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像中了邪一样，别人不要的枣树
根，老刘却当成了宝。”别人口中的老
刘，便是54岁的刘仁栋。

刘仁栋是沧县崔尔庄镇人，年轻
时，便离开村子到城里打拼。这两年，
家境殷实、儿孙满堂，生活越过越好的
他，反倒怀念起小时候的日子。

沧县是著名的金丝小枣之乡，栽
培枣树历史悠久。

刘仁栋小时候，村里家家户户都
种着枣树，待到小枣成熟时，孩子们
拿着竹竿，朝着树梢一顿猛敲，红彤
彤的小枣像雨点儿一样，噼里啪啦往
下掉。

“后来，有些枣农改种其他作物或
是进城打工，很多枣树被刨、被弃
种，枯死在地里，或是被人收去烧
火。”每次回老家，刘仁栋都会发现，
村里的枣树又少了，“就好像儿时的记
忆被人抽走了一样。”刘仁栋很难过。

有一次，刘仁栋在村边挖了一棵
枣树根带回家，一番刷洗、打磨后，
他细细端详，竟从中发现一丝浑然天
成的艺术美感。“留不住枣树，那就留
下几棵树根当念想吧！”从那时起，刘
仁栋便收藏起枣树根来。

枣木木质坚硬，木纹细腻，处理
稍有不当就会产生裂纹。看着自己收
藏的宝贝因为开裂再次沦为废品，刘
仁栋心疼极了。他查找资料，请教木
雕专家，终于找到了其中窍门，“哪个
步骤该泡水，哪个时间段进行雕刻，
都有讲究。”

这些年，刘仁栋收藏了不少枣树
根，有别人丢弃不要的，也有花高价
从村民手里收来的，大大小小的树根
把书房塞得满满当当。

前段时间，有个长年在国外打工
的朋友来他家做客，随手拍了几段视
频。没想到，没过多久，那人就打来
电话跟他说，不少外国朋友看了非常
喜欢，说啥也要买回去。刘仁栋听了
高兴极了：“啥买不买的，要是真心
喜欢，我白送！”

他把树根他把树根
当成宝当成宝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初见杨建筑时，他正蹲在客
厅，摆弄一把看上去造型有些怪异
的椅子。

那原本是一把普通的办公椅。
前几天，老伴儿说家里缺一把可折
叠的理疗椅，他便在屋里闷了小半
天，画出几张草图，没几天，就改
造了出来。

62岁的杨建筑，是沧州师范学
院后勤管理处的一位退休职工，很
多人问他：“是因为无聊才做这些事
情吗？”他的回答和人们预想的恰恰
相反：“只有那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
趣、做事应付的人，才会觉得无
聊！”

铁笔练字

杨建筑从小喜欢书法。
小时候，每到春节，村民们都

排着队来家里请杨建筑的爷爷写春
联。索字的队伍从屋里排到院外，
光裁红纸就要花费杨建筑很长时
间。“那时候，村里不管男女老少，
大家都对爷爷毕恭毕敬的。”这让儿
时的杨建筑对书法有了最早的印
象，“只要写得一手好字，就能赢得
人们尊重。”

杨建筑做事历来认真，凡事做
就要做好，从不应付了事。练习书
法也是如此，每日临池学书自不用
说。

转眼间，杨建筑 31岁了，书法
练了十几年，在别人眼里，他的字
已经小有成绩，可杨建筑却并不满
足于此。

相传王羲之在木板上练字，苍
劲的笔力能让墨渍浸入木板三分。
受此启发，杨建筑自制了两支各重
0.5公斤、1.5公斤的铁笔，铁棒做
杆、麻绳为尖，刻苦练习。

特制的铁笔又沉又硬，没办法
在纸上书写，杨建筑就蹲着身子在
地上写。他一握起笔就忘了时间，
一练就是半个多小时，再起身时，
不光腿脚发麻，就连后背都僵得直
不起来。

凭借着如此认真的态度，杨建

筑练就了一手好字。早些年，学校
里的板书、通知，有不少出自于
他。更有朋友将他的字挂在屋
里，转而又被别人好说歹说地索
了去。

因为书法，很多人认识了杨建
筑。但人们越与他接触，越发现他
擅长的不止于此。

轴人轴事

2000年前后，杨建筑又练起了

地书。一支特制的“毛笔”，再加上
一个小水桶，就是他的全部装备。

可没多久，杨建筑就发现了不
足之处。

写地书不用纸墨，却离不开
水。写地书的人，要么置身于水源
旁边，要么就随身携带一个水桶，
水洒了或是用尽了，就只能作罢，
不能尽兴。

杨建筑琢磨着，要发明一支可
以自带水源的地书笔。

一开始，他用金属管做笔管，

一侧装上海绵头，一侧装上小水
瓶。水源的问题解决了，可水流大
小却无法控制，装上瓶子，水一股
脑地流出来，根本写不了字。

心里装着事儿，杨建筑吃啥都
不香。朋友们瞧见了，劝他不要太
较真，可他哪是肯轻易放弃的人。

找调节器，找不同材质的“笔
管”，所用配件都是别人丢弃的……
杨建筑在屋子里闷了一个多月，终
于发明出能随意控制出水量的地书
笔。他出门拿给人看，大伙儿瞧着

眼里直放光，恨不得一把夺过来，
试上一试。

与杨建筑熟识的人常说，他是
轴人办轴事。虽是玩笑话，可说这
话的人心里，却无不透着佩服。

杨建筑办过的“轴事”何止这
一件。

夏天时，为了解决学校食堂里
的蚊蝇问题，杨建筑用废油桶发明
了一款捕蝇器，不仅零成本，效果
还很好；他还发明了一种“除草神
器”，学校池塘里的水草，轻轻一
勾，就清理得干干净净……

这些年，杨建筑发明、制作了
不少小工具，都是用废弃物改造而
成的，他个人也因此获得了 3项实
用新型专利。

不过也有人说：“这些小工具，
大多可以在市场上找到有相似功能
的产品，没必要瞎折腾。”

杨建筑不这么认为。每次发
明、制作东西，他都会叫上几个学
生参与：“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让学生们认识到，只要认真做事，
任何难题都能迎刃而解，就算是废
弃物也能派上用场。”

人生乐趣

杨建筑常说，自己最大的优
点，就是善于在生活中找到乐趣，
而这份乐趣，是建立在对某件事的
持之以恒、坚持不懈之上的。

杨建筑多年习武。小时候，在
村里的把式房跟着老师傅学；参加
工作后，又向市里的武术名家学。
每天至少练两个小时，太极剑、太
极拳都练得得心应手，还在市级比
赛中获过一等奖。

朋友夸赞他文武双全，他不好
意思接受，只讲习武的好处——48
岁那年，有一次下雪，路上结了一
层冰。杨建筑骑车回家，途中不慎
滑倒，自行车在光滑的路面上滑出
好几米，而他却在摔下车的一瞬
间，就地一滚，站了起来，没受一
点儿伤。他逢人便说：“要不是平日
里认真练习，一准儿满身是伤。”

这些年，杨建筑玩过的项目着
实不少，除了书法、发明、武术，
还有篆刻、木雕、中医……每一样
都学得仔仔细细，从不浅尝辄止，
他说，唯有如此，才能从中体会到
乐趣。

杨 建 筑杨 建 筑
喜欢的东西喜欢的东西
不少不少，，每一样每一样
都学得仔仔都学得仔仔
细细细细。。他说他说，，
唯有如此唯有如此，，才才
能从中体会能从中体会
到乐趣到乐趣。。

与杨建筑熟识的人常说与杨建筑熟识的人常说，，他是轴人办轴事他是轴人办轴事。。虽是玩笑话虽是玩笑话，，
可说这话的人心里可说这话的人心里，，却无不透着佩服却无不透着佩服。。

最近，内蒙古人民医院护士马静
宇速录信息的视频走红网络，她神情
专注，指尖飞舞，网友说她录信息就
像在弹钢琴，简直是种享受。

马静宇在医院体检中心从事调查
问卷录入工作，她平均一上午就要
接 受 咨 询 并 录 入 200 多 名 体 检 人 员
的信息，近 4 万字。一开始，她打
字并不熟练，但她想减少市民排队
等待的时间，于是每天下班后自己
练习，大概一年后，就有了这样的
速度和状态。

打字、录入，看似很小的事情，
马静宇却把它做到了极致。其实，这
里面，有一种精神——敬业、勤勉。
不管在哪个岗位上，每个人尽心做好
本职工作，全心全意地对待它，这是
一种责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

做好本职工作，是一名职场人最
起码的担当。当然，我们的生活也不
能只有工作。工作之余，有自己的爱
好，何尝不是快意的人生。

近来，还有一位跳霹雳舞的保洁
阿姨也红了。

47 岁的她，是西安某小区的保洁
员，常在工作间隙秀一秀自己的舞
技。她说，这是自己的爱好，跳了几
十年，最喜欢太空步。她不在意别人
说什么，霹雳舞给她带来了健康和快
乐，她会一直坚持自己的爱好，也希
望带给他人更多快乐。

看着视频中，这位保洁阿姨在楼
梯、马路或工友前快乐舞蹈，只想
说，热爱生活，哪里不是舞台？

2020 年过得并不容易，每个人的
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工作时认真努
力，工作之余有自己的爱好，生活便
会多些滋味与色彩。

认真工作，努力生活。知进退，
明得失。做好自己，爱己所爱，这样
的人生差不了。

曹 杰

做好自己
爱己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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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玩玩”””出生活乐趣出生活乐趣出生活乐趣 本报记者 张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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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建筑喜欢书法，写得一手好字，这让很多人认识了他。但越与他接触，就越发现他擅长的不止于此。

发明创造、习武健身……杨建筑喜欢的东西很多，每一样都玩得认真，且颇有心得。

刻木成匾几多情刻木成匾几多情
兴致高时，王志杰能抱着一块木板刻个不停，他把木刻比作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它像朋友，带给我愉悦；又像是

爱人，和我心意相通；可有时，我又觉得它是偶像，只能崇拜，让人难以掌控、驾驭。”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菁 摄影报道

黄骅市黄骅镇后街村，王志杰
的小院里总是热热闹闹。

可越是热闹，就越衬着冷清。
因为热闹的并非鼎沸的人声，而是
只属于王志杰一人的刀刻斧凿。

57岁的王志杰是一位匾额雕刻
师，30多年来，一直用心守护着这
门延绵近2000年的传统手艺。

与木为伴

初中毕业那年，王志杰学起了
木匠活儿。

那时，能用刨子、锯等工具打
造出精美的门窗、家具，是他最自
豪的事。后来，王志杰到当时的黄
骅市铁木综合厂工作，跟厂里的老
木匠学了不少手艺。

也正是从那时起，王志杰逐渐
对匾额产生了兴趣。

从此，刻刀、凿子、木头，便
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三件宝。只要有
空，他就拿出来练习，为了练好一
个字，他不知要刻上多少遍、用掉
多少块木料，手上磨出血泡也全然
不顾。

制作一块匾额，每个步骤都很
重要，就连挑选木料这样的事，王
志杰都要亲力亲为：“木料材质必须
要好，老料最佳，只有这样，才能
保障匾额无论悬挂多久、经历怎样
的风吹日晒，都完好如初。”

年轻那会儿，王志杰三天两头
往旧货市场跑，要是被他知道哪里

拆迁动土，更是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为此，他不光转遍了周边县

市，就连山东省也没少跑。这些
年，王志杰年龄渐长，家人不愿他
往来奔波，因为这，他生了好一通
气。可当得知网上也能买木料后，
又立马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
高兴得不得了。

匾额有魂

走进王志杰的工作室，一块挂
在墙上的匾额映入眼帘，匾长 4
米、宽0.8米，上面刻着东晋书法家
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匾额上，就

连历代鉴赏名家盖在上面的一部分
印章，也被他雕刻了上去，总共有
十多枚。这块匾曾为他在沧州市回
族古今文化艺术展中斩获一等奖。

匾额雕刻工艺复杂繁琐，从选
材、打磨到雕刻、上漆……仅粗略
计算就有十多道工序，制作一块匾
额，少则三五天，多则两三月。而
像《兰亭集序》这样的复杂作品，
其难度更是成倍增加。

“光是打磨木板就花了三四天时
间。通篇 324个字，每个字都要按
比例放大，再用复写纸逐个印到木
板上。”这也仅仅是诸多大步骤中的
一个。在雕刻时，王志杰光刻刀就

用了七八种，每当遇到木料结节
处，他都要加倍小心，既要还原书
法作品的本来韵味，还要尽量保留
木料的天然纹理。

《兰亭集序》这块匾，王志杰花
了 3个多月才完成，花费了大量心
思。在他心里，每块匾额都有灵
魂，值得用心打磨。

刻过的匾额，王志杰总要回去
看看，就像探望出嫁的女儿一样。

黄骅市博物馆、黄骅人民公
园……甚至内蒙古、天津的很多地
方，都有他的作品，这些匾额经多年
风吹日晒，依旧历久弥新。看着这些
匾额，王志杰总有种想与之对话的冲
动：“感觉它们真的活了过来。”

苦心传承

30多年里，王志杰搬过家、办
过厂，家里的摆设、物件换了一茬
又一茬，可匾额雕刻工作室一直都
在，他把这门老手艺比作生命中最
重要的人：“它像朋友，带给我愉
悦；又像是爱人，和我心意相通；
可有时，我又觉得它是偶像，只能
崇拜，让人难以掌控、驾驭。”

但不是所有人都像王志杰这
样，对老手艺有着无可替代的感情。

不知从何时起，有了可以制作
匾额的雕刻机。过去，王志杰要干
一二十天的活，机器一两个小时就
完成了。

雕刻机的出现，使得王志杰的

客户少了很多。在大部分人看来，
雕刻机不光效率高，制作成本也更
加低廉。

王志杰的工作室越来越冷清，
许久也来不了一个客户。有人劝他
也买一台雕刻机，或者干脆转行干
点儿别的。

王志杰舍不得。在他心里，雕
刻机就算再先进，也达不到艺人的
水平：“机器只能雕刻现成的字体，
做出来的成品只能称之为招牌，算
不得匾额。而手工艺人不但可以按
照书法作品雕刻匾额，还能对书法
作品进行修改或是二次创作，让匾
额更富艺术价值。”

如今，雕刻匾额已经成为王志
杰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要
拿起刻刀，他就像着了魔一样，兴
致高的时候，能抱着一块木板刻个
不停，连饭都忘了吃。

世事流转，老手艺风光不再，
王志杰心疼不已。但好在，他的儿
子对雕刻技艺表现出很大兴趣，父
子俩一有空就研究创作心得。“匾额
有魂，我下定了和木头打一辈子交
道的决心。”王志杰说，“当好木刻

‘守艺人’，更好地传承木刻工艺，
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王志杰心里在王志杰心里，，每块匾额都有灵魂每块匾额都有灵魂，，值得用心打磨值得用心打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