便约了四个同学一起去投考。

4月初的一天，孔从洲与

同学们出发北上。到了渭河边
上，渡船不能靠岸，要走一段泥
滩，淤泥较深，有的地方一脚踩
下去就没到膝盖。他的那些同
学都泄了气，转身回家了。

孔从洲踏过泥滩，渡过渭
河，在试图趟过泾河时，被急

流冲走，几乎淹死，幸被岸边
一个农民救起。孔从洲到达定
边时，已经瘦弱不堪，衣衫褴
褛，军事教导队也已开学一个
多星期了。招考的人听他说了
投考经历后，说：“单凭你的
决心，就可以录取！”孔从洲从

此踏上军旅。
1929年，孔从洲升任炮

兵营长，每月薪金稍有节余，
就开始考虑办学的事。1932
年冬，孔从洲从西安回家探

亲，看到村里那所学校仍和他
上学时一样，几间房子破破烂

烂，几十个学生冷冷清清，请
的一位教师，连微薄的工资都
没有保证，不能正常上课，村
里许多学龄儿童都失学在家。
孔从洲把多年来的设想告诉
乡亲：愿把历年积蓄300元钱
作开办费，今后每月的正常费

用，大部分也由自己承担。大
家听了都很高兴，当即推举了
几位董事，选孔从洲为董事
长，办起了学校。孔从洲将学
校命名为竞进小学。

孔从洲任炮兵团长后，又
办了务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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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虎城的西北军在“西安

事变”后虽经蒋介石不断分化
瓦解而削弱，但在孔从洲等人
的艰苦努力下，仍保存着基本
骨干力量。1946年 5月 15
日，时任国民党军队中将副军
长的孔从洲在蒋介石彻底分化
队伍的阴谋即将施行的危急时

刻，率部在河南巩县起义，投入
了共产党、解放军的怀抱。

这一年的夏天，中共中央
决定，重建38军，孔从洲任军
长，自此，他正式成为人民解
放军的将领。随后，在刘邓的
领导下，孔从洲率部突破黄河

天险，挺进豫西，解放郑州，参
加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直
到全国解放，孔从洲被任命为

西南军区炮兵司令员。
1951年 3月 10日，在原

南京二野军政大学炮兵队等
基础上，中央军委正式命令建
立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
兵学校”，孔从洲兼任校长。
1955年 7月，孔从洲到沈阳
高级炮兵学校履新，成了专职
的大学校长。1959年8月29

日，孔从洲的儿子孔令华与李
敏结婚，而李敏正是毛泽东与
贺子珍的女儿。这样，孔从洲
成了毛泽东的亲家翁。

1959年 12月 31日，中
央军委决定，将武昌高级军械
学校与哈军工的炮兵工程系

合并，在武昌高级军械学校校
址组建炮兵工程学院。1960
年3月初，炮兵政委李聚奎、
司令员邱创成亲自挂帅成立
了炮兵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
并点将孔从洲出任院长。

孔从洲陪同邱创成司令

员到保定、成都、西安等地勘
察选址，历时一个多月，最后
确定在西安市以南约 25公里
的秦岭脚下的花园村建设校
园。随后就快马加鞭地展开了
营建工作。

1960年 9月，搬迁完成

了，新生招入了，新课开出了，

科研队伍中补充进了一批高年
级的学生，四年级的王毓秀等

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开学不
久，王毓秀被抽到了化工教研
室，在崔有信教员的指导下，
与其他十几名青年教师和学
生组成了科研组，研制硼氢。

1961年 6月的一天凌晨
2点，王毓秀他们正在进行二

硼烷加热转化为十硼烷的聚
合反应时，意外发生了，只听
“轰”的一声巨响，王毓秀眼
前闪出一团绿色大火球后，就
什么也看不见了……

孔从洲听说了，十分着
急，他说，年纪轻轻的，眼睛非

常重要，怎么能坏了呢，赶紧
送到北京，到解放军总医院去
救治！并指示立即坐飞机去。

王毓秀说，那个年代，能
坐上飞机可不是简单的事。到
了北京，炮兵司令部的一位干
部已经在机场迎候他们了，那

司机说，用的是炮兵政委陈仁
麒的车呢。几天后，又取出了
王毓秀眼球深处的两粒碎玻
璃，重见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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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从洲院长对教师业务

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则十分
关心，政治上特别保护。

1960年，正是三年困难
时期中最困难的一年，大家都
吃不饱。学校千方百计生产粮
食与蔬菜，喂养家畜家禽，组
织打猎队，甚至采集了一万多
斤的树叶制作成所谓的“叶蛋
白干粉”与面粉和在一起做馒

头。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生活上的困难，再难也能克
服，政治上的危机，要处理起
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炮工是军
事院校，招收的学生要经过严
格的政治审查，调入教师更是
注重出身。1959年，林彪主持

军队工作后，更是突出政治，
运动不断，政治审查更为严
格，炮兵也要求院校“纯洁队
伍”。在此形势下，炮工政治
部门查出了一名教师的 “政
治”问题，要安排他转业。

这名教师叫王�，是复旦

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王�学
业优秀，毕业后被留校任教，
1954年调到哈军工。1956年，
王�开始担任主讲，很快受到
学生的欢迎，并在校内有了知
名度。1960年，王�随炮兵工
程系到了炮兵工程学院，几乎

承担了学院所有的数学课。

可是政治部门认为王�
出身剥削阶级，是被清理的对

象，要安排他转业。孔从洲知
道了这事，立即指示政治部
门：王�转业的事别提了，如
果上级问起来，我负责好了。
没想到，事情并没有结束，不
久，上级的一位领导同志来到
学院责问孔从洲，“为什么不

同意处理王�？”一向温厚的
孔从洲硬生生地顶了起来，
说：“学校的教师好比是打仗
第一线的指挥员，不问青红皂
白就把指挥员撤下来，这个仗
还打不打？别说学院的教师这
么缺，就是比较多，也不能轻易

处理，更何况像他这样有水平
的教师。把他处理走了，我，或
是你们首长去给学生上课，行
吗？这样好的教师都不要，学校
还怎么办？”在以服从命令为
天职的军中，孔从洲院长硬是
顶回上级，留下了王�。

1962年 2月，军委、炮兵
作出决定：炮兵工程学院与高
射炮学校互换校址。从8月份
开始，炮兵工程学院分散在武
昌、西安、沈阳三地的大队人
马陆续向南京集中，9月份胜
利会师，从此结束了四处为家

的艰难局面。
1964年 6月 27日周总

理签发命令，任命孔从洲将军
为炮兵副司令员兼炮兵科学
技术研究院的院长，调离了炮
兵工程学院。他离开南京后，
仍一直关心与支持炮兵工程

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支持炮工
的一些科研项目。今天的南京
理工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
以工为主，理、工、文、经、管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全国著名重
点高校，在短短的几十年里，
培养出了包括全国最年轻的

科学院院士之一卢柯在内的
6名院士，成为建国后培养院
士最多的中国大学之一。相信
孔从洲将军若看到他在艰难
岁月中亲手组建的学校已经
取得如此成就，定会感到十分
欣慰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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