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信圈寻找盼寻回老兵画作

当天，成都众多热心朋友在得知王安策的遭遇后，纷纷在各自微信朋友圈中转
发“寻画”信息。

随后，根据王安策老人和小区门卫提供的消息，热心人整理成寻画消息，在各自
朋友圈扩散开来。热心人之一王虹说：“一是希望有人看到画后，与我们取得联系归
还老兵，再者就是提醒老年人，不要轻易相信甜言蜜语。” ■据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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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冒充学生登门拜访
骗走89岁抗战老兵画作

11月4日，成都锦江区拱背桥
街一小区，89岁的抗战老兵、 离退
休教师王安策，望着家中一处空荡
荡的墙壁叹气。此前，这里悬挂有
一张“锦江春色图”，是他耗费数月
时间创作完成的。

然而，在半个多月前，一名中
年男子突然登门拜访，自称是王老
当年的学生， 如今是某公司老总，
想帮老师完成多年心愿———举办
一场个人画展。之后，该“学生”以
邀请一些大腕做客，需要买好烟招
待为由，骗得老人2500元现金、两
幅得意画作后，消失了。

得知此事， 成都众多的热心
人，通过微信朋友圈接力将王老的
遭遇扩散， 希望有知情人士能看
到，帮助老兵寻回画作。

“学生”突登门
要帮老师搞画展

10月14日上午8点过， 拱背桥街
一老旧小区附近， 一名中年男子身穿
西装，提着一箱苹果，敲响了王安策的
家门。

“我是来拜访王老师的。”开门后，
该男子自称姓陈， 是王老85届的学
生，特意回成都看望老师，顺手将苹果
放在桌上。

王安策介绍说， 当年参加远征军
作战回来，便继续在大学深造，后来在
成都一所中学任教，曾教过语文、历史
等科目，直到1989年才退休，教过很
多届学生， 以前也偶尔会有学生回来
看他。

“见到有学生来，肯定是很激动。”
王安策说，可能由于年龄太大，他真没
想起这位学生。

“他说他现在是广州一家公司的
老总。”这位“学生”看着他家中墙壁上
的画作，说当年承蒙师恩，知道老师向
来喜爱绘画， 希望可以为他举办一场
个人画展，“实现我多年来的办展心
愿。”

两人见面，相谈甚欢，王安策拿出自己的得意之作———“锦江
春色图”，给这位“学生”欣赏。“这幅画，是我前些年用了数个月时
间才完成，一直是我的珍藏品。”王安策说，“曾经还有人出价一万
元要购买。”

这位热心“学生”看到此画后连连称道，当即决定筹措画展一
事。“他说要邀请几位大腕坐镇。”但随后，话锋一转，面露难色，
“说是没带现金，邀请大腕得买几条好烟，希望老师先借点，稍后
让秘书送还过来。”

王安策摸出了身上仅有的500元现金，但“学生”却摇摇头表
示不够。随后，王安策起身进屋，拿出2000元现金，“一共2500元
都给他了。”

聊了一阵后，他说时间差不多了，约好的大腕要来了。走之
前，带上“锦江春色图”和另一幅画，说是要请人家鉴赏一下，才好
谈举办画展的事。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看E报。

“临走时，他还给了我名片。”
第二天，老伴下楼买菜，听小区门
卫随口问起， 昨天有人上门来找
王老的事，“才晓得，这‘学生’上
楼前，连我全名什么都不知道。”

随后， 家人拨打了名片上所
留的两个号码，均无法同这位“学
生”取得联系。王安策说，当时自
己也有些固执， 他相信这位“学
生” 会回来，“万一他有事耽搁了
呢。”

抱着这个想法， 老人时常望
着大门口， 盼着带画离开的“学
生”能出现。11月4日，等待大半个
月后， 王安策终于说服自己，“他
真的不会回来了， 我的确是遭骗
子了。”

“钱都还在其次，我最主要很
想找回那两幅画。” 王安策说，现
在上年纪了， 身体大不如前，“已
经没法再画出那样的画， 希望能
够找回来。”

当晚，记者在老人家中，拿到
了这张留有“陈文中” 字样的名
片，随后，拨通电话后，一名女子
接起电话， 表示她不是陈文中，
“已经有不少人打过来问，号码可
能被人冒用了， 如果被骗请尽快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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