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责编：靳婧 张程 制图：齐艳芳

2024年10月22日 星期二

144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乌海，一座人杰地灵的城市。
作为一座移民城市，黄河文化、书法文化、赏石文化等在这里风云际会，沉淀且绽放出熠熠生辉的“本土

文化”。
厚重的文化土壤也孕育出一批优秀文艺工作者。在他们中间，有书法家，有画家，有作家，有舞蹈家，有摄

影家，有曲艺家，有工艺美术大师……他们造诣精深，成就斐然，是专业上的佼佼者，也是城市文化的引领者。
见贤思齐，为了向榜样学习，《乌海日报》推出“乌海文化人”系列访谈，以专访的形式走进文化人物的华彩人

生，去努力探寻他们执着向上、砥砺前行的人生轨迹，近距离倾听和深层次挖掘他们生命中的闪光点，借此给人以
启迪，激发出催人奋进、永不言败的正能量！

人物小传

本报讯（记者韩建慧）日
前，中国美术家协会展览处发
布了悲鸿风度——第二届油
画双年展复评结果，我市美术
家张兆龙的作品《激情草原》
入选。

此次展览由中国美术家
协会、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中国文联美术艺术中心、
江苏省美术馆承办，江苏油画
雕塑院协办。展览参评作品

要求具有新视野、新思路。题
材内容要求根植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沃土，坚持与时代同步
伐，积极传承和发扬徐悲鸿艺
术精神，守正创新，培根铸魂，
展现中国精神，体现时代风
貌，凝聚中国力量。

展览初评出入围复评作
品447件，最终评选出入选作
品276件，我市美术家张兆龙
的作品榜上有名。

张兆龙作品入选
悲鸿风度——第二届油画双年展

主题宣讲
近日，海勃湾区林荫街道办事处温馨社区举办“回顾新中国

伟大成就 重温75载光辉历程”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爱国主义主题宣讲活动，近30名新老党员共同聆听学习。

（张靖爽 摄）

因为热爱
在艺术的海洋中徜徉

近期，杨留锁的剪纸作品被选入
大型文献类珍藏限量版邮品《我和我
的祖国》之中，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剪
纸作品上邮票，这是杨留锁深耕剪纸
领域取得的又一硕果，也是他艺术之
路的一个注脚。纵观他几十年的艺术
之路，他一直在艺术的海洋中徜徉，丰
富的人生阅历，为他后续的剪纸创作
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1960年，杨留锁跟随父母来到我
市。他的母亲心灵手巧，尤擅剪纸，逢
年过节就会剪一些窗花，送给亲戚邻
居。红纸在剪刀下成为美丽的窗花，
这让幼年的杨留锁很感兴趣。母亲剪
窗花，他就在旁边看，暗暗记下剪纸步
骤，有时候也会尝试着剪，但基本剪得
不成样子。看着母亲剪窗花，这是杨
留锁对剪纸最初的印象，当时的他没
想到剪纸将会相伴他的后半生。

剪纸对当时的杨留锁不过是过眼
云烟，那时的他更痴迷于绘画，绘画是
他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当时物
质条件有限，纸张都很匮乏，也没有美
术资料，杨留锁就收集大家丢弃的空
烟盒以及春节过后被风吹落的红纸，
在上面画画。“当时真是瞎画，对照着
连环画、小人书上的人物进行描摹，后
来那几本小人书被我翻得泛起了毛
边。”他说。老师看他如此热爱绘画，
便将班级出板报的任务交给了他，送
给他几本美术小册子。“小册子基本是
诸如‘如何画好人物’‘如何画好风景’
这些知识，这在当时已是弥足珍贵。”
他说。看完这些小册子，他画得更起
劲了，可以说是这些小册子让他接受
了最早的美术启蒙。除了出板报外，
杨留锁还为许多单位写过标语。“当时
写标语都是在纸上打好方格，写的标
语要求方方正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事。”他说。这些经历让他写得一手好
字，画得一手好画。

1971年，杨留锁通过招工来到海
南区公乌素镇露天煤矿工作。工作
中，因他能写会画，被借调到单位铁路
运输段工会做宣传工作，他在工会写
标语，办油印小报，写写画画成为他的
日常。当时的油印小报叫《火车头
报》，他给报纸画插图，也接触到了油
墨、颜料等，学会了用油墨调制出不同
颜色，写不同颜色的标语。因工作出
色，1976年，杨留锁被任命为工会宣
传文化干事。1981年，他被调到海勃
湾矿务局总机厂工会从事文化宣传工
作，后又担任总机厂宣传部部长、政工
部部长。

杨留锁在繁忙的工作中没有将自
己的爱好搁置，抽出时间系统性地学
习了绘画。1985年，他进入中国书画
函大海勃湾矿区分校（该校后改名为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乌海分校）国画系

学习。“在课堂上，老师给我们讲美术
理论知识，示范美术技法，指导我们创
作，让我受益匪浅。”他回忆道。1988
年，杨留锁毕业，此时的他已经拥有了
扎实的美术功底。

工作中，杨留锁结识了一位热爱
剪纸的老工人杨俊。杨俊剪纸前先画
出底稿，描绘出线条，勾勒出图案，然
后再剪。“杨俊给我讲剪纸的细节，诸
如如何构图，保持线条的稳定性，应该
注意什么等等，他这一系列流程，让我
掌握了一套标准的操作流程，对我后
来剪纸影响很大。”杨留锁说。

1998年，杨留锁离开海勃湾矿务
局总机厂后，他先后做过工业美术装
潢，当过学校美术老师，干过报纸编
辑，在50多岁时学会了电脑。此外，
他创作过歌曲、话剧、文学作品，进行
摄影采风，先后成为中国民俗摄影协
会会员、内蒙古摄影家协会会员、内蒙
古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

丰富的人生经历，在多个艺术门
类上的涉猎，让杨留锁有着很高的审
美眼光，艺术与生活得以交融，这为他
后来潜心研究剪纸艺术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因为选择
潜心研究剪纸15载

2009年，杨留锁认真检视自己，
认为虽涉足多个艺术门类，但没有长
期深耕一个领域。他发现剪纸与美术
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决定投身剪纸创
作。他刚开始认为自己以前学过剪
纸，不会太难，真正上手剪纸时，才发
现剪纸并不容易。

“中国剪纸流派众多，有不同的剪
纸方法，剪纸前要确定好选题，画出草
图，不断进行修改，剪纸过程中稍有疏
忽就会推倒重来，这是个精细活。一开
始不熟练，我剪出的线条不稳定，经常
剪着剪着就断了。被我剪废的红纸一
摞又一摞。”杨留锁说。一段时间后，他
的剪纸技艺和稳定性有了很大提高，剪
纸也让他养成了耐心、细致的习惯。

杨留锁将美术与剪纸相结合，在
美术写生的基础上进行剪纸，平时多
留心身边事、身边人，将其作为剪纸的
素材。他看到画家陈玉先的56个民
族水墨舞蹈图，其中的美让他大受震
撼，他决定以剪纸的方式呈现出来。

不同民族的民族舞舞姿多样，人
物不一，需要了解民族舞的具体细节，
创作难度很大。杨留锁不畏困难，积
极搜集资料，去现场观看民族舞，了解
不同民族民族舞的发展历史、舞蹈动
作，对照舞蹈图，梳理出成品稿，然后
开始剪。他当时白天忙于工作，晚上
要处理家事，剪纸的时候往往已是深
夜。“剪的时候因为疲惫和精神不集
中，剪错是常有的事，剪错就重新剪，
红纸用了多少，我都不记得了。”他
说。最终杨留锁花费2个多月的时间
剪完了这套剪纸作品《民族舞》。该套
作品共有30多幅，总长6米多，以剪纸
的方式呈现了我国各民族民族舞的特
点。

杨留锁现阶段创作的系列剪纸作
品是《中国历代文化名人》，该套作品
汇集了400多位文化名人，分为书画
名家、文学名人、历代科学家3个部
分。从2009年开始，他就查阅相关历
史资料，进行资料梳理和甄别工作，最
终确定了文化名人的肖像。“同一个文

化名人不同的历史文献记载，就会有
出入，许多人物的历史画像有好几份，
还都不一样。我剪的文化名人要客观
地还原历史，资料甄别的工作量非常
大，往往一个人物就需要花费好长时
间。”他说。为完成这套剪纸作品，杨
留锁花费了10多年，最终才确定了
400多位文化名人的肖像。

确定好一个人物，就剪一个，杨留
锁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中国
历代文化名人》剪纸当中。他清晨早
早起床，晚上家人熟睡后，他的剪刀依
然在沙沙作响。老子、孔子、李白、郭
守敬等耳熟能详的文化名人在他的剪
刀下悄然呈现。截至目前，《中国历代
文化名人》中的书画名家部分已经完
成，文学名人部分完成了一半，历代科
学家部分完成了三分之一。《中国历代
文化名人》系列剪纸作品寄托着杨留
锁的梦想，他现已年过七旬，精力大不
如前且存在经费短缺问题。他希望社
会大众和相关部门予以关注，给予支
持，帮助其完成这一作品。

除此以外，杨留锁还创作了《中华
十圣》《二十四节气》《十八罗汉》《矿工
肖像》等系列长卷剪纸作品，其剪纸作
品在国家级和省市级剪纸大赛上屡获
大奖。为弘扬剪纸艺术，杨留锁来到
我市的街道、社区、学校当中，科普剪
纸历史，传授剪纸技艺。

“剪纸已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每天都想着剪一点。一拿起剪刀
剪纸，我就沉浸其中，生活的烦恼也
没有了，心情也变得特别好。我希望
尽早完成《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系列
剪纸作品，让大家看到我最新的创
作，让剪纸艺术发扬光大、传承不
息。”杨留锁说。

杨留锁：变纸为画！剪纸艺人的“纸短情长”
本报记者李浩文/图

剪纸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感觉和
艺术享受。作为在我国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民间艺术，剪纸交
融于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是各种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市剪纸艺人杨留锁在天命之年投入剪纸艺术创作，小小的剪
刀在他手中一张一翕、一起一落，伴随着纸屑的飘然落下，一张
平淡无奇的纸变成了一幅精雕细刻的艺术作品。变纸为画，这
是一位剪纸艺人的“纸短情长”。

杨留锁，出生于1954年，现为中
国民俗摄影协会会员、内蒙古摄影
家协会会员、内蒙古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市工艺美术协会副会长、海

勃湾区美术家协会会员。
2018 年，剪纸作品《中华十圣》

获全国第二届“中华杯”民俗文化艺
术作品邀请展金奖。

2019 年，剪纸作品《十八罗汉》
获“剪绘新时代，共圆中国梦”2019
第三届“中华杯”全国剪纸艺术大赛
三等奖。

2020 年 ，剪 纸 作 品《矿 工 肖
像》荣获全国第四届“中华杯”全
国诗书画印艺术作品大赛最佳创
作奖。

非遗烫画点亮校园
10 月 17 日，市文化广电事业发展中心与海勃湾区滨河小

学团结校区积极对接，把非遗项目烫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
正式纳入学校的校本课程内容。每周一节的烫画课，让学生
有机会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和热爱，同时为学校的文化教育和地方的文化传承注入
了新活力。 （靳婧 摄）

秋意浓
近年来，我市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工作，积极提升国土绿化水

平，打造充满绿意的宜居社区。金秋10月，在蓝天白云的衬托
下，居民纷纷到公园、绿地休闲健身。 （李浩 摄）

本报讯（记者韩建慧）10
月 21 日，记者从市文联获
悉，由市书法家协会和市延
安精神研究会联合主办的

“弘扬延安精神”书法比赛
发布特邀、获奖及入选作者
名单。

本次书法比赛从 2024
年 8 月 15 日起至 2024 年 9

月10日止，旨在以书法的形
式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弘扬
延安精神，激发广大书法爱
好者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的
热情。比赛得到全市书法爱
好者的积极响应，组委会共
收到投稿作品 200余件，经
严格评审，共评选出获奖、入
选作品90件。

“弘扬延安精神”书法比赛
公布获奖名单

杨留锁欣赏剪纸作品。 杨留锁创作的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