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天聋哑父母愁
1978 年春节前夕，巩义回郭镇干沟村一

个农家小院内响起了鞭炮声，从部队复员的张荣
月与邻村姑娘王玉芬喜结连理。1980年，王玉
芬怀孕了，尽管家人关怀备至，但是王玉芬还是
患了一次重感冒，青霉素、链霉素打了40多针才
好。后来王玉芬顺利产下一女婴，取名俊鹏，意
在要女儿成为一个大鹏展翅高飞的人物。小俊鹏
模样十分可爱，大大的眼睛，一逗就笑。可孩子长
到一岁多时，父母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收音
机音量开到最大放在她跟前，她也没有明显的反
应。到郑州儿童医院一检查，被确诊为听神经麻痹。

她3岁时，弟弟出生了，但是和她一样也是
聋哑人。从此，这对年轻的夫妻天天长叹，夜夜
发愁，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

从小记忆力超强画什么像什么
小俊鹏从小就表现出画画的天赋和超强的

记忆力，看到什么就在地上画什么。她两岁那
年，有一次父亲带她到村里唯一有电视机的人
家去看电视，回家后，小俊鹏在纸上竟画出了电
视机的样子，天线、按钮、开关一样不少。

有一次邻居家的大人用笤帚打孩子，7 岁

的小俊鹏追着看，边看边在地上画。邻居打完
孩子后，把笤帚往地上一摔，转身要走时，发现
这个一声不吭的小哑巴妮在地上不停地画着什
么，他走近一看，竟被气乐了。原来小俊鹏用速
写连环画的形式记录了他暴打孩子的经过，连
他扔笤帚的动作也被画了下来。

看到女儿竟有这样的“奇才”，张荣月四处
托人，终于把11岁的张俊鹏送到了郑州市聋哑
学校接受教育。1999年，俊鹏以优异的成绩初
中毕业了。如果继续上高中，每年要交近千元
的学费。明白家庭困境和父亲心思的她摇摇头，

做出了退学的选择。父亲拉着她的手向汽车站
走去，俊鹏流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学校。

茅屋里走出聋哑女画家
家中的 3间茅屋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下雨

天到处漏水。屋檐下就是张俊鹏的作画处，家
中那张破旧的小方桌就是她的工作室。

据张荣月说，俊鹏立志要用手中的画笔为
家里盖新房子，起初父母有点不相信。他第一次
带上俊鹏的作品到开封古玩市场，不料人们争相
购买收藏，一幅画卖二三百元，他高兴坏了。就
这样张家的房子盖起来了，张俊鹏的画在开封、

洛阳也小有名气，不少客商慕名找到家中。

大师被她的才华和毅力打动，收她为徒
张俊鹏擅长画虎，中国著名书画家、中国当

代文化愚公李公涛曾称赞张俊鹏画的虎有灵气、
大气、逼真，并于2005年11月收张俊鹏为徒。随
后李公涛把她介绍到中国北京书画院作画。

到北京以后张俊鹏的灵气和刻苦引来了众
多知名画家的重视，“这孩子特别有天赋，更难
得的是在贫穷的家庭环境下，她一直坚持创作，
不浮躁，能坐下来，真的是难得。”中国北京书画
院院长张惠臣说，为鼓励她，书画院聘请她做中
国北京书画院副院长。

名人争相收藏她的画
张俊鹏在艺术上的成就让她成为中国美

术协会会员。她的《神女伏虎图》被“和谐中华
迎奥运全国美术书法大赛”精品集收录，并获
本次大赛一等奖。中国当代花鸟画大展也收
录了她的作品。她的作品多次获大奖。

应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文化活动部的邀请，
张俊鹏带上自己的作品参加展出，她一炮打
响。宋祖英收藏了她的《卧虎图》，原中国书法
家协会书记张飚收藏了她的《上山虎》，北京市
书协副主席田伯平也收藏一幅不同风格的《上
山虎》。中国乒乓球队、中国柔道队、中国速滑
队都收藏了张俊鹏的书画作品，乒乓球队的14
名世界冠军在一巨型球拍上签上名字，赠给了
这位自强不息的年轻画家。

清华大学艺术系主任、教授肖红先生看了
张俊鹏的《上山虎》激动地说：“很大气、很逼
真、也很在道。”中国北京书画院院长张惠臣说：

“像俊鹏这样的人才在北京也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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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聋哑女当上北京书画院副院长
这位自学成才的女画家擅长画虎，她的作品被宋祖英等名人收藏

天生聋哑,只有初中文化,但却凭
超常的毅力自学成为一名画家，她的画
被很多名人收藏。今年10月她被中国北
京书画院聘任为副院长，她就是28岁的
巩义回郭镇农家姑娘——张俊鹏，她的
传奇故事搬上了中央电视台。昨日，她
起程赴任。 晚报记者 周炜卿 文/图

张俊鹏正在为张海迪作画张俊鹏正在为张海迪作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