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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活·晚情

□记者 闫卫利 文/图

玩泥玩出大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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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拐杖
母子情深

居家养老好处多

宝淘宝晒●+

□孙跃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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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奶奶要过75岁生
日，父亲上山去砍柴，准备置办酒
席。当父亲经过一悬崖处时，一
棵奇特的枣树吸引了父亲。它只
有10厘米粗细，弯弯曲曲的，好
像一条龙。父亲顾不上劳累，费
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悬崖，砍下
那棵小树拿回了家。父亲要它干
什么？

父亲说：“你奶奶腿脚不方
便，这棵小树长得像条龙，我要给
你奶奶做根拐杖……”

父亲当即用小刀剥下树皮，
然后用砂布细细打磨，根据奶奶
的身高，将两端多余的部分截
去。父亲又请木匠给它涂上一
层红漆，一根龙形拐杖（上图）就
做成了。生日那天，当奶奶拄着
拐杖出现在亲人面前时，立刻赢
得大家的赞赏，奶奶布满皱纹的
脸笑成了一朵菊花，别提有多开
心了。

自从有了这根拐杖，不论走
到哪里，奶奶都手不离杖。同村
一位企业老板看到奶奶的拐杖，
要掏1000元买走，奶奶坚决不同
意，说：“这是俺娃的心意，多少钱
俺也不卖！”

岁月如梭。转眼这根拐杖陪
伴着奶奶走过了13年的时光。
如今，奶奶身子佝偻了，拐杖的油
漆斑驳了，但父亲和奶奶的母子
情，依旧浓得化不开。

我认为如果个人条件允许，还是
居家养老好。居家养老，可以减轻社
会负担，还可以弘扬传统美德，温暖老
人心扉，有益身心健康，延年益寿。

居家养老，可安享合家团圆之乐，
和睦相处之福。我今年82岁了，全家
祖孙四代17口人。我老伴脾气好，我
们老俩相互照应，对子女及媳妇们也
体贴入微，三代婆媳之间从未红过脸，
一家人相亲相爱。

尊老爱幼是我们家的传统美德，
小重孙今年4岁了，聪明伶俐，尊敬长
辈，给老奶奶捶背，扶老爷爷下楼，看
到爷爷奶奶扫地,他马上去拿簸箕，看

到姑姑姑父们蹲着干活，他马上搬个
小板凳……背唐诗、唱儿歌，只要他在
我们跟前，总会逗得全家人喜笑颜开。

居家养老，能感受到儿女们的孝
顺，共享天伦之乐。我的儿女们很忙，
各有各的家务，虽未和我们老俩一起
居住，但都能常回家看看。孩子们进
了家都争先恐后地帮我们洗衣、做饭、
搞卫生。如今，我们老俩都八十有余，
儿女们为了照顾我们，一日三餐轮流
做。人老了腿脚不方便，女儿专门给
我们买了一把轮椅，我有病住院了，儿
女们就守在床边。

每年冬季，女儿都把我们接到她

家居住，她家有暖气。女儿、女婿上班
忙，一日三餐不能全部按时做，儿子买
了一辆三轮车，每天往返十几公里和
儿媳一起来做饭，陪我们聊西家长东
家短。

闲了我可以养花弄草、练书法、念
唐诗。居家养老，使我悠然自得。

□李易农 文/图

邹孝敬退休六七年了，日子过得比上班
的人还忙。邹孝敬以前是搞宣传工作的，写
写画画，现在迷上了陶瓷艺术，他一钻进去
可不得了，居然凭借《美人鱼》这幅作品，在
去年我省举办的首届陶瓷艺术节上获得了
三等奖。

邹孝敬的陶瓷艺术品很有独创性。他
先在纸上构思图案，然后用复印纸把图案印
在瓷砖上，再用泥浆根据图案的色彩沥线、
上釉，最后请工人烧制。看着普普通通的一
块块瓷砖，在自己的手中变成一件件精美的
艺术品，邹孝敬觉得生活很充实。

自从去了一趟西安的碑林，他又迷上了
浮雕。他买来特殊的泥巴，早上5点多起
床，顾不上洗脸刷牙，坐在阳台上这儿捏捏，
那儿雕雕，一干就是几个小时。老伴儿看到
他天天这种状态很担心，劝他找了个工作，

邹孝敬的生活才有了规律。
做浮雕首先要画图。为了做龙门石窟

卢舍那大佛的雕塑，有一段时间，邹孝敬天
天带上干粮和水，到龙门石窟静心临摹，以
至于龙门石窟的管理人员都和他熟了。正
面、侧面、仰视图好临摹，大佛头部后面怎么
临摹，邹孝敬的执着打动了龙门石窟研究院
的工作人员，他们破例准许他爬到后面的台
阶上临摹。

草稿画好了，下一步是练泥，就是把特
制的泥来回摔，直到泥变得柔软瓷实。这可
是个力气活儿，邹孝敬胳膊一捋跟泥水匠似
的翻腾泥巴，弄得浑身出汗，大呼舒畅。

练泥之后就要静下心来根据草图捏头
像，邹孝敬这边捏，那边雕，在不断修整中一
个雕塑模型出来了，然后经过上釉烧制，就
制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邹孝敬还痴迷根雕，天气晴好时，他和
老伴儿拿上铁锹、斧头、锯，推着自行车就去
野外“淘宝”了。看到符合审美的树根，他就
挖回来。

说起此事，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一次，
他和老伴儿看到一个工地上裸露出来不少
大树根，就又刨又挖又锯，终于把那个树根
装进一个袋子里，抬上自行车。这时附近一
个保安跑上来盘问他到底挖走了什么文
物。邹孝敬说是树根，对方不信，非要打开
袋子检查，看到袋子里确实是一个老树根，
对方笑了，赶紧放行。

回到家里，邹孝敬凿子、刨子、斧子轮番
上阵，一个枯萎的、看似毫无价值的树根，就
变成了活灵活现、很有艺术价值的根雕。大
块头的树根变成古色古香的花盆架子，树根
修长的变身美丽的“白天鹅”，连一个小葫
芦，他也能雕上诗词作品。只要手头有可雕
之材，他就会想尽办法把它雕琢出来。

邹孝敬说，不管是捏泥巴、玩根雕，都是
一个由动到静，由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过
程，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陶冶情操，
让人身心宁静，让所有的名和利都变得不那
么重要了。

树根雕出艺术品2

快乐不在于金钱的多少，在于自己的追
求。涧西区中泰世纪花城的邹孝敬，退休后陶
醉于泥巴堆和枯树根里，把一文不值的东西变
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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捏出快乐

根雕

卢舍那大佛雕塑半成品

邹孝敬和他的获奖作品《美人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