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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临汾汾··

爱临汾

□记者 张翠玲 摄影报道

他们，从战火中走向和平，是一对从军行
医的革命夫妻；他们，自学书画篆刻成才，是
一对不普通的老人， 特别是篆刻人梁生文创
作的新型印式书法作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
比邻》在中、日、韩联合主办的国际书画审美
大展中荣膺金奖；他们，更是一对拥有崇高生
命观的老人， 已向静安区红十字会递交了遗
体捐献志愿书，引领文明进步新风尚。 他们，
就是家住岭南路 700 弄 1 号楼的梁生文、李
巧芝夫妇。

战火中结为革命夫妻

1932 年，梁生文、李巧芝出生于
临汾市襄汾县上西梁村， 从小相识。
一天，梁生文参加地下党的哥哥回乡
探亲时关照他带着姐弟去县城找解
放军。 梁生文也带上了李巧芝，和她
一起参加了革命。

自两人参加革命以来，志同道合，
相互敬慕。 1948年 2月，两人在襄汾
登记结婚，结为革命夫妻。

1948 年, 新婚不久的梁生文、
李巧芝夫妇把祖国的前途和自己
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抱着神圣
的理想，毅然参加临汾战役支前工
作。 梁生文负责挖工事、收集和运
输门板等事务性工作。 李巧芝负责
宣传、动员更多有志之士参加革命
工作。

临汾解放后，梁生文、李巧芝进
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4 纵队卫生
学校，边行军边学习。 有天天蒙蒙
亮时， 两人随部队坐木船过了黄
河，到达河南。 后来，又参加了解放
战争三大战役中的淮海战役。 这段
经历在李巧芝的人生中留下了难
以泯灭的烙印。 当时她在第 4 纵队
当看护员，“不断有伤员来，我们就
一直忙着救人，忙得白天晚上都分
不清。”李巧芝说。1949 年 2 月，在
淮海战役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李巧
芝荣立特等功，光荣入党，随后过
长江。

此时，梁生文成为了军医第 6 期
学生，到达河南开封。两个月后，他跟
随部队也过了长江。虽然两人都过了
江，但是那个年代个人没有即时通讯
工具，失去了联系。

后来两人回忆称， 从南京到重
庆，两人行军的方向一致，但就是没
能找到彼此。 没多久，李巧芝经湖北
到达重庆。巧得是，梁生文也在重庆，
他就读于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 后
来，承蒙部队党组织照顾，领导下令
将李巧芝也调进医科大学，在附属医
院当护士。 自淮海战役一别，两人终
于在此相逢。

1950 年 1 月 8 日， 梁生文从
第二野战军医科大学毕业，当时学
校急需人。 梁生文留校工作，直至

离休转至地方。上世纪 80 年代，两人
离休时考虑到儿女们都在上海工作，
两人也决定来上海，选择在刚成立不

久的临汾路街道安度晚年。 梁生文
说：“都是临汾，心里挺高兴，跟回到
老家似的。 ”

这对革命夫妻，在将近半个世纪
的革命历程里，并肩战斗着。 他们同
生死、共患难的革命爱情，曾经被战
友们传为佳话。

两人从零开始
学习书画篆刻

在临汾生活后，夫妻俩过起了普
通老人的退休生活。 一直以来，他们
对生活始终保有好奇心，年轻时没有
条件和机会尝试艺术活动，老了都要
学一学、试一试。

现在，两人是市军休中心老干部
大学的学生。 每周一和周四，他们搭
公交换乘地铁去乌鲁木齐南路上学，
乐在其中。

自 1995 年以来， 梁生文坚持自
学篆刻、篆书，有 100 多幅作品发表
于各地报刊、 书画集上。 他还荣获
《跨世纪中外书画艺术名人证书》。
早前，有线电视《闸北人家》栏目还
对梁生文进行了专访。 他老有所学、
自学成才的故事，通过荧屏传播到千
家万户。

梁生文学刻印章和书画，纯粹是
为了陶冶情操、修身养性。 梁生文从
零开始学，知道自己基础差，经过一
段时间的探索， 他决定主攻篆刻、篆
书。 于是，他购买了刻章工具和《金
石文字类编》《中国篆书大字典》等
相关工具书。他血压高，腰腿常痛，眼
睛也不好，却不分严寒酷暑，刻苦钻
研， 从临摹和欣赏名家作品入手，领
会笔法走向。 有了一定基础后，他报
名参加了徐正廉篆刻班学习，后来在
附近街道书法班担任了一年多的教
师。

李巧芝习国画十余年。她勤奋好
学，虚心求教，每周二将自己的书画
作业交给老干部大学老师批阅，促其
进步。 2015 年，李巧芝师从临汾书画
社的陆悲白， 其书画作品日臻成熟，
作品已多次荣登《临汾社区晨报》等
报刊。

记者在欣赏梁生文的作品时，感
受到他的作品风格。 梁生文篆刻的
《小康大业日日新》《人类命运共同
体》《祖国万岁》等作品，主题鲜明，
饱含爱国情感，富有时代感。 此外，他

的 《唯勤是
宝》《改革开放好》 等 5 枚篆刻被收
入《祖国颂篆刻作品集》；篆书《望月
圆》字体形象新颖，既富生活气息，又
有创意；《支前车》 里用字组成推小
车的场景图，生动活泼，趣味盎然，把
生活和艺术结合得天衣无缝，得到专
业人士的好评。

“篆书是篆刻的基础，而篆刻又
能提升篆书的意境。 ” 梁生文告诉
记者，他时常将作品进行比较。 近年
来，他共刻了近 2000 枚颇见功底的
印章， 尤其以收入金陵印社出版的
《书画金石精典》中的 4 枚篆刻为上
等佳品。

值得一提的是， 梁生文还将刻
印和书法巧妙融合， 历时两年大胆
探索， 终于成功创造了一种新型印
式书法， 为中国篆刻和篆书的发展
作出贡献。 他以此新型书法创作的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在中、
日、 韩联合主办的国际书画审美大
展中荣获金奖。

两人本着活到老、 学到老的信
念，以书法篆刻为乐，创作了无数上
品佳作赠予亲友，也有部分作品或藏
于自家书房，或挂在客厅。两人闲时，
互鉴互赏，满心欢喜。

双双志愿登记
遗体捐献

遗体捐献可以让生命以另一种
方式延续。 由于在我国起步相对较
晚，特别是在观念上许多人一时还难
以接受。早前，梁生文、李巧芝夫妇主
动联系岭南路 700 弄居委会工作人
员，表达了在他们去世后想要捐献遗
体的愿望。

李巧芝告诉记者，“我们也曾是
医学生，知道人类医学进步离不开遗
体捐献。 我们志愿登记遗体捐献，就
是单纯地想为医学事业作一点力所
能及的贡献。 ”在征得儿女们的同意
后，夫妇二人向红十字会递交了“志
愿捐献遗体登记表”。 随后，红十字
会工作人员上门为其办理了相关手
续。

梁生文、李巧芝夫妇从战火中携
手走向和平年代，无比珍视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坚持学习创新，丰盈美
好心灵。他们志愿捐献遗体的义举也
令人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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