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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13年，用钢笔绘出192
米长画作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尤其对钢笔画情有独

钟，小时候经常拿着钢笔在本子上涂涂画画，把

身边的人和物画下来，只是没想到钢笔画会成

为我一生的兴趣。

初中毕业后，我去读中专，学的是自己喜爱

的美术专业，后来去了北方当兵，考入某部队军

乐团，2002 年退伍之际，首长看中我的文艺特

长，要保送我上军校，被我婉拒。临走前，我越想

越愧疚，于是找到首长说，我十年内一定要做成

一件事，感谢部队的培养。

19 岁的我回到株洲后，来到株洲北站，成为

一名普通员工。当时，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

标，要用十年时间，将美术和传统文化结合，完

成一部美术作品。我是个一根筋的人，要么就不

开始，一旦开始就一定就要有个结果。

那时候我心中便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要用钢

笔画下人类文明。除了工作，我的生活重心就是画

画，床上常常摆着一堆纸，画到凌晨三四点是常有

的事，有时候甚至会熬通宵，饿了就左手拿个馒头

吃，右手拿支钢笔继续画，困了就扇自己耳光。

创作期间，也会遇到瓶颈，但我并未放弃，

而是走访多所大学拜访名师，主动学习。到了2012

年，也就是在我制订计划的第十年，我已经完成了

所有的画作，但我对一部分早期画作并不满意，于

是狠心烧掉了一部分早期失败的作品，我宁可重

新画过，也不想用失败的东西滥竽充数。

又过了三年，终于在 2015年除夕夜，做完最

后一次修订后，我完成了这部约 192 米长、1.6 米

宽的作品，取名为《生命与文明》的画作。画作分

为三部分，包括生命起源、人类历史、中华文明。

为什么要选取这样宏大的题材？我希望通过

绘画回顾历史，重新思考生命的意义，也希望更

多看到画作的人，以史为鉴，珍惜优秀文化遗产。

花 13年时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否值得？

我认为人总要去做一些事情，尤其是在年轻的

时候。对我来说，这就是给自己的青春交了一份

还算满意的答卷。至于画卷内容，那是浅者看

浅，深者看深。

后来有一位朋友提醒我，不妨拿自己的作

品申请吉尼斯纪录，这样可以让更多人接触到

传统文化。我认为他说的对，就开始积极筹备申

请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事宜。

不过，在这等待的 6个多月里，我也没闲着，

依然在创作，并增加了画卷内容和长度，增加的

内容主要是星辰大海的创作。到了 2015 年 9 月

份，画卷已从 3月份的 192米，延长到了 247.5米。

经过最终认定，我的这幅《生命与文明》以

369 平方米的世界纪录，拿到了“世界最大面积

历史神话钢笔画长卷”的世界纪录。拿到这个世

界纪录，不仅为自己的青春交了一份答卷，也给

这组钢笔画作品画下一个完美的句号。

●一年后拿下第二个吉尼斯世
界纪录

拿下第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之后，我并没

有满足，在了解部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过程中，

无意中看到了“世界最大面积的指印画”，创造

纪录的竟然是印度，这也让我大感意外，毕竟指

印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认为这个纪

录应该属于中国。

于是从 2016 年 10 月开始，我又投入到了指

印画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征程。

在创作这幅指印画时，我首先想到中国人

是龙的传人，以龙为主要形象最能体现中华特

色，而最正宗的龙莫过于北海公园九龙壁上的

九龙，于是我以九龙形象为基础，再与中国六艺

(礼、乐、射、御、书、数)相结合，这会让这幅作品

显得气势磅礴，作品就叫《龙的传人》。

要完成“世界最大面积的指印画”的挑战并

不简单，除了每个指纹必须清晰可见，作品颜色

要有 4 种以上，指纹的间隙还不能超过 1 厘米，

否则视为挑战失败，创作的关键在于把控手指

按压力度，不能太重也不能太轻，

为了挑战成功，我需要购买帆布，在空旷的

地方铺上，构好铅笔图。然后将宣纸编好序号，

铺在帆布上进行描线，之后再用手指粘上颜料

进行按压，整个过程繁杂而枯燥。

在作画之初，因为没有掌握好力度，指纹模

糊不清，浪费了不少纸张。画作成品总共用到了

685张宣纸，在创作过程中，废掉的宣纸就有 300

多张。那时候，我的休息时间全用在创作上，一

天基本完成 2 张纸的按压作画，一共按了 700 多

万枚指印。

经 过 一 年 多 夜 以 继 日 的 努 力 工 作 ，到 了

2018 年 5 月份，《龙的传人》才创作完成。画作完

成后，我便申请了吉尼斯世界纪录。5 月 26 日下

午，指印画《龙的传人》在神农大剧院进行吉尼

斯世界纪录的认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画作几

乎将神农大剧院正厅占满。

经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检查和测

量，确认指印画《龙的传人》面积为 1195.146平方

米，刷新“世界较大面积的指印画”吉尼斯世界

纪录，挑战成功，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现场向

我颁发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证书。

●创作了一系列钢笔画，还参
演了电影《长津湖》

完成指印画《龙的传人》后，我并没有停下

创作的脚步。

因为从小就喜欢看《西游记》《射雕英雄传》

等作品，我一直有个梦想，要把自己喜爱的这些

人物用美术的形式表现出来。2018 年，我花了 3

个月时间，开始创作《射雕英雄传》系列钢笔画，

到了 11月份，又开始创作《西游记》人物画像。

创作之初，没有剧中人物照，我就反复观看

《射雕英雄传》《西游记》电视剧，将相关人物的

特写视频截屏，以为创作所用。使我感动的是，

在此期间，央视 86 版《西游记》孙悟空的扮演者

六小龄童老师得知了此事，帮我联系上了当年

《西游记》剧组的摄像师王崇秋老师。随后，王崇

秋安排助理将数百张独家高清剧照发给我，帮

助我更好地完成作品。

到了 2019 年 9 月 3 日，我完成钢笔画《西游

记》系列 130 幅画作，王崇秋老师得知后邀请我

到他北京的家中做客。我便带着画作来到王崇

秋老师家中，老师对 130 幅作品一一进行了点

评，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希望我能把哪吒的正面

像补充进去，于是我画了第 131幅作品。后来，王

崇秋老师发文为我创作的人物造型画点赞，唐

僧的扮演者徐少华老师和观音的扮演者左大玢

老师也发消息鼓励我。

我还因钢笔画进入了影视圈。2021 年 3 月，

电影《长津湖》剧组负责人在网上看到我创作的

《党建一百年》系列钢笔画非常触动，当得知我

还是一名退役军人后，便向我发出了参演电影

《长津湖》的邀请。

进入剧组后，我一开始只被安排饰演普通

战士，但由于我拍戏非常刻苦，再加上身上军人

气质突出，得到了剧组肯定，导演又让我饰演了

军医、警卫员、参谋等多个角色。

《长津湖》里很多战斗戏份都是冬天夜晚在山

沟里拍摄的，晚上最冷零下十几度，大家都感觉很

难熬。但我说，真正的志愿军战士，在零下40多度下

苦战，真正的战场不知道要残酷多少倍。那个时候

活着已经不容易了，自己活在当下真是太幸福了。

后来，我又先后创作了《抗疫英雄》《长津湖

颂》《建团一百年》《李小龙传》等一系列钢笔画作

品，今年我还受邀前往李小龙纪念馆参加李小龙

逝世 50周年纪念活动，届时，我将现场向李小龙

纪念馆捐赠我创作的《李小龙传》系列钢笔画。

多和老妈咬耳朵
刘忠民

82 岁的老妈耳朵突然不好使了，治也治

不好，助听器戴不习惯，老妈很是闹心。

为了缓解老妈的焦躁情绪，我每天下班

的第一件事就是陪老妈唠嗑。

我问老妈：“热不热，空调打开呀？”

老妈手掌弯成了勺状，帮助耳朵听声音，

回我说:“不饿，什么都不想吃。”

我说：“晚上给你熬海参小米粥喝，好

吗？”

老妈说：“你六舅要来呀，那可太好了，我

半多年没见到他了。”

这岔打的，让我啼笑皆非。

等到半夜，老妈拍我的门，问：“你六舅走

到哪了，怎么还没到？”

我这才想起来之前和老妈的对话，就爬

起来，对着老妈的耳朵，告诉她：“六舅明天才

能来。”

为了圆这个谎，我第二天开车下乡，把六

舅接了来，老姊妹俩见面，高兴得不得了。

六舅在我们家住了两天，我发现他和老

妈说话交流得很顺畅，起初我以为是他们老

姊妹心心相印，心有灵犀，后来我发现六舅在

和老妈说话的时候，总是凑近老妈的耳朵，声

音不大，但老妈总是听得连连点头，并不断地

回应着什么，老姊妹俩唠得挺乐呵，其乐融

融、亲密无间。我向六舅取经，问他说：“为什

么您说什么老妈都能够听得到？”

六舅笑着告诉我说：“我是在和你妈咬耳

朵呢！”

“咬耳朵？”我眉头舒展，恍然大悟！

从那以后，我就学习了六舅的做法，下班

回来，就坐在老妈的身边，靠着她的肩膀，贴

着她的耳朵说话，妻子见了，说：“你怎么也和

老妈咬起耳朵了？”

我说：“我在和老妈说悄悄话呢！”

一天下班回来得稍晚一些，打开房门，发

现妻子也和我一样，贴着老妈坐在沙发上，给

老妈讲单位年轻人谈恋爱请她当媒人的事，

并征求老妈意见，该不该应承下来？

老妈一拍大腿说：“这是积德行善的好

事，这个忙，咱得帮呀！”

妻子又向老妈请教做媒婆的经验，娘儿

俩有说有笑，十分快乐。

现在，不仅我和妻子，儿子也加入了咬老

妈耳朵的行列，一家三口天天和老妈咬耳朵，

有时哥哥姐姐、侄子、侄女、外甥们来了，都靠

上前去，和老妈咬耳朵，甚至两个人一左一右

地咬，老妈呢，专注地听着大家的话，脸上荡

漾着快乐幸福的微笑。我想，我们说的话，老

妈不一定完全听得清楚，可她需要的是儿孙

绕膝天伦之乐的老年生活，只要有人陪伴，有

人对她说说笑笑，就是幸福的！

和老妈咬耳朵，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呀！

在电梯里，楼上的小姑娘双

手小心翼翼地捧着一只淡黄色

的小雏鸡，她兴奋地告诉我：奶

奶买了两只小鸡，她一只，弟弟

一只。看着小姑娘手中叽叽喳喳

欢叫着的小鸡，我不由得想起了

多年前的一只可怜的小鸡。

上世纪七十年代，鸡是农家

的一员，不养鸡的庄稼户很少。

春天，如果碰上家里的老母鸡抱

窝，养群小鸡会省事些：白天，老

母鸡会领着小鸡觅食；晚上老母

鸡会唤小鸡回窝；遇到危险，老

母鸡会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战

斗英雄，奋力保护小鸡；下雨了，

老母鸡还会咯咯咯地带着小鸡

躲雨。如果碰上家里老母鸡不抱

窝，相对来说，养小鸡要费神，除

了操心小鸡的吃喝，早上放它们

出笼，晚上还要把它们一个个捉

进笼子里，麻烦得很。

那时，我家和两个叔叔家同

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我家挨着院

门口，两个叔叔家的人来来往往

都要从我家门前经过，人脚稠。

我们堂兄弟姐妹十几个，相隔的

岁数又小，小孩子们整天在院子

里你追我赶，闹得人仰马翻，小

鸡是不敢在院子里散养的——

指不定哪个淘气包一不留神一

脚下去，小鸡就一命呜呼。

有一年春天，家里的母鸡没

抱窝，母亲买了十几只小鸡。因

东厢房是平房，有半尺多高的围

沿，未长出大翅膀的小鸡不至于

飞上围沿掉下来，因此，母亲就

把小鸡养在了东厢房的房顶上。

东厢房没有楼梯，只有一架木头

梯子供人上下。那时平顶的厢房

实用性很强，夏天的晚

上，我们拎张苇席在房

顶上乘凉，秋天在房顶

上晒花生 、棉花 、芝麻

等，因此，我们很小就能

攀着木梯子上上下下，

猴子般麻利。

一天傍晚，母亲忙

着烧火做饭，让我上房

顶上喂喂小鸡，再把它

们捉进笼子里。我答应

了，蹭蹭地爬梯子，到手

能够着平房的围沿时，

我手抓着围沿，一只脚

踩着梯子顶端的横木，

身子一侧，另一条腿轻

快地一蹁，就要蹁到房

顶上。小鸡们看见有人

来喂食，唧唧地叫着，争

先恐后地围拢过来。突

然，我感觉欲落未落的

脚下有一个软乎乎的东

西，伴随着急促、凄厉的

尖叫。我心中暗叫不好，

说时迟，那时快，我翻身

上了房顶，只见一只小

鸡仰面朝天躺在梯子口处，身子

抽动着，两只蜡质般的金黄色的

小细短腿儿，向空中乱蹬，小黑

豆眼瞪得溜圆溜圆。短短的几秒

钟，小鸡身子不抽了，嘴里也不

叽叽叽叫了，腿僵在了半空中，

眼慢慢地合上了……

我一下子吓傻了——我一

脚踩死了一只小鸡？！我眼睁睁

地看着一个小生命从生到死而

无能为力！我颤抖着手，抚摸小

鸡，小鸡毛茸茸的，像个棉花团

似的，身子还有温热，眼睛却再

也睁不开……我懊恼极了，如果

我下脚前先看看脚下，悲剧可能

就不会发生。它是那么信任我，

相信我能为它解决饥渴而向我

奔来的啊，而我却一脚要了它的

命，可怜的小生命来到世上才仅

仅几天啊……

时隔四十年，我还记得那只

在我脚下丧命的小鸡。我始终难

以忘记小鸡临死前那悲惨一幕，

那凄厉的叫声，拉心扯肺，至今

还在我的耳边回荡。这件事给我

上了深刻的一课 ：生命是脆弱

的，珍惜生命、敬畏生命，做任何

事都要谨慎。

今天找学位证时发现一沓

火车票静静地躺在我文件袋的

一个角落里。大学毕业收拾行李

那会儿，几张火车票丢进垃圾桶

又重新拾起，于是就随着一些留

下的专业书籍，一起用最便宜的

平邮寄了半个月才寄到家。

看着这一张张火车票，既心

酸又怀念，想起以前上大学的时

候，各种赶火车、各种熬夜、各种晚

点的抱怨，还有车厢里素质参差不

齐的人群。看着这些火车票满满的

都是回忆，满满的都是青春。

读大学那几年有过很多坐火

车的经历，有和大学同班同学坐

的，还有和老乡们坐的、自己独自

一人坐的。有遇到过很谈得来、一

见如故的陌生人的，也有遇到拿

着个音质很差的山寨手机高声地

播放着《香水有毒》《爱情买卖》

《伤不起》等网络神曲的人。

坐火车的路上既有不安，又

充满了期待 。那几年陈楚生的

《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很流

行，很喜欢“当火车开入这个陌

生的城市”这句歌词的意境，感

觉很“文艺”。但是我的火车之旅

貌似从来没有“文艺”过。

那几年每到寒暑假，最让我

们殚精竭虑的事就是那张宝贵

的硬座火车票，那时其实卧铺对

大部分同学来说是一种奢侈。那

时也还没开通网上售票，经常买

不到坐票只能站着回家。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和一位

同学买了站票一起回赣州市。那

天车厢过道上到处站满了人，我

们先是一路站着。到了半夜累得

实在站不稳了，也顾不得地面脏

不脏了 。我们俩挤出个空地坐

下，脚蜷缩着，相互背靠背地睡

着了。

即使是这样的一刻休眠也

要时不时被挤醒，或者被列车上

的售货员叫醒。售货员推着小车

穿梭于各节车厢。“啤酒饮料矿

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让一

让，让一让了”……还有从你脚

上跨过去打开水泡面的人以及

去上厕所的人。那时候人的忍耐

力真是无限啊。

虽说人的欲求是无限的，但

当你不能达成你无限的欲求的

时候，就用你的忍耐来面对你的

眼前的生活，其实怎么着也是能

过得去的。

我一直没有忘记火车厢空

气中的味道，瓜子壳、水果皮、熟

食塑料袋，酸的、辣的，甚至还有

脚臭味儿。有很多在外务工人员

往返走这条线。他们中很多是很

热情很质朴的人，有时也免不了

嗓门大而且不注意细节。但是每

次上火车之后总能看到出门在

外的温暖的一瞬。有些热心的人

看到你站着会让你一起挤一下，

有个地方能搭着屁股疲惫感立

刻减少许多。可以说，遇到了很

多好人，但是也遇到过欺软怕硬

霸占别人座位的人。

记得读大学那几年，“L”开

头的绿皮火车（俗称慢车）深受

我们学生和农民工的喜爱 。但

是，随着后来这几年铁路的改革

和提速，绿皮车只能退出市场成

为我们的记忆了。进入了高铁时

代后，我们可以在手机软件上购

买火车票，仅凭身份证和火车票

截图就能进站乘车。我们乘坐舒

适的高铁是旅途中的享受，一天

内可以到达一千公里外的目的

地。

如今纸质火车票正在慢慢

退出历史舞台，火车票的变化，

见证了时代的发展。那一张张泛

黄的火车票，承载了我的青春和

梦想，现在看到它们，心里竟然

产生了满满的怀念之情！

记事本

想起一只小鸡
魏霞

旧事

承载青春的火车票
何丽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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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个爱画画的人，因为画画，两次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也是一个坚持的人，2002年回到株洲以后，20多年如一日，为了自己的画

画理想，夜以继日，在钢笔画的道路上一路摸索，创作了多个系列的钢笔画作品。
他叫匡仙鹏。近日，匡仙鹏做客时光吧，讲述他的青春和坚持，还有他与吉尼斯

世界纪录的缘分，乃至后来钢笔画创作以及后来的种种。

真情

匡仙鹏展示自己所画
的钢笔画。

受访者供图

▲匡仙鹏展示自己所

获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受访者供图

▶▶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现吉尼斯世界纪录官现
场认证匡仙鹏创造的世界上场认证匡仙鹏创造的世界上
面积最大的指印画面积最大的指印画。。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