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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关书画院在株洲市芦淞区的一个小山村里，书画

院教室的墙面已有些斑驳。这所其貌不扬的书画院，倾

注了罗立新半生的心血。

家境贫寒的罗立新自小就痴迷于画画。但家里买不

起画纸颜料，更没有能力送他去专门的机构学习，于是

他便以树枝作画笔，以地面为画板，一有空就到处涂鸦。

后来，白关镇开办了美术培训班。交不起学费的罗

立新，只能偷偷躲在窗口观望，没想到被培训班的老板

娘当成小偷，拿着扫把追出来打。

17岁那年，交不起学费的罗立新选择辍学，去工地

挑砖干苦力活。可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画画。

在株洲市上班时，罗立新发现一个现象。“当时河西

刚搞开发，很多拾荒者的孩子想学画画。”于是，年仅

18 岁的罗立新办起了自己的第一个班——在漏雨的楼梯

间教 8 名孩子画画。

3 年后，罗立新到一家酒店做洗碗工，空闲时画了一

只猴子，挂在酒店的洗手间墙上作装饰。一天，时任株

洲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周伟钊看到了这幅风格奇特的画，

当得知是酒店的服务员画的，他连连夸赞，并提出免费

教罗立新绘画。

此后，罗立新跟着周伟钊进行了系统的学习，绘画

技术有了很大提高。后来，他又陆续得到多位老师的帮

助，经过刻苦训练，终于成了一位职业画师，也有了自己

的画室。

2006 年的一天，罗立新正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突

然看到窗外几个小脑袋，用期待的眼神盯着他画画。罗立

新随即把这些孩子叫进画室，提出教他们画画。

“我不想他们和我当年一样被人拒绝。”他说，自己能

一步步走到今天，不正是因为遇上了好老师吗？

就这样，罗立新开始了自己的17 年公益路。

荷塘区老工业区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比较多，

许多居民建议罗立新过来上课，并帮他找了房子。于是

罗立新开办的公益美术培训班的学生越来越多，而其他

培训学校学画的困境孩子越来越少。

不久后，罗立新因开办公益培训班遭到了附近几

所培训学校的谩骂威胁，他们让罗立新立即搬走，他

选择了拒绝。之后就连他白天挂上去的牌子，也经常

在晚上被拆掉。

最严重的一次，三个歹徒将罗立新逼到了墙角处，

威胁说要卸掉他一只手，罗立新说“卸右手吧，左手我

要画画”。歹徒在罗立新的手上砍了一刀，罗立新用布条

包扎好伤口，第二天又正常上课，“当时心里害怕过，但

一想到这些孩子需要我，我的内心就更加坚定了”。

他身边的孩子，越聚越多。

从白关镇云山村的家到位于株洲市区的培训课堂，

再到 4 个教学点，17 年来，罗立新骑着摩托车，辗转奔波，

总行程超过 17万公里，先后免费教授了17000 多名孩子

学画画。

被歹徒砍伤后继续坚持教学

17年，17万公里，他守护17000名孩子的画画梦
“和你们差不多大的时候，我就在书画院跟着罗老师一起学习美术，

那时候书画院的条件也没有这么好……”7 月 17 日，在株洲市妇联和
童心飞扬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联合组织的 2023 年株洲市关爱女童公益
夏令营中，一位志愿者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这位志愿者名叫杨依涵，她是童心飞扬文艺志愿服务中心负责人罗
立新曾经教过的美术班学生，目前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书。

读大学后，杨依涵无意中看到罗立新做公益的朋友圈，触发了她想
做公益的想法。她也暗下决心，要以罗老师为榜样，成为像他这样无
私奉献、拥有大爱的老师。

像关心呵护这位女孩一样，17 年来，罗立新和妻子向阳一起，免
费教 17000 多名孩子学画画，帮助他们用画笔描绘绚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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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路上，妻子向阳是罗立新

背后最坚定的支持者。

2013 年，没有房、没有车、也

没有彩礼……比罗立新小11岁的向

阳，顶着母亲的反对嫁给了罗立新。

为了支持丈夫的公益事业，结

婚后的向阳辞去了在幼儿园的工

作，全职投身于公益。

罗立新在上课，向阳就准备细

化的课程安排；他在带孩子写生，

向阳就准备孩子的饭菜。拍视频、

衔接各种资源、安抚家长孩子情绪

……向阳总是出现在罗立新最需要

的时候。

2015 年，罗立新和向阳第一次

办夏令营，40 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没有床，他们就买帐篷；没有地方

洗澡，向阳就带着女生用布围起来

做屏障；孩子们没有肉菜吃，他们

就把家里的两只老母鸡杀了。

最忙的时候，罗立新连续 24

小时没有休息，“白天上课陪孩子

们玩，晚上担心他们的安全，要守

着”。

在做公益的路上，罗立新和向

阳两人最大的困难是资金问题。他

靠在外帮助企业、酒店画壁画以及

售卖自己的作品赚钱，这也是罗立

新唯一的经济来源。

一个暑期夏令营 3万元、学习

用品 2 万元、一年房租 5万元……

做公益需要的开支很多，他经常捉

襟见肘，留给家里的更是所剩无几。

为此，罗立新苦笑着说：“许多孩子

问我，罗老师你是不是很有钱啊，

对我们这么大方。”

罗立新说自己最亏欠的就是妻

子。

2018 年妻子生小儿子，是让他

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那天，罗立新

正在组织端午节包粽子活动，向阳

在一旁帮忙。突然，向阳的羊水破了，

孩子就要临盆。

“我当时急得团团转，摩托车坐

不得，但走路肯定来不及。”正当

罗立新束手无策之际，一个好心的

孩子家长主动帮忙，开车把向阳送

到了医院。

放心不下学生的罗立新，直到

把活动组织完才赶到医院。此时，

孩子已经出生，“她是用命在护着

我的公益事业，我的公益路，她的

功劳最大。”说起妻子，罗立新的

眼泪夺眶而出。

 “在我人生中有这么一位老师，

他用最质朴的方式教会了我如何去

爱这个世界。”这是杨依涵在湖南

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征文比

赛中，写下对罗立新的评价。

小时候，杨依涵的父亲在外打

工，母亲每天上班，她大部分时间

都跟爷爷奶奶生活。为了不打扰父

母工作，杨依涵缓解思念的唯一办

法就是画画。

后来，母亲看到了杨依涵的画

作，便说：“你这么喜欢画画，那妈

妈送你去学画画吧！”于是，9 年前，

杨依涵跟白关镇其他孩子一样，参

加了罗立新组织的夏令营活动。

“当时只有两间房子。”条件简

陋，杨依涵跟其他孩子搭过帐篷，

还自带风扇。

很难想象，一群七八岁的小孩

拥挤在一间破旧房间里学画画。虽

然条件艰苦，但是杨依涵他们依然

学得不亦乐乎。

“他既是一位亲切的老师，又

是一位温柔的父亲，我们都是他的

孩子。”杨依涵回忆说，“因为路途

遥远，我们中午来不及赶饭点，罗

老师就和妻子一起给我们做饭。”

天气好的时候，杨依涵会跟着

罗老师去写生。有次是去炎帝广场

画一个有难度的古建筑，杨依涵把

纸都快擦破了还是画不出来，心里

很着急。罗立新发现了，慢慢教她

如何去观察、去看光线的明暗，如

何去画细节。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学习

机会，2015 年 3月，罗立新将自家

的老房子改造成书画院。孩子们在

知道罗立新的“宏伟工程”后，成

群结队前来帮忙，搬砖的搬砖，推

车的推车……

“在罗老师这里学画画，从来

不收学费，罗老师还会给我们买画

画的工具。”但小时候的杨依涵不

太理解他的行为，“别的老师都往

城里跑，罗老师为什么要往乡下跑，

跟我们待在一起呢？”

在那间乡间小屋里，杨依涵学

了三年画画。在无数张空白的纸上

画过画，杨依涵最后才发现，内心

的空白也被添上了色彩。

“跟罗老师学画画的三年，坚定

了我当老师的信念。”杨依涵说，“在

后来的求学路上，遇到困难时，每

当想到罗老师为我们吃的苦，就觉

得没有什么可怕的。”

于是，在高考志愿表里，杨依

涵填了师范专业。

2023 年，正在读大一的杨依涵

回到夏令营当志愿者。看到熟悉的

院子，看到孩子们纯真的脸上最真

挚的笑容，她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

己。

杨依涵突然明白，罗立新教会

她的，不仅仅是用彩笔画出美丽的

事物，更是用色彩勾勒出自己的人

生。像杨依涵一样被帮助的孩子

还有很多。2016 年，罗立新办了一

个画展，两百多个曾经的学生带着

2000 多件作品回来，那一刻，他

泪流满面。

明年，罗立新想赴下一个十年

之约，在公益夏令营举办十周年之

际，召集起曾经的学生和志愿者，

举办一个新画展，“这是我要干一

辈子的事业”。

公益路上，他和妻子相互扶持

他的学生也来这里当起了老师

罗立新与孩子们在户外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