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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小有名气的油漆工

潘建华家在浙江湖州德清县金鹅村，做
油漆工已经42年了，他的手艺在当地已是小
有名气。每天早上7点，潘建华骑着电瓶车赶
到施工现场，下午5点半收工回家。

说起做油漆工，潘建华回忆，那个年月
家里条件不好，他读完小学后就不读书了，
开始帮着家里干农活。16岁那年，在家人劝说
下，潘建华决定学一门手艺。“家里人都让我
去学个一技之长，穷人家娶媳妇、养家要靠
这个。”潘建华性子谦和，思来想去决定跟着
表哥去做装修木工。当时多数人家的家具都
是木工手打的，谁家装修、结婚都需要打床、
打衣柜，这门手艺学会后，干活离家近，又不
缺市场。于是，潘建华成了表哥的开门徒弟，

“我们本地的油漆工很少，但要做家具的人
有很多。”

潘建华上手很快。一些讲究人家都要在
木家具上画点图案，通过家具纹样设计来增
加美感，这样才显得不单调，当地人都把这
种画叫做“橡皮画”，潘建华也开始试着在家
具木板上画画。

画橡皮画的步骤相对比较繁琐。以前条
件不好，做木床床头所需要的木板，需要几
块小木板才能合成。潘建华通常都是先用油
漆给木板上色，等油漆干透，再根据家具颜
色的不同，用砂纸一遍遍打磨光滑，再用油
和油性涂料涂在木板上，最后用橡皮或者轮
胎皮把不需要颜色的地方擦干净，剩下的颜
色就能变成一个图案。

潘建华是个讲究人，当时木板上画的图
案多是梅兰竹菊，他通常先在白纸上描摹图
案，等画得流畅和熟练之后，再一一刻画在
木板上。“毕竟木板不是白纸，如果刷不好，
木板就报废了。”一来二去，潘建华的橡皮画
画得越来越多，对绘制花鸟类等民间艺人熟
悉的图案都已经游刃有余。

潘建华手艺好，出活又快，很快在当地
有了名气。谁家需要打衣橱、木桶、木床，都
来找他。19岁那年，潘建华就开始带徒弟，一
口气带了4个。“现在想想，做油漆工还是很有
趣的，干活自由又自在。”

拿起毛笔开始画画

潘建华真正拿起毛笔开始画画，是2016
年。

一次偶然去别人家做客的机会，他遇到
了当时在德清县老年大学任教的美术老师
黄建时，“我拿手机上自己临摹的画给黄老
师看，他说我画画有天赋。”这是潘建华的画
第一次得到肯定，但他不敢自诩自己对绘画
有天赋。

之后，在德清县老年大学国画班，潘建
华把手中的油漆刷换成了毛笔。然而，第一
天上课他就碰壁了。毛笔毕竟不是油漆刷，
潘建华的握笔姿势和画法在专业老师看来
都是错误的。“老师说了我很多次，但我还是
不习惯，我当时是被批评最多的学生。”

尽管批评声不断，潘建华还是选择继续画画。“因为喜
欢，所以不觉得多丢脸。”每次上完课，他都坚持练到晚上9
点钟，是老年大学国画班里最勤奋的一个。

从潘建华的家到老年大学大概有15分钟路程，一周一
次课，他从没缺过课。在这里，他掌握了专业的握笔姿势，
也系统学习了国画的画法，成了班里进步最快的学员。

2019年夏天，潘建华看到朋友圈里别人转发的中国美
院研修班的招生简章。研修班虽然不是老年班，但看到学

员年龄可以放宽到60周岁后，他决心试一试。
于是，他花了两天时间画了四幅花鸟画，“我
也没有特意画些什么，只画了平常画得最多
的山鸡、昆虫。”潘建华本来并没有抱多大希
望，他按着要求把自己的画发到了指定邮箱。
一周后，他收到了花鸟画变体临摹与创作高
级研修班的录取通知书。“我自己收到之后都
有点不敢相信，毕竟我不像别人一样有基础、
有条件。”

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质疑声和反对声也
随之而来。首先反对潘建华学画画的就是家
人，“我老婆说，画画有什么用呢，一把年纪了
还不如多干点活能挣钱。”一边是生活，一边
是梦想。潘建华犹豫了一周后，毅然交了学
费。研修班的学费是两万五千元，潘建华做油
漆工平均一年的收入在七八万元，拿出这笔
钱的时候，潘建华没有手软，毕竟实现画画梦
想带给他的快乐，并不亚于做油漆工。

从2019年9月14日开始，潘建华就成了
往返于德清和杭州之间的常客。中国美院
研修班的课程是周末两天，一到周末，背上
画板，拿起画笔，他就从油漆工师傅变成了
研修班学员，“我徒弟也问过我，师傅，你不
累吗？”潘建华从没觉得累，在班上学画画，
在户外写生，他都是研修班里最幸福的学员。

付出总能换来回报。2020年，潘建华的画
作参加了《花语和合——— 全国花鸟画邀请
展》，这是潘建华画画以来最有成就感的一
次。“参展的都是全国有名的花鸟画家，我的
画能参展，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了。”

2021年1月，潘建华从中国美院研修班结
业，他也被评为班内的优秀学员。

想一直画下去

一边是油漆刷，一边是画笔。工作和闲
暇，油漆工和画师两种身份，潘建华早已切
换自如。

一方小桌，摆上颜料和毛笔，铺上宣纸，
四周的墙上挂满了画作，这就是潘建华的画
室，在这间自制的小画室里，他已经画了上
千幅画。

每天干完活回到家，只要有时间，潘建
华都会拿起毛笔画上几笔，牧童放牛、花鸟
鱼虫这些图案，他早已画了几百遍。“做油漆
工能赚钱，但画画需要花钱。”潘建华知道画
画梦想的背后需要成本的支撑，一本好的画
册需要四五百元，加上颜料、画笔、宣纸的费
用，日常开销并不低，但潘建华打算一直画
下去。

如今，村里人都知道潘建华既能用油
漆刷画画，也能用毛笔画画。有一家酒店的
老板专门找过潘建华画墙画，八天时间他
画了7幅墙画，拿到了2400元。潘建华更在
意大家看到了他的绘画水平，“其实意义不
在于拿多少钱，而是他们认可我的画画水
平。”

潘建华现在也有了学画画的徒弟，每周
一和周三是他教徒弟们画画的时间。“我也
不敢说自己是老师，因为我也需要继续学
习。”在潘建华看来，教别人画画也是提升自
己的一种方式，他更愿意和徒弟们相互交流

画画的心得。
潘建华心里明白，自己年纪大了，等过几年就干不动油漆

工了，但他手里的画笔不能停。“我现在还没到一定的水平，还
需要继续练习。”潘建
华对自己的画画之路
早已有了规划，他希
望能不断提升画技，
带着自己的画作参加
更多的省展和国展。

出生时缺氧患上脑瘫

2000年，闵登华出生在安徽省岳西县河图镇河图
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可直到两岁多，他还不能走路、说
话。父母带着他到医院检查，才得知由于出生时缺氧，他
患上了先天性脑瘫。3岁左右，闵登华才勉强能说话，走
路需要借助一个固定支架，身子扭来扭去，双手也不能
正常运动，简单的伸直动作都会觉得痛苦不堪。

“父母和爷爷就是我读书的依靠。”回想起自己
大学前的读书时光，闵登华告诉记者，他的家在山
中，山区交通条件有限，出入只有一条单人通行的山
林小路。由于父母在外务工，自己是靠爷爷背着、扶着
走完读高中以前的上学路的，两公里山路崎岖不平，
要走近两个小时。“等到考上高中，我妈妈放弃工作回
家照顾我，负责我的上学接送和生活起居。”

2018年高考，闵登华以551分的成绩顺利考入合
肥工业大学，在合工大宣城校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新能源材料与器件专业就读。材料专业属于工
科，经常需要进行实验，闵登华因为手脚不便，很难
顺利完成实验。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劝说下，大一下学
期，他转入经济学专业就读，“自己运动能力有限，就更
要从事些研究方面的工作来为国家做贡献。转专业那
天，全班同学为我举办了一个盛大的仪式，那时我暗
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习！”闵登华说。

不想搞特殊，每天爬三层楼

刚接触新专业经济学，闵登华也面临一些困
难，但不服输的他努力弥补专业上的差距。在经济
学专业辅导员王青松眼里，闵登华一直是个独立、
坚强又努力的孩子。“登华刚来时，学院考虑他的身
体状况，想安排他住宿舍一楼，但他不愿意，说自己
跟普通人一样，每天和室友一起爬三层楼梯。”王青
松告诉记者，闵登华转来经济学专业时，大一下学
期已经开始，在新环境下，他既要学习新课程，又要
尽快补齐以往课程进度。不仅如此，他还和普通学
生一样，积极参加学校公益活动，投入为校园除杂
草、清洁公共环境等服务中。

“登华一直都憋着一口气，要做就要做最好
的。”王青松回忆，在对闵登华的职业生涯进行辅导
时，大家达成一致意见：以登华的条件，读研究生、
走研究道路，对他日后发展更有利。

大三上学期，闵登华早早开始准备研究生考
试，目标院校：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王青松说，
闵登华在复习期间相当勤奋，每天很早就开始上网
课，夜里也学到很晚。“周围同学都很佩服他的决心
和毅力，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考研期间，闵登
华也曾对前途感到迷茫，担心自己考研失败后无法
在社会立足，每当此时，父母的电话和同学们的鼓
励又会支持他继续前进。

今年2月，当闵登华查到自己考研笔试成绩为
403分时，他十分激动，“当时感到十分惊喜和惊讶，
我自己估分只有380分！”得知成绩后，闵登华立刻
拨通了妈妈的电话，告诉她这一喜讯。

所有吃过的苦，都是值得的。谈到未来，闵登华表
示，未来如果有机会，自己想继续读书，向金融学博士冲
刺，“要变得更优秀，站在更高的地方！”不少网友被闵登
华感动，纷纷送上祝福：“有梦想谁都了不起！”“祝福
你！” 综合人民网、《新安晚报》

高考时，他以551分的成绩考取合肥工业大学，
近日，他又以初试403分的好成绩被西南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录取为硕士研究生，他就是00后励志脑瘫小
伙闵登华。

“虽然是意料之中，但还是很开心。”闵登华说。初
试403分，复试专业排名第四，对考研人来说，这个成绩
相当难得，更何况闵登华患有先天性脑瘫。此时的一句

“很开心”，背后付出了多少努力，只有他自己知道。

岁
油
漆
工
成
中
国
美
院
学
生


工
作
是
为
了
糊
口
画
画
才
是
梦
想

脑瘫小伙考研成功
梦想成金融学博士

编辑：于海霞 美编：继红 组版：洛菁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闵登华在宿舍学习。

对58岁的潘建华
来说，做油漆工是为
了养家糊口，画画才
是梦想。年近花甲，
梦想还是要有的。

一边是油漆工，
一边是画师，两种身
份潘建华早已切换自
如。去年，潘建华从中
国美院花鸟画变体临
摹与创作高级研修班
结业，他的花鸟画作
参加了国展，成为他
人生中最有成就感的
一件事。伴随着不断
学画、练画，潘建华离
自己画好画的梦想越
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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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早已已切切换换自自如如。。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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