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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超 史裕华）生于斯长于斯，溧阳是他挥
之不去的记忆心迹。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被他
和他的先人枕河而居。当曾经繁华的江南不在
后，为了心中那份难舍的眷恋，为了留住那段美丽
的历史，他拿起画笔，艺术地还原了“老溧阳”。

难以相信的是，绘画只是朱海明的业余爱
好。今年已经65岁的他，从来没有受过专业的
书画培训，也没有拜过什么名师，只是几十年
如一日，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不停地画不停

地画。创作时怕影响家人，主动和家人分开
住；创作时忘记了一切，饭做焦了水壶烧坏了
……

朱海明早期在油画、粉画的创作上有过多年
的实践，近年来潜心钻研中国画，并把西画中的
光、色、重彩的运用及面和体积的塑造和装饰变形
的手法在中国画上做了大胆的尝试。“画西画的人
基本上不会画国画的。”朱海明有自己的骄傲。

勤奋和努力早晚会开花结果，他的作品曾

参加第四、第五中国粉画展，常州市首届油画
展，分别于1991年、2003年办过个人画展，现在
他是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
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丁德源先生，对朱海明
喜爱有加，欣然收其为徒传授技艺。

自从 3年前准备以“老溧阳”为创作主题
后，朱海明久久不曾动笔。他认为这组系列作
品最难的就在于如何准确的表达景物，毕竟每
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老溧阳。所以他取素材别具
一格，来源于老人们的点滴回忆，来源于溧阳县
志。他更是与大自然为友，深入到家乡的山山
水水体验生活。

在他的画作中，历史不再是遥远的记忆，因
为记忆永不消亡。他创作的《码头街》、《文昌
阁》、《太白楼》、《观莲桥》，60岁以上的老溧阳
看一眼就能找回童年的记忆。系列作品中《天
目湖》是最长的，从构思到创作完成，朱海明耗
时 3个月，光是天目湖就跑了 10多趟，12米的
长卷上集中表现了10年前的天目湖原貌，亦把
现在天目湖景区的全部景点浓缩其中。

朱海明说，用画笔记录那些已经或即将消
失的家乡风景，对他而言似乎是一种义不容辞
的责任。现在，朱海明已经创造了“老溧阳”系
列作品近 10幅，作品风格表现各异其趣，或怡
情淡雅，或重彩厚实，或深远意浓，或迷朦似
幻 。 他 希
望 有 一 天
这 些 作 品
可 以 单 独

每一天，当朝霞拉开晨的帷幕，当柔
和的风带着些许凉意在耳畔低语，当身
边渐渐多了孩子银铃般的笑声，我的心
总被一种感动慢慢充溢，为这清新美丽
的早晨，为这朝气蓬勃的校园，爱在交
汇，爱在共鸣。能让这爱绵延不绝的，是
丰富善感的“心”。

爱来自心的怜悯。鲜活娇嫩的生
命，一路要经历多少风霜，才能磨砺得棱
角分明。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写着那
么多铭心的教训和无助的悲伤。用心去
爱孩子吧，让爱一路伴随他们成长。纵
然不能给予鸟语花香，也可以带来些微
绿意。

爱来自心的尊重。单纯幼稚的生
命，终有一天绘成缤纷的画卷，或浓墨重
彩，或清丽隽永。让爱成为画中和谐的
一抹色彩。用心去爱孩子吧，爱似春雨，
细而无声，默默地滋润每个孩子的心田；
爱如花香，芬芳满园，淡淡地弥漫在孩子
的周围。即使不是画龙点睛的神来之
笔，也不会是大煞风景的涂鸦之作。

爱来自心的收获。慷慨大度的孩
子，随时随地支付“薪金”，让我们有惊喜
和感动，有芬芳无比的报酬。用心去爱
孩子吧，让爱回报爱。即使最严厉的批
评，也悦耳动听。

爱来自心的宽广。用饱满的情绪感
染着孩子，用热烈的语言启迪着孩子，用
欣赏的眼光激励着孩子，用温暖的双手
爱抚着孩子。用心去爱孩子吧，贫瘠的
土地因爱而硕果累累，枯萎的枝桠因爱
而绿意盎然，孤独的心弦因爱而悠扬婉
转，羸弱的幼苗因爱而笔直茁壮。用无
私的爱让沉寂的生命开花，那花开的声
音，才是世界上最美的乐章。

爱来自心的渴望。单调烦琐的工作，
抹不去对未来的遐想；心甘情愿的付出，磨
不掉对回赠的向往。用心去爱孩子吧，让
爱天长地久。终有一天孩子会离去，一声
饱含热泪的“老师，我爱您”是我们无上的
荣耀。

憧憬自己有一天能幻化为一只彩
蝶，永远翩然于孩子们灿烂的笑脸中播撒

（芮金川）太平桥是指戴埠镇上的善庆桥、桐梓桥和红
屿桥。戴埠镇位于溧阳城南，此镇历史悠久，早在宋元时就
有戴埠之称，名称的由来中“背步”的谐音。因解放前交通
闭塞，安徽省广德县及宜溧山区的货物靠人力背负行到此处
集散，时间长了渐称戴埠。戴埠南部是宜溧山区和皖广山区，
为此人们一提到戴埠，总以为它地处山区地方，其实镇的北面
为平原，河网密布，交通便利，戴埠集镇上就有近 10座桥梁，
其中善庆桥和桐梓桥，在太平天国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加之红
屿桥等都写满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艰辛。

至今，每逢节日或庆祝活动，当地群众仍在这三座太平桥
上，敲着太平锣鼓以表欢庆之情。戴埠的太平锣鼓，现在在宁
沪线上颇有名气。由戴埠镇30多名民间艺人组成的演出队，
身着太平军戎装，手执乐器前进。它前进时旌旗开路，后有刀
枪压阵，气势雄壮。演出时，先是小锣小鼓、大锣大鼓声起，反
映太平军战士持枪跃马、整装出发的场面；接着“召军”声声，
滚鼓雷动，烘托点兵点将，誓师沙场的气氛；而后长锣阵阵，展
现千军万马、东向疆场的风貌。及至紧锣密鼓，“召军”长鸣，
展现了金鼓齐鸣，刀剑相击的场景。最后，小锣小鼓再起，可
感受到凯旋归来、万民欢腾的情绪。这套太平锣鼓生动、形
象而又热烈地再现了当年太平军的战斗风貌，深受民众欢
迎。也由于这套鼓气
势磅礴，动人心弦，
因此，被众口赞为

“威风锣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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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海明：画粉调出“老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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