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驾一叶扁舟舞梦想，寻几许阳光放异彩。”这是李艳
红家书房门框上贴的对联，是应曹隽平要求，李艳红自己
创作的，是她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写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新时代的社
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
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曹隽平对李艳红10年书法精准扶贫，通过扶志、扶智，
满足了她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所有梦想都是美丽和珍贵的，没有卑微高贵之分，李
艳红一手锄头，一手毛笔，其梦尤其尊贵。帮扶她，也是帮
扶、快乐我自己。”曹隽平说。

快乐是人生最大的追求， 希望和梦想是改造自己、改
造生活最大的动力，像曹隽平这样的精神扶贫、文化扶贫
就是扶快乐，扶希望和梦想，与物质扶贫同等重要。

对被扶的李艳红和帮扶的曹隽平来说，他们都是快乐
的，都是希望和梦想的追随者和实现者。

人人如此，这，就是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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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红夫妇和两个孩子
分别睡在两间次卧， 主卧用
来干什么呢？

养兔子。
家里没有专门的养殖场

地， 只能把面积稍大的主卧
腾出来给近百只兔子住。据
王建国介绍，“当初李艳红养
兔子的目的， 是想报答曹老
师。 她说以前下山只能给曹
老师捎一些小菜吃， 但她还
想送一道大菜（荤菜），于是
从山上老乡家要了几只野兔
来，后来越养越多，就成了现
在这个规模。”

除了教书法， 曹隽平还
帮李艳红卖兔子。

“当时用来配种的兔子
都是从老乡家赊来的， 曹老
师帮我卖了钱后才还上账。
我的兔子从来不喂饲料，都是
喂青菜和草、米饭，纯天然，绿
色环保，口感很好。主要靠曹
老师和他的朋友帮忙卖，村里
人只买过一只兔子。”

就在这次曹隽平下山后，
郴州小鼎锅总经理李学斌听了
李艳红的故事， 承诺包下李艳
红所有兔子的销售。

李艳红闻讯， 高兴地说：
“今后，我可以安心写字了。”

曹隽平还透露， 他正在筹
划帮李艳红卖其书法作品。

见过李艳红的人都说，她
灿烂的笑容能驱散一切阴霾。

除了书法的脱胎换骨，更
重要的是李艳红安居了， 快乐
了，她身上透着一般村妇少有的
大气和平和，那是内心深处幸福
沉淀的结果。还有什么比梦想实
现更让人觉得美好的呢？

周围都是两三层的楼房，
李艳红家的平房夹在中间，显
得有点寒酸。但大家看到，在她
家堂屋正中的矮桌上， 摆放着
几朵她劳作时收集的野花，有
红的月季和黄的菊花， 枝瓣上
雨露晶莹，鲜艳欲滴。

“看，这就是梦想在开花。”
曹隽平说。

十年书法扶贫让大山里的她梦想开花
从下山求教到送课上山，从扶梦想到扶物质，曹隽平的坚持改变了李艳红的人生

“五盖山海拔1600米，峰顶常年被云、雾、雨、露、雪所
盖，故得名。李艳红生活在这里，我想，山可被盖住，但任何
东西都不应盖住梦想，比如她的书法梦。我必须助她圆梦，
这也是我的梦。” ———题记

12月初，冷雨斜飘，寒风透
骨，湖南郴州五盖山雨雾缭绕，
曹隽平从长沙坐高铁到郴州，
再坐汽车进山，红着鼻子，搓着
手，敲开了山上一栋平房的门。
他是来给李艳红批改作业的。

曹隽平， 湖南省文化馆副馆
长、《艺术中国》杂志主编，作家、收
藏家、书法家，国家一级美术师。

李艳红， 湖南郴州五盖山
镇农民，两个孩子的母亲，身高
一米三七，家庭贫困。

这两个原本素不相识、 毫不
相干的人，却因书法———不，准确
地说应是因书法梦想结缘， 一个
有梦，一个助其圆梦，一路走来，一
晃已10年，并将一直走下去。

1971年出生的李艳红读完
中专后没再念书，17岁那年，她
在一位退休老干部家中做保姆
时， 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毛笔
书法， 便被其精妙和隽美所吸
引，萌发了对书法的向往。

2008年， 已为妻母的李艳

红经常在村里活动室的《郴州
日报》 上看到曹隽平的书法教
学报道，抑制不住，在下山赶集
后前往报社问到了曹隽平的地
址，找上门，问是否可以拜他为
师学写字。 曹隽平当时是郴州
湘南学院副教授，教书法。

曹隽平先是愕然，继而感动。
“我知道，在那偏远的大山

里， 学书法可能是她最大的快
乐，这个徒弟，我必须收。”曹隽
平回忆当时的想法。

收李艳红做学生， 自然是
免费的，还得赞助纸笔墨。

先是李艳红下山请教，后
是曹隽平送课上山。

就这样， 不管家人的反
对———老公骂她浪费电不准她
写字， 也不怕别人的笑话———
村里人嘲笑她异想天开， 白天
田间劳作，夜晚一灯如豆，就着
简陋的环境，日复一日地临摹、
练习，李艳红坚持写了10年，曹
隽平也坚持教了10年。

每次曹老师来， 都是李艳
红的节日。

迎着曹隽平的， 依旧是她
如冬日暖阳般的笑容， 还有在
风中飘动的鬓角碎发。

李艳红的卧室兼书房只有
约6平方米， 里面就一张大书
桌、一张床、一个大衣柜，文房
四宝随处可见， 几支写秃了的
毛笔用细麻绳穿起来挂在门后
做装饰。 床上摆满了李艳红的
书法习作，“睡觉的时候， 我就
把宣纸搬到桌上， 练字时就把
它们移到床上。”

看着她娇小的身子在矮旧
的房屋里穿梭一阵后， 就着昏
暗的灯光， 曹隽平开始为李艳
红批改作业和示范。

改字、解字，口不停，笔不
断，曹隽平娓娓道来。求知若渴
的兴奋、如获至宝的欢欣，绯红
了李艳红的脸庞。

同行的在郴州教书法的王建
国说：“一张宣纸长1米37， 宽0.68
米，写完一张要3-4个小时，李艳
红每周练4-5张，粗略算下，就知
道她花了多少时间在练字上。”

练字用的纸笔墨， 最初是
曹隽平给， 后来曹隽平的朋友
和学生包括王建国等人都争着
给，并定期给她送上山来。

每天除了劳作，李艳红一有
空就练字。作为村里的贫困户，她
对书法的执拗感情周围人很不
理解， 包括她丈夫何忠亮：“她很
喜欢写字，我有时干起农活忙起
来，就冲着她发气，骂她。”

“我家男人看不惯我的‘不

务正业’， 一见我写字就来气，
跑来抢笔夺纸。 我只能趴在桌
上，用身子护着，就怕他撕咯。
他不打我就已经很好了。”

随着李艳红的字越来越漂
亮， 丈夫的态度也有了改观：
“她写就写吧。”

同村村民曹路花说：“我们
这里的妇女闲时都在打牌，但李
艳红不打牌，天天在家写字。”

觉得写字如此快乐， 李艳
红想把这种快乐传递出去，她
曾教过附近几个孩子练字，但
没人能坚持下来。

“学书法，我觉得自己走对
了路，捡到了宝，心灵上得到了
安慰。 曹老师和这么多知识分
子支持帮助我，看得起我，是我
莫大的荣幸。”

“以前觉得曹老师是个热心
肠，现在觉得是个恩人。他没给我
打电话的时候，我觉得练字没那
么有信心。一接到他打来的电话，
就觉得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

李艳红捋一捋鬓角的碎
发，眼圈微红。

变化最显著的， 自然是李
艳红的字，从最初的一张白纸，
到现在书法界人士文酱这样品
读她的书法作品：

“看李艳红的字， 只一眼，
便毛孔偾张，汗毛倒竖，惊艳无
比。再细看，笔捺弯折如刀刻斧
斫，掷地有声，顶天立地。落在
纸上的， 有十年如一日的不懈
坚持，有苦中求乐的倔强，有乡
野粗糙的可爱笨拙， 也有生活
的艰辛和隐忍。”

“这个徒弟，我必须收”

“学书法，我捡到了宝”

“我可以安心写字了”

记者
手记 同等重要的是精神扶贫

■记者 周智颖 叶竹

扫二维码看曹隽平和李艳红之间
的更多细节故事。

李艳红的书法作品。

李艳红在练字。

曹老师的到来让李艳红格外开心。

曹隽平在给李艳红上课，这种送课上山的特殊教学他已经坚持十年。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