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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几笔勾勒山水 一支画笔描绘老有所乐
几笔勾勒山水，行笔走墨绘出心中信念。

家住芷江西路 123 弄居民区的“90 后”居民
张竹君，一手好丹青远近闻名。 张竹君还有两
位姐妹，莲君、兰君。 生于书香门第的她们，在
父亲每日笔墨丹青的熏陶下，耳濡目染，逐渐
也开始持之以恒练习丹青。 后来，繁忙的工作
促使毛笔逐渐蒙尘。 三人退休以后， 重拾画
笔，用一支笔描绘人生所乐。

为使丹青翰墨盈香代代， 在大姐张竹君
九十寿辰时， 张竹君之女易筠为姐妹三人编
纂选集《张氏三姐妹书画集》。 该书画册收录
三姐妹作品 202幅（其中书法三幅）。本书还
收录了部分张氏三姐妹父亲张联芳的诗词书
册、 给家人的对联和诗词、 给友人的诗词信
函、书法墨迹等，以示对张联芳先生的崇高敬
仰和无限缅怀。

张联芳不仅是一位诗人， 还是一位文史馆馆
员。 张联芳先生以文会友，以诗交流。 他擅书法、
擅诗文楹联，曾编著出版了几本诗集，诗词楹联
也曾在全国获奖。 上世纪 30年代， 抗日战争爆
发，张联芳与好友被迫分别离散。 张联芳四处收
集书画好友作品，并装订成四册，提名为《萍聚
图》，收录有秦瘦鸥、王蘧常、董天野、朱孔阳、胡
倬云等文化艺术老前辈的作品，以资怀念。 这份
饱经离别之情的艺术品成了张家家藏至宝，温煦
着姐妹三人的艺术之路。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丹青翰墨，
暗香扑鼻，转眼已是34年。 34年间，三姐妹笔耕不
辍，中国画技艺和意境都有了长足进步，并形成各
自不同风格。她们画梅兰竹菊“四君子”，欣赏其傲、
幽、直、淡的风骨；画高山流水，以画寓情赞颂祖国大
好河山。笔走水墨丹青，画意百味人生。绘画成为姐
妹三人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成为三人老有所乐的
生活方式，成为三人一段温暖的人生体验。

张竹君是张联芳的长女，1931 年出生，
1949年进入上海铁路局，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 1986年退休，如今已坚持绘画 34年整。 退
休后， 张竹君参加上海铁路局老干部大学国画
班、芷江西路街道文化中心国画班学习，师从申

二伽（申石伽之子）、汤兆基、吴桢等画师。 张竹
君擅长中国山水画、书法隶书，多年来画作入选
国家、上海市铁路系统及区、街道级画展、刊物、
杂志，并多次获奖。 2015年，其绘制的《岁寒三
友》更是在朵云轩高价拍卖。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张竹君用 34年
的沉淀和积累，才有如此成就。虽已是 90岁高
龄老人，但她的生活却安排得满满当当，不愿
意辜负每一分钟。张竹君每天准时六点半起床
后，打拳锻炼身体。 上午九时，张竹君老人就已
端坐在桌前，专心练书法，《明拓汉曹全碑》是
她的最爱。 中午午休后，下午的时间交给绘画，
有时也织毛衣来放松休闲。张竹君每天坚持完
成一幅完整的画作，34年间，已坚持完成一万
多幅画作。大女儿易筠退休后在母亲的影响下

也开始学习国画。 2018年 12月，上海建设系
统长乐书画社为母女二人举办了书画展，许多
人慕名前来参观。 近年来，张竹君老人在女儿
的陪伴下，游三峡大坝、看橘子洲头、赏武汉黄
鹤楼等，为其绘画创作积累素材。

张竹君不仅醉心书画，还热心社区公益。
作为一名老党员， 她积极参与社区里力所能
及的事。 “蓝天下的至爱”捐款活动，张竹君
就是首批捐款人之一。芷江西路 123弄 17号
楼在十几年前， 就有用小黑板每日更新次日
天气的传统，故得名气象楼。 如今，这一传统
一直被保持下来。每天由 17号楼楼组长陈安
保书写天气内容，张竹君作画，并定期在楼道
内更新大幅山水画美化楼道， 目前已更新至
第 228期。在世博会期间，张竹君还用国画的

形式将世博宣传做成系列画在楼道里宣传。
现在，90 岁高龄的张竹君还总让女儿易筠代
她参加社区书画活动或春节教社区儿童写
“福”送给社区老党员。

书画美学延绵千年而墨香恒古。 林花谢
了春红，中国的书法已走过一个又一个时代，
高楼取代了木屋，键盘取代了笔，人们都在忙
着奔向前方。 书画，也逐渐开始只存在于城市
寂静之处，但总有人，在匠心坚守。 如今，街道
“学习之家”张竹君家庭，传承和发扬中华文
化瑰宝，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感染他人。 “我
所做的一切， 都是想把我们的国粹一代代传
承下去。 ”张竹君感慨道。

□记者 张翠玲 实习生 姚怡

17号楼气象楼一楼的天气预报小黑板 张竹君为楼组绘制的国画

张竹君在桌前练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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