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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刚 晋江人，晋江市交通运输管
理局退休职工、晋江市老年大学书画学会
会员，爱好书法，现于晋江市老年大学书
法提高班学习。

“晚晴”刊名邀你来写

本期刊名题字人物

刊名题写请注明个人简介（含个
人照片）、联系电话。

为了方便与读者们互动，我们设置了多
个互动渠道，欢迎与我们联系。来信来稿请
注明姓名、年龄、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3505065057
15980068048

投 稿 邮 箱 ：33853075@qq.com
84552165@qq.com

微信留言：关注“晚晴周刊”微信公众
号，直接发送至后台。

寄信地址：晋江市长兴路报业大厦20楼
晋江经济报社专刊部《晚晴》周刊收。

《晚晴》周刊联系方式

本报讯 5月16日至19日，晋江市第六期
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负责人及专职党务工作者培
训班在三明市委党校举行，来自晋江市直、镇街
的108名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负责人及专职党务
工作者参加此次培训。

在为期四天的培训中，与会人员学习了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
索》《三明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等专题课堂，并实地走访将乐县常口村、
新桥乡岭下村、上青乡崇际村，聆听“一碗擂
茶”“一杯米酒”“一条鲤鱼”等故事，并前往沙
县府前社区、沙县余邦村、夏茂镇文昌宫、东霞
社区、永安市公安局等地考察，践履知和行的

“辩证统一”。活动中，学员们借鉴离退休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经验，在对标对表中激发干事创
业的智慧，在学习先进经验中探索自身建设发
展的路子。

据悉，此次培训旨在增进两地研讨交流、互
学互鉴，进一步开阔晋江市离退休干部党组织
负责人及专职党务工作者视野，增强晋江市离
退休干部党员队伍和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
战斗力，促进晋江离退休干部党组织规范化建
设再上新台阶。

资讯

晋江举行离退休干部
党组织负责人培训

如今，叶树德画国画已有 10
多年，他的画工也越来越好。

“油画画错了可修改，但国画
不同，一笔错了就前功尽弃了，所
以下笔之前都要先想好怎么构
图。”虽然叶树德觉得自己画画只
是自娱自乐，却也不允许自己马虎
对待，他要求自己每天一定要有五
六个小时的时间用于画画，或者学
习与画国画相关的内容。

画国画，他喜欢画山水和人
物。为了画好山水，他常常外出旅
游写生，每到一处名胜景区旅游都
会带上速写本，把看到的山水速记
下来，也记进脑海里。画山水，讲
究的是山水的气势和灵动，画人物
则重在神态和动作。这些年他画

了许多的人物长卷，比如金陵十二
钗、十八罗汉、二十圣人像等，画的
长卷，短的有十几米，长的有 40多
米。“这幅水浒人物志有 45米长，
是我作品里最长的一幅，里面画了
109个人物。”

叶树德说，人物多，每个人的
特征都要烂熟于心，比如每个人的
个性、神态等，为此，他准备了半年
多，读原著、查资料，再结合自己的
理解，去创作每个人物的初稿，不
满意的时候便重新打稿，常常一个
人物换稿了一次又一次，有的人物
甚至要易稿十来次。一幅长卷常
常要画上半年甚至一年。“人物的
眼神、动作、神态，都要反复琢磨，
有时吃饭都在想，有时要睡觉了突

然有了灵感，半夜翻身起床提笔就
画。”叶树德说。

画长卷，不仅考验画工，还考验
书法，“每个人物都有一段简介，还
有前序与后记等题词，字写得好不
好对于一幅画来说也很重要。”由于
叶树德过去都写硬笔，不会写毛笔
字怎么办？那就练起来，从楷书到
行书、隶书，叶树德每天都抽大量的
时间练字。“看看五年前的作品，再
看看现在的作品，你看上面的字差
多少。”叶树德常常说，画得好不好
是一回事，但是一年有没有比一年
更进步却是最重要的。

渐渐的，喜欢叶树德的画的人
越来越多，他也受邀参加了各种展
览。今年元旦，在朋友的邀请下，他
在梧林传统村落开办了个人展，这个
展从元旦一直持续到了5月1日。为
此，他准备了自己近些年的60余幅
作品，“没想到，到老圆了自己的绘画
梦，这算是对自己这几年绘画的一个
小总结吧。”叶树德说道。

自从生意交给了孩子，叶树德
开启了自己的幸福生活。每天早
上，他与妻子都会到八仙山练太极
拳一个多小时，然后和拳友们泡茶
话仙，再回家画画。“练太极拳可以
锻炼筋骨，灵活手脚，对于画画也是
有很大帮助的。”在叶树德看来，这
样的生活快乐又充实，“幸福不是有
很多钱，而是能够做喜欢的事情，在
热爱的事情里找到幸福。”

晚晴人物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李杰采写

梅岭65岁叶树德：画出幸福晚年
他热爱绘画，也曾是名画匠，

但后来因为生活成了一名生意人，
无法专心于画。步入晚年，他重拾
梦想，醉心国画，为了画好画，他学
书法、练太极，将晚年生活过得风
生水起，快乐又充实。今天，“晚晴
周刊”带你走进咱厝叶树德的故
事，感受一下他“老有所乐”的幸福
晚年生活。

叶树德1959年11月出生于晋江梅岭
沟头村，从小喜欢画画，大概五六岁的时
候，他经常拿着烧柴留下的碳棒在青砖墙
壁上画鸡、鸭等，看到什么就画什么，父母
不但没有责备他把墙壁弄脏，还会笑着夸
他“画得真棒！”。这让他大受鼓舞，更加
喜欢涂鸦了。

在那个生活艰苦的年代，叶树德只读
了一年初中就辍学了，而后他跟随父亲去
了国营机砖厂工作，成了一名整天与砖瓦
打交道的砖瓦工。在机砖厂，他的绘画梦
并没有破灭，没有画画的条件，他就尝试
用做砖瓦的泥坯作画纸，刻刀当画笔，雕
塑一些鸡、鸭、猫、兔之类的动物。有空的
时候，他就会跑去晋江文化馆看里面的展
览，观摩工作人员的创作。“我能在绘画这
条路上走到现在，真应该感谢晋江文化
馆。”叶树德回忆说，他十三四岁的时候就
喜欢去晋江文化馆看创作和展览，在机砖
厂上班后，去文化馆看画更成了他生活中
的期待。“那时印象最深的是，在文化馆看
到有人在创作年画《捕鲨》，一笔一画之间
就将捕鲨场景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叶
树德说，这更加激发了他学习绘画的热
情。

“后来，机会终于来了，我有幸在文化
馆得到了正规的培训。”叶树德说，1978年
的一天，他在晋江文化馆看到美术培训班
招生的通告，并把这一消息告诉了父亲，
父亲立马带他到文化馆报了名。

原来，上世纪 70年代初，晋江县文化
部门组织了工农兵(以农民为主)业余美术
创作学习班，召集晋江各乡镇有一定美术
基础的学员到文化馆进行农民画学习和
创作。学习班每年两期、一期两个月，每
期有一二十名学员，聘请了晋江本地知名
的画家作为辅导员，到生产第一线、工地、
水利建设等地方直接写生，在创作中学习
专业知识。虽然学习的时间很短，但这些
学员年轻，对绘画充满热情，加上老师们
的循循善诱，与学员们同吃同住，一起采
风，互相探讨，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后
来，这些同学都在农民画创作上取得了不
俗的成就，晋江农民画很快崭露头角。叶
树德每次去文化馆看到他们在学习创作，
眼里充满了向往。

终于，20岁的叶树德也成了培训班的
一员，他很是兴奋，这是他第一次系统地学
习画画，先学习两个月的素描，然后开始学
油画。虽然学习时间并不长，但叶树德的
绘画技艺突飞猛进，他的绘画梦从此插上
了翅膀。

上世纪80年代，行画出口生意
正在兴起，由于画得不错，当时石
狮新华行画室邀请叶树德加入画
室，以画出口油画为主。那时，叶
树德想着，可以以画为生，还可整
日画画是多么让人高兴的事。但
是，行画订单并非每天都有，画行
以画计件，有订单的时候一天最多

画三四张，但也常常没有订单，收
入的不稳定性让曾想以画为生的
叶树德默默地收起了绘画梦，转行
做起了鞋贸易。

此后 30多年里，虽然忙于生
意，但叶树德对绘画的热爱却不减，
有空的时候仍然喜欢看画展，偶尔
也会提笔画上一幅。步入知命之

年，叶树德逐渐把生意交给了儿子，
有了时间，心底的绘画梦再次燃起，
他开始重拾画笔，这一次他选择画
国画。“可能是年纪渐长的原因，越
来越喜欢国画，过去画油画好像流
水线作品，谈不上艺术，但国画不一
样，有着深厚的底蕴，画起来更有创
作的乐趣。”叶树德说。

砖瓦工的绘画梦

天命之年重拾画笔

为画人物长卷学书法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
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
台。“才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平
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才艺秀场

摄影作品：《黄河水》
作者：庄丽雅（女，1959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