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今天，祖母功高至伟。伯父的孝敬是出

了名的。祖母生前常给我们说．伯父从小

到大没给她说过一句重话、回过一次嘴。

后来．祖母先后患了胃病、甲状腺囊肿等

疾病．伯父想方设法请医生诊治，买了当

时最好的进口药“胃仙优”给祖母吃，直

至完全治愈。祖母晚年，伯父也离休在家．

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她老人家。

伯父出生寒门，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

百姓情结．始终怀抱爱民之心。伯父曾经

动情地对我讲过．当年离开佳县时自己并

没有被提拔的喜悦，相反是无限的眷恋与

不舍，涌在心头的真实想法是．如果能把

一个县治理好、把老百姓的脱贫致富问题

解决了，那才是为官一任的价值所在!

伯父一生心地善良、宽厚仁慈，一辈

子没整过人．总是为人做雪中送炭的事．

干部群众也愿意对他讲实话、愿意同他交

流交心。伯父晚年，家里依然人来人往，

当年工作过的地方的一些老同事、老部下

和农民、工人朋友都乐于来家里与他聊天、

拉家常，一攀谈就是大半天。言谈中，伯

父经常为社会上的一些不正之风而忧心叹

息．有时甚至心急如焚。

伯父一生做人低调，生活极其简朴。

他反对奢华．衣着简单．饭食始终是老

家的粗茶淡饭．不喝酒、极少吃肉．一

盘青菜是他的至爱。他向来反对收礼，

极少吃请．为人办事不图回报．对权钱

交易等歪风深恶痛绝。

伯父病情危重时．嘱咐我父亲 “后

事要简办，不要回榆林去给人家添麻烦，

就在咱老家．你和子女与村院的老小们

把我安葬了就对了。”伯父病逝后，当

年的同事故友和干部群众4000多人自发

前来吊唁．或发来悼词、挽联和唁电，

表达了深切的怀念。原榆林行署副专员、

省粮食局局长贾建文．原榆林地委副书

记、行署专员施润芝，榆林市委原副书

记李涛等领导同志，先后撰文回忆与伯

父合作共事的愉快时光，缅怀他们之间

的深情厚谊。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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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兰芳拜师
1924年，梅兰芳结识了齐白石，并拜其为师学画花

鸟草虫。当时，梅兰芳在京剧界已如日中天，而齐白石

则还没什么名气。齐白石便对梅兰芳说： “你这样有名，

我是一介布衣，你叫我一声师傅就是抬举老夫了，就别

提什么拜师不拜师的啦。”梅兰芳却不同意，坚持行了

拜师礼。不管风天雨天，他都按时到齐宅学画。进门先

鞠躬问好，谦恭得像个小学生。

一次，齐白石到一个显贵家去应酬，看见满座都是

达官贵人，而他却没有一个熟友，形单影只没人理睬，

他只好窘迫地委身于后排一个角落坐下，自悔不该贸然

前来讨没趣。这时梅兰芳进来了，在与众人寒暄中看见

了齐白石，赶紧疾步走过去搀扶起齐白石到前排坐下。

此情此景，让许多人甚为不解，有人便问梅兰芳： “这

个布衣老头是谁?你为何对他如此恭敬?”梅兰芳故意

提高嗓门大声回答道： “这便是名画家齐白石先生，也

是我的老师!”此话一出，在场者无不惊讶和敬佩，纷

纷上前拜识齐白石。

齐白石对此感激万分： “兰芳此举，不仅为我挣回

了面子，无形中也为我做了最好的宣传。”事后，齐白

石很用心地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梅兰芳，并赋

诗一首： “曾见先朝享太平，布衣蔬食动公卿。而今沦

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梅兰芳收到画后十分感

慨，当即和诗一首：“师传画艺情谊深，学生怎能忘师恩。

世态炎凉虽如此，吾敬我师是本分。”(达明)

齐白石与梅兰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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