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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学院 牛颖馨 摄

蝴蝶颤抖着落在肩头
像一封来自远方的信
遍历整个冬天
轻轻送到我面前

泥土裂开第一道缝隙
枯枝抽出了新芽
那些沉默的种子

都在期待一场细雨

风从南方吹来
带着候鸟的体温
悄悄掠过树梢
抚平孤独的灵魂

伸手触碰
指尖开出一朵暖花

似柔软的呼吸
像句从未说出口的告白

日光洒落
一切，都在醒来
尤其是那些
被冬天冻住的美梦

醒
阴 安全学院 姜逸飞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一晃八年已逝，我的父亲孟石先
生离开我们竟已如此之久。这漫长的八年，思念如影随形，悄
然填满了生活的每一处缝隙，就像那春雨，无声无息却又无处
不在，将我的心浸润得湿漉漉的。
每至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我与兄妹总会怀着无尽眷

恋与深沉追思，前往承载着家族记忆与思念的祖林地———孟
家林。一路上，往昔与父亲相伴的画面如电影般不断在脑海中

映现，那些琐碎却又温暖的日常愈发清晰，仿佛父亲从未离
开。

孟家林，这片位于泰山以西不远处的故土，是我们家族
的根脉所在。它犹如一位沉默而温暖的守护者，静静见证着
家族的开枝散叶、赓续绵延。父亲生前曾说，等他离去后，一
定要回到这片土地，与爷爷奶奶相聚。这里留存着家族数代
人的过往，铭刻着家族的记忆，是父亲灵魂深处永恒的栖息
之处。
从孟家林向东眺望，泰山的磅礴巍峨毫无保留地映入眼

帘。连绵的山峦与缭绕的云雾相互交织，构成一幅大气磅礴的

自然画卷。山风轻柔地拂过，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漫山
遍野绿意葱茏，松柏傲然卓立，此如诗如画的美景，父亲又怎
能不深深眷恋？他曾说这里风水好，我深知，那是他对家乡深
入骨髓、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家乡是父亲心底最柔软、最温
暖的地方。父亲生前无论工作、生活多么忙碌，他在回老家给
爷爷奶奶上坟这件事上几乎从未间断。那一次次踏上归乡之
路，是他对根的坚守，对亲情的执着，更是对家族传承的默默
践行。这份对根的眷恋，也深深影响着我们。

按民间传统习俗，父亲走后第三年便该立碑，以此寄托
我们对父亲的追思与缅怀。然而，家乡还有风俗，父亲走后

母亲尚在时不能立碑。三年前，我心中萌生为父亲立碑的强
烈念头。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些传统习俗
或许不再完全契合当下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如今，在一些地
方，父母亲一方去世后立碑时，会将健在一方老人的名字用
红色涂在墓碑上，以此表示老人尚在人间。经过与兄妹商量、
反复权衡，我们最终决定，在父亲离开八年后的清明节，完成
立碑这桩心愿，让这份迟来的敬意与怀念，在这片土地上深
深扎根。

为了给父亲立一座碑，我静下心来，细细梳理着父亲这

一生走过的路。过往岁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每一个细节都
清晰如昨，每一段回忆都饱含深情。往昔与父亲在砚边的对
话，瞬间在我脑际浮现，这既是一种幸福的回味，也是深深的
思念。
我为父亲的墓志文多次修改文稿，却总觉得难以完全表

达对父亲的敬畏之情。幸得著名学者何树华先生特意为父亲
撰写铭文：“其为人也，宽厚仁慈，善待众生。其育才也，孜孜不
倦，桃李繁荣。其为学也，博大精深，誉流齐鲁。其为艺也，格调
高雅，号曰孟竹。高山仰止，画坛独步。景行行止，士子咸慕。谈
笑在耳，音容在目。趋庭犹昨，彩衣如故。永垂不朽，咸沐其

祜！”这字里行间，是对父亲波澜壮阔一生的凝练，亦是他精神
品格的生动映照。
父亲待人处事总是谦虚谨慎，对待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

苟。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美术事业，怀着满腔热忱与敬畏之心。
20 世纪 70 年代初，父亲由山东省教育厅教材编辑处调入当
时的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泰山学院），肩负创建美术系
并担任系主任的重任。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创建新系科困
难重重、挑战巨大，但父亲没有丝毫退缩。他全身心投入美术
学科建设与发展，从课程设置、师资引进，到教学设备购置、教

学理念更新，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精心谋划。为了邀请一
位知名教授来校讲学，他不惜多次登门拜访；为了完善一门课
程的设置，他常常熬夜查阅资料。
当年，父亲以卓越的远见和非凡的魄力，率先成立全省师

范美术院校校际教研会，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合作。他深知，艺
术的发展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有打破院校之间的壁
垒，才能实现共同进步。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各院校之间的交
流日益频繁，学术氛围愈发浓厚，为全省师范美术教育事业的
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父亲主持美术系工作的那些年，他广纳贤才，积极邀请

全国著名的美术教授来校讲课交流，中央美术学院赵友萍教
授、南京艺术学院张华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尉天池教授等，
以及著名画家周思聪、黄养辉等艺术界泰斗都是在那个时期
纷纷来到美术系讲学。他们带来最前沿的艺术理念、最精湛的
绘画技巧，让师生们大开眼界、收获颇丰。这些学术交流活动，

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极大地提升了美术系在全国的知名
度。在当时全省多所同类师范院校中，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
系脱颖而出，声名远播省内外，极大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地位和
影响力。

正因父亲在美术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和深厚造诣，1978
年，他受国家教育部委托，承担起草全国师范院校美术专业
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的重任。这是沉甸甸的信任，更是艰巨

的使命。父亲深知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他查阅大量资
料，拜访众多院校，调研了解教学实际情况，经过无数个日夜
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这份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性的教学大纲
和培养计划，并推动其在全国试行，为全国师范院校美术专
业的规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全
国美术教育学会，进一步推动美术教育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
交流与合作。

20 世纪 70 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后，父亲是最早担任山
东省大中专美术院校招生负责人的教师之一，与时任山东师
范学院美术系主任的张鹤云教授一起，负责全省大中专院校

美术专业招生命题、录取工作。在招生工作中，父亲始终坚持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把关，为全省选拔出一批又一批
具有艺术天赋和潜力的优秀学子。他常常为了一份试卷的命
题反复斟酌，为了一个学生的录取与否与同事们协商讨论。他
以辛勤付出和严谨态度，为全省的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输送新
鲜血液，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父亲晚年时，常常回忆起往昔岁月，那些沉淀在时光长河
里的记忆，如同被按下播放键的老电影，在他脑海中一幕幕放
映。在无数回忆交织的画面里，有一件事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
置，让他每每回想，都感慨万千。

记得有一次，我与父亲在砚边聊天。父亲的目光渐渐变得
悠远，像是被回忆牵引，他的思绪回到了 1977 年。父亲说，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国家终止了高考制度，当时“老三届”的命
运也由此改变，他们无奈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或进入工厂、
农村。此后的十余年，教育领域停滞不前，人才培养受到极大
影响，与国家建设的需求矛盾愈发突出。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恢复
了高考制度，这一消息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
路，其中也包括众多怀揣艺术梦想的美术人才。当时，不少“老

三届”学生早已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但内心对知识的渴望从
未熄灭。为了给这些被时代耽误的美术人才争取上大学的机
会，国家和相关部门积极努力，制定特殊政策、调配教育资源，
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

父亲接着又说，在国家恢复高考的那个关键节点，他有幸
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张鹤云教授一同负责山东省的美术招生工
作。当他们第一次与那些被时代耽搁的大龄学生接触时，父亲
看到了一双双满含希望的眼睛。那些眼中重燃的火焰，带着历
经岁月磨砺后的坚韧，以及对知识和艺术梦想的执着追求，深
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为了能让这些怀揣艺术梦想的学生顺利踏入大学校门，
父亲和张鹤云教授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的征
程。他们四处奔走，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更为宽松、有利
的招生政策支持；反复协调各高校，努力为这些学生创造更多
的招生录取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资源调
配的紧张、政策解读的分歧、招生名额的限制……但他们从未
想过放弃。无数个日夜，他都在为这件事出谋划策，寻找解决
问题的契机。每当他在疲惫中想到那些学生对未来的憧憬，想
到自己的努力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所有的辛苦都瞬间化作了

前行的动力。
父亲感慨地说，在他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为这些大龄学生

创造追逐梦想的条件，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后来，看着那
些学生从校园走出，在艺术的领域里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的时候，他知道，这便是岁月给予他最珍贵的回馈，也是他人
生价值最生动的体现。

父亲曾经对我说，美术系成立伊始，白手起家，专业教师
仅有五六个人，因此他整日都沉浸在繁重的教学与行政事务
之中。在他担任美术系主任的那些年里，他放弃了太多创作的
时间，极不情愿地搁下画笔，去处理繁杂的事务。

在美术创作上，父亲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他一生专注
于中国画山水与花鸟的研究与创作，倾注着对生活的热爱和
对艺术的执着。他笔下的泰山巍峨耸立，展现出大自然的磅礴
气势与生命的力量，让人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他
的花鸟画质朴灵动，栩栩如生，让人从中看到人性的善良、坚

韧与美好。
父亲一生喜竹，爱竹，画竹，颂

竹。他的笔下，竹在一年四季、风雪
雨露中皆有独特的生命体现。他画
竹，是心灵的映照，是精神的寄
托，更是个性的写照，因而赢得学
界普遍认可。在一篇品评父亲绘

画作品的文章中，父亲笔下所画
之竹被称之为“孟竹”，这既是对
父亲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艺术
上的创新。在画竹的表现技法上，
父亲创造了“空断雪”的独特方法。
他的作品雅俗共赏，深得业内学者
高度赞誉和大众广泛喜爱，在社会上
树立起极佳口碑，成为艺术领域的经
典之作。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与奉献永不落幕

的一生。父亲自童年离开家乡，前往济南第三
中学求学，到后来他凭借自身不懈努力考上大
学。工作后，他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高等
师范美术教育领域。在山东美术教育的沃土里，尤其是泰
安地区，他以开拓者的姿态辛勤耕耘，凭借卓越的教学理念和
无私的奉献精神，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美术人才。像山东
大学张乐毅教授、山东艺术学院沈光伟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王
志明教授等，他们是高等美术教育领域的中流砥
柱。还有董洲、曹和平、王沂光等一大批才
华横溢的著名画家，在艺术创作领域成

绩卓著。他们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
传承着美术教育与创作的火种，
延续着父亲对美术教育事业的
热忱与执着，成为父亲奉献一
生的有力见证。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与
闪耀交织辉映的一生。在生
活里，他是为家庭默默付出
的顶梁柱，用坚实的脊背扛

起生活的琐碎与艰辛；在事
业中，他是师范美术教育领
域的拓荒者，为培育艺术人才
倾尽全力。为父亲立碑，于我而
言意义格外深远。这座墓碑虽不
大，却承载着厚重的情感。碑中的
每一个字、每一道刻痕，都浸透着我对
父亲深深的怀念与无比的尊敬。中国艺术
研究院著名学者、书法家李一先生以苍劲有力的
笔触为父亲书写碑名，著名书法家沈维进先生饱含深情地撰

写碑文，著名雕刻家王力先生精心镌刻，将这些文字稳稳地落
在碑上。父亲的墓碑，宛如一本厚重的书，翻开是他跌宕起伏、
饱经风雨的一生，合上是我对他无尽的崇敬，在岁月里静静诉
说着他的故事。

父亲的一生，是成功与担当恒守初心的一生。面对从事
的事业，他敢于担当，在他的努力下，昔日的泰安师范专科学
校美术系，在岁月长河的洗礼下蓬勃发展，如今已华丽蝶变为
拥有近百名教师、千余名在校生的泰山学院艺术学院；他甘为
人梯，为培养人才倾尽心血，肩负起传承艺术火种的使命。父

亲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绘画艺术，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上持续探
索、躬身实践。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以笔为剑，披荆斩棘，用一
幅幅饱含生命力的作品，坚守对艺术纯粹的热爱；作为父亲，
他倾尽心力，助力子女迈向成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智慧与
耐心。他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熠熠生辉的灯塔，以智慧和经验
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是温暖的心灵港湾，在我们疲惫、迷茫
时，给予无尽的温暖与力量。他的故事与精神，将激励着我们
以及更多的人在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行，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
阻，都能坚定信念，不负他的一生努力与拼搏，在人生的征途
上，续写属于自己的奋进篇章。

伫立在孟家林这片土地上，凝视着刚刚为父亲立起的这
座墓碑，思念如汹涌潮水般袭来。微风轻轻拂过，仿若父亲温
柔的抚摸。父亲虽已离去，但他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永远
刻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伴随
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至永恒。

清明，为父亲立一座思念的碑
阴 艺术学院 孟鸣

科大颂，科大颂，日月颓光山河动。
君问大言底事来，此日为君一一证。
君不见，

擎云巨柱对南山，九龙盘旋直上天。
日照龙鳞金万点，势如霹雳吞长川。
君不见，
若水园中明光池，尽日凰栖碧梧枝。
水云烟阙接仙处，之觞于此狂赋诗。
二月春风发紫萼，月明万点星摇落。
半亩芳蕊谁堪怜，之觞之觞此间乐。
三月东君来未迟，玉兰新发花满枝。
玉兰玉兰真仙子，半空飘飖凝如水。
花飞叶落委何处，尽日灵风遍地吹。

五月姮娥花前过，月华抖落花间陌。
一湖春水夜流辉，玉柳萧萧瑶池碧。
九月枫边日脚斜，枫似重楼叶似霞。

秋风一夜惊吹起，杀尽山南山北花。
腊月雪花扑面冷，片片花飞映月影。
天地清辉一色中，月华更与霜华并。

君且看，
南临碧海北流丹，西倚流云无限山。
无限山，之觞醉饮于其间。
中宵每泛星槎去，平明醉倒月亮湾。
此地有花亦有酒，花时沽酒诗与友。
酒美花飞思若泉，更宜狂诗十万首。
介之觞，介之觞，汝之大学得如此，
汝宜长歌对之倾万觞！

科大颂
阴 能源学院 宗雍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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