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母的故事

——中华书画名家郭李宝人生

2011 年底，《北海晚报》一篇题为《古稀学
吹笛，妙韵画中留》的文章，介绍地角老人郭李
宝晚年学画的成就。读后很惊叹她的绘画天赋和
学习毅力。数月后，一位年入古稀的老太婆突然
探访寒舍。她的自我介绍让笔者惊喜万分：她不
仅是《北海晚报》那篇文章提到的人物，竟然还
是笔者一位俄语老师的爱人，我们首次见面，却
似曾相识，谈话很投机。笔者对老人说，我俩虽
是同龄，但应称您为师母。我们毫无拘束地聊家
常，内容自然涉及师母与王老师昔日艰苦岁月的
酸甜苦辣。在聆听师母讲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她的人生经历颇有一些感人的片断。
因而很想向读者讲述一位虽普通却又很不平凡的地角妇女的故事。

师母与被划为右派的老师结缘

王邦辅老师，湖北武汉人。其父是一位俄语翻译，他受父亲的影响，学的也是俄
语专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前苏联）友好，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
习。广西缺少俄语人才，王老师被调到南宁。1954 年北海中学开设俄语课，王老师被
调到北中任教，是北海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俄语老师。

中等个子的王老师不但俄语教得好，普通话也讲得很标准。他衣着整洁，说话慢
条斯理，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在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不知何故，
王老师成了右派分子。笔者考上北中读高中后，他是笔者班的俄语老师，因而有三年
朝夕相见的师生关系。

也许因政治面貌原因，王老师三十岁还没成家。尽管他是一位有固定工作的老师，
但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青年女性谁也不想嫁给一个右派分子而
成为阶级敌人的家属，那时候因丈夫被划为右派后而与之离婚的大有人在。一个人的
姻缘，往往是由命运安排的。后来，一位热心人给王老师介绍对象，是地角渔家人，
为人正直勤劳，就是文化水平低了一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
对于王老师来说，女方虽然文化水平低，且生活在渔村，但能娶到一个政治面貌比自
己好的姑娘就很不错了。而女方看中的是王老师有文化，因而不惧怕嫁给一个右派分
子。就这样，一位来自中原的文化人与本地一位渔家姑娘，没有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
更没有谈情说爱的浪漫，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便生活在一起了。



老师师母相濡以沫的岁月

婚后，王老师的一位亲戚问师母不知道王老师是右
派分子吗？嫁给他怕不怕？师母回答说不怕，他即使被
流放到十万大山，也捡拾衫包跟他一起去。后来为了生
活和工作方便，王老师申请到地角中学任教。数年间，
师母生了三个女儿。1976 年王老师调到一中教英语。那
一年笔者也调到一中任教，成了王老师的同事，过去我
们曾是师生关系，因此很谈得来。那时师母和王老师在
一中后面买了一间两层的房子和孩子们一起居住。王老
师身体不好，那里环境较差，晚上常受到对面人家的音
响干扰而休息不好。师母见此情况，希望能换一个环境
居住。后来好不容易卖掉旧房易地建新屋，但好景不长，
晚上又受到新居对面的音响干扰。师母只好在地角租了
一间环境较为安静的房子居住。有一段时间王老师身体
很不好，需要回到家乡武汉疗养。师母叫她的一个亲属
前往照料。后来王老师对笔者说，他的病如果没有妻子
及家人的关照，可能早就没命了。他对妻子感恩之情，
溢于言表。

后来听说王老师病重时，自知在世日子不多，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桌上，大意是告
知妻子，他逝世后不要告诉在南宁读大学的女儿，以免影响她的学习。王老师知道，
他一旦逝去，妻子一定很难过，但只要孩子们都学有所成，妻子的生活一定会幸福。

在北海老年大学展厅展出的郭李宝的国画《牡丹花》。 笔者 摄

1992 年冬的一天，笔者因有事回到母校一中，偶然听到王老师不幸病逝的消息，
感到很难过。两天后笔者和一中派出的代表一起，参加了王老师的追悼会，向这位把



一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师、老同事作最后的告别。

师母突访让笔者很惊喜

本文开头写师母的来访使笔者感到很惊喜。王老师逝世已有二十年，以后也没有
和师母及其家人联系过，笔者好奇地问师母，你老人家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师母说，
今年夏天，我和小区的一位邻居聊天，她偶然说起你的名字。王老师生前常提起你（也
许是笔者曾为王老师卖旧屋找到买主；建新房时又帮解决临时用电等问题，他常在妻
子面前提起），于是从邻居（笔者的亲家）那儿知道你的地址便来探访。见面时师母高
兴地向笔者展示她两张画作的照片，一张是曾在北京参赛获奖的《群虾戏水》，另一张
是《牡丹花》，这让笔者非常惊喜。师母说，准备画一幅牡丹花装裱后送给笔者，这让
笔者太高兴了。笔者对师母说你画的牡丹花真好，你和王老师培育的三个女儿都已成
家立业，一个在国内照顾你老人家，另两个出国前途无量。她们是你们家的三朵金花，
和你画的牡丹花一样漂亮。师母听了也很高兴。

我们聊着聊着，师母回首一件往事难过地说：“王老师逝世前几天曾叫我准备一下，
请你来吃一顿便饭叙叙。当时我因他病重，心情很不好而没有实现他的心愿。想不到
过几天他就走了，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很对不起他。”笔者安慰师母说：“过去的事
就让它过去罢了，只要你和孩子们生活得幸福就好。”师母听了又恢复了灿烂的笑容。

古稀之年获“中华书画名家”称号

师母前半生为了家庭、丈夫和女儿们的生活而劳
碌，晚年生活好了，一家三代在某小区同住一起。有
时又飞往澳大利亚探望女儿和外孙，在那儿住上一年
半载，这时的师母可享福了，但渔村出生的她总是闲
不住，在小区的空地种上木瓜和番薯等一些农作物，
但除了种植瓜果蔬菜，她仍然闲不下来，于是报名参
加北海老年大学国画班。班里的同学大都是六七十岁
有很高文化底子的老人，而且其中不少人都学了好几
年，中途插进来能跟得上人家吗？想不到这位年逾古
稀的新生竟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刻苦学习，其艺术天
赋得到充分发挥，绘画艺术也与日俱进，不到两年，
她的作品《群虾戏水》被老年大学于 2011 年 7 月送上
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华书画
名家作品展”，经有关专家评审后获得三等奖，并授予“中华书画名家”荣誉称号。师
母获奖让大家感到很惊奇。有同学说，她只学了两年，我们学了七八年都跟不上她。



更有同学说，可能是她的丈夫教的。笔者对师母说：“大画家齐白石画虾之所以很生动，
是因为他画虾时常观察放在盆子里游动的群虾，可你画虾也和齐白石一样生动。”师母
像小孩似的高兴地说：“我是地角人，每天都看到虾，吃到虾。”这让我想起古代画家
文与可之所以画竹有名，是因为他画竹时已胸有成竹。师母画虾之所以生动，是因为
她画虾时已胸有“群虾”了。

图中间的四幅国画，为北海老年大学展厅展出的郭李宝的画作。 笔者摄

祝师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笔者在书店看到一本叫《虾蟹技法解析》的书，很适合师母学习，于是买了一本
送她，时值“五一”前夕，老年大学国画班叫师母送一画给学校。师母看到书中介绍
美国一种朱红色的活虾，色彩鲜艳，全身唯独眼珠是黑色的。书中也提示大多数地区
的虾不是红色的，但被烧熟后便变成红色，与美国的红虾相似，不同的是烧熟的虾尾
往内卷向腹部。师母见美国的红虾漂亮，因此画了一幅有异国情调的红虾送给学校。
当师母兴高采烈将画送到学校后，没想到有人说你怎么画一幅煮熟了的虾送来？这让
师母哭笑不得，只好解释说画的是美国红虾，这种虾在美国的市场都有卖。虽然这是
师母学画中的一个小趣事，但却反映了她在学习上勇于探索的精神。

由于师母的画获奖而在北海画界小有名气。海城区有一协会知道她的名气后也向
她索画交流。师母到澳大利亚探亲时也把画笔带去，有空时就画画。女儿的一些好友
见她的画漂亮，提出买她的画，但师母慷慨赠予。师母的一个外甥女在法国读书，要
了姨妈的一幅群虾图送给老师。后来外甥女对姨妈说，法国的老师得到这幅画后高兴



得像小孩似的跳了起来。由此看来，师母的画也走出国门了。
师母的人生，对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追求。现在师母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文化

人。她深知获“中华书画名家”称号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而已，还需继续在老年大学学
习绘画。衷心祝愿师母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提高和积累自己的功力，日后
一定有机会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这将是师母古稀之年中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2012 年底，在北部湾广场举办的“特邀书画名家展”，郭李宝的画作参展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