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骅市南排河镇季家堡村，这
里的村民靠海而居，几乎家家户户
以渔为生，杜宝槐的蟹壳画工作室
在这里自成一方天地。

工作室就在杜宝槐家里。
工作台虽然宽大，可光是五颜

六色的颜料盒和大小不一的画笔，
就占去大半面积。工作台后面是一
面墙壁，上面挂满了装裱好的蟹壳
画作品。常有好奇的小孩子来这儿
观瞧，他们走进来看一圈儿，猜测
着画上的内容，也有调皮捣蛋的，
随手拿起桌上的半成品摆弄。53岁
的杜宝槐从来不恼，自顾自地画着。

海堡记忆

很多人不敢相信，当初打鱼为
生的杜宝槐，如今已是沧州市民间
工艺美术师，作品甚至被当作礼品
带到了国外。

杜宝槐自幼喜欢画画，教过他
的美术老师都夸他有天赋。但他的
艺术生涯并没有从此开始，而是在
此后的 10多年里，读书、打鱼、当
兵，整日为生活奔波。

直到 2000 年，杜宝槐复员回
家，重新过起了打鱼的日子。那段
时间，生活虽然清苦，可杜宝槐却
乐在其中，因为有大把时间去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写字、画画。

有一次，他到海边打鱼。一连
下了好几网，鱼没捞到几条，硬币
大小的小螃蟹倒是不少。

这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关爷
脸”的小螃蟹，因背壳纹路得名。

“关爷脸”个头小，卖不上好价
钱，别人都随手倒回海里。杜宝槐
犯了愁，一边拨弄着小螃蟹，一边
自言自语：“都说关二爷是个大红
脸，可这‘关爷脸’却是个‘大青
脸’……”

那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
季家堡村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每个景区都有自己的纪念品，我要
是把这些小螃蟹画成脸谱，不就成了
海堡特有的纪念品了吗？”杜宝槐觉
得，这样一来，游客不但体验到了渔
家文化，还能留下一段海堡记忆。

就这样，杜宝槐拉着这些小螃
蟹回了家，开始研究怎么在蟹壳上

画画。
清洗、晾干、画画，杜宝槐足

足折腾了一冬天。
为了搞清楚蟹壳画是否受欢

迎，他挑了一些得意之作，放在自
己折的包装盒里，再用塑料纸封
好，每个蟹壳画卖5元钱。

没想到，蟹壳画摆上货架没多
久，就被一抢而空。从此，杜宝槐
以蟹壳为纸，用蘸着五彩颜料的画
笔，讲述起海堡的风土人情。

过关斩将

在杜宝槐心里，制作蟹壳画的
过程，就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一

样，虽然困难重重，但技艺却在磨
练中不断增长。

红脸的关公、黑脸的张飞、白
脸的曹操、黄脸的典韦……在杜宝
槐的巧手之下，一张张脸谱在蟹壳
上活灵活现。

但这并不意味在蟹壳上作画是
件简单的事情。从选料到装裱，每
一步都要足够细致用心，丝毫不能
马虎。

杜宝槐遇到的第一关就是选材。
不是所有蟹壳都适合作画，除

了要挑选品相，还得看能不能“老
得住”。这是杜宝槐的“专业术
语”——蟹壳清洗晾晒后并不能直
接使用，需要在阴凉处放置半年以

上，让蟹壳自然收缩定型，不变皱
才算“老得住”。

蟹壳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适
合的题材也不尽相同。“‘关爷脸’
个头小，形状比较圆润，适合画脸
谱；渤海湾的梭子蟹，蟹壳大，适
合画花卉、风景……”杜宝槐说。

接下来是创作关。
最初，杜宝槐的蟹壳画以京剧

脸谱为主。可他对京剧并不了解，
对如何画脸谱更是一窍不通。虽然
第一批作品很受欢迎，但他心里清
楚：“那些脸谱画得不伦不类，只能
算作试验品。”

杜宝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凡
与戏曲有关的，他都格外留意。有

一次去北京办事，杜宝槐在书店找
到一本专门介绍京剧脸谱的书。他
如获至宝，像找到武林秘笈一样。

如今，单是把脸谱画好已满足
不了杜宝槐：“我们有那么多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是不是都能用蟹壳
画的方式表现呢？”

他试着在蟹壳上画工笔画。
没有经验可循，一切都需要自

己摸索。
蟹壳与宣纸的材质不同，为了

尽量还原工笔画的效果，杜宝槐想
出了在蟹壳上裱宣纸的办法。这活
儿极费眼睛，也耗精神。蟹壳凹凸
不平，贴上去的宣纸一旦出现褶
皱，就得撕掉重来。但杜宝槐从不
觉得这是苦差事，只要没人提醒，
他能窝在工作台前琢磨一整天。

只用了不长时间，杜宝槐就解
决了这些问题。《花开富贵》《鸟语
花香》《清野闲戏》……一幅幅蟹壳
工笔画，笔触细腻、古韵悠然。

声名鹊起

有空时，杜宝槐就到离家不远
处的码头转悠，看到出海归来的渔
船，就去讨一些别人不要的小螃
蟹，拿回家清洗备用；去参加婚
宴，杜宝槐总要等到最后，宴席一
散，挨桌捡蟹壳……

其实，蟹壳画并没有给杜宝槐
带来多少经济回报，但他依旧废寝
忘食地画着。

小小的蟹壳画，承载着他对渔
家文化的爱恋。

杜宝槐说：“海堡人历来有出海
挂蟹的习俗。过去一到开春，渔家
就会在出海后头网里挑一只最大最
漂亮的螃蟹，用绳子拴好、蒸熟，
挂在船舱里或家里，祈求行船顺风
顺水、满载而归。”

如今，杜宝槐的蟹壳画在黄骅
周边已经小有名气，越来越多的人
慕名而来。除了直接选购成品，很
多人还会定制自己想要的蟹壳画，
甚至有人将其作为礼品带到国外。

小小的蟹壳画，画出了杜宝槐
对往昔海堡生活的记忆，也传承着
悠长而深厚的海堡文化。他觉得，
每个地方都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守望
者，只有这样，文化才能传递下
去，被更多人了解：“我没有很大的
抱负，只是觉得很多东西我们这代
人不去记录，以后的人也许就不知
道了，所以要留下一些痕迹。”

这些年这些年，，
裴勇正总在裴勇正总在
想如何传播想如何传播
民乐民乐，，他平时他平时
也刷抖音也刷抖音，，便便
有了直播的有了直播的
想法想法。。

“我在石家庄挺好的，工作不累，
居民们都很配合，放心吧……”回到驻
地后，徐浩天照例给家人打了一个电
话。在石家庄“抗疫”的这些天，这个

“90后”小伙子，已经学会了如何宽慰
家人。

26岁的徐浩天，是沧州市人民医
院介入医学科的一名技师。1月 12日 7
时左右，作为我市第二批支援石家庄医
护人员，他随队抵达石家庄藁城区，参
与到核酸检测的工作之中。

那是徐浩天入职3年来最忙碌的一
天。

那天，徐浩天与另外两位医护人员
一组，完成了近 3000份核酸采样，其
间，他们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

“天气那么冷，居民们都在耐心排队，
等待采样，我就算再累也得坚持，让大
家早点儿回家。”在徐浩天心里，从奔
赴一线的那刻起，他就成了一名战士。

连续工作了 11个小时之后，所有
排队居民都完成了采集，可徐浩天的工
作还没有结束。还有许多居民因行动不
便无法出门，需要徐浩天上门采集……

夜深了，徐浩天终于完成了当天的
全部工作。回到驻地宾馆，行李都没来
得及收拾，他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此后的日子里，徐浩天平均每天要
为 500多人采集核酸。室外天寒地冻，
徐浩天的手冻得又红又痒，还生了疹
子，一抓就破，“每次消毒都像上刑一
样。”

虽然辛苦，但徐浩天从没后悔来到
这里。居民的一声“辛苦”，小朋友送
的棒棒糖……每一声发自肺腑的感谢，
都让他再次充满了力量。

转眼 20多天过去了，徐浩天仍坚
守在石家庄的抗疫一线上。年关将至，
看着居民们都在为春节做着准备，徐浩
天也有些想家，但他更想带着胜利的消
息一起返程，这将是他最好的新年礼
物。

最好的最好的
新年礼物新年礼物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唐 亮

杜宝槐觉得杜宝槐觉得，，制作蟹制作蟹
壳画的过程壳画的过程，，就像关羽过就像关羽过
五关斩六将五关斩六将，，虽然困难重虽然困难重
重重，，技艺却在不断增长技艺却在不断增长。。

单是把脸谱画好满足单是把脸谱画好满足
不了杜宝槐不了杜宝槐，，他又试着在他又试着在
蟹壳上画工笔画蟹壳上画工笔画。。

即将到来的春节，为响应“非必要
不返乡”的倡议，不少人选择了异乡过
年。

当父母得知你过年不回家时，他们
的爱总是内敛而含蓄，默默寄来的快
递、不经意的微信留言，都透着浓浓爱
意。周围的人，一份礼物、一句问候，
处处带着关怀。

在沧州打工的河南小伙儿，妈妈得
知他过年不回家，说要寄点牛肉来，寄
来的却还有熏鱼、排骨、虾仁……

出来创业的山西农民，告知家中
70 多岁的老人不回去过年了，短暂的
沉默后，老人回复道：你们在那边踏实
过年吧，家里的房已经扫了，被褥也晒
过了，过了年抽空再回来吧！

今年刚刚有了稳定工作，一个人要
在租来的房子里过年，年轻的姑娘觉得
很无趣，同事们轮流给她捎来年货，大
红的窗花，醇香的花馒头，除夕的年夜
饭也早早被朋友们约了下来……

为了鼓励人们就地过年，各地纷纷
出台政策。有的发放翻倍工资、加班用
餐补贴，有的免房租，有的干脆直接发
红包。深圳一家工厂，为了鼓励员工就
地过年，不仅发放新年红包，还发放米
面油。

“这么好的福利，这么多的关心，
异乡过年又何妨？”“有温暖的地方，在
哪儿都是家！”……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然而，过年
赶上疫情，只有减少流动、减少聚集，
才能减少疫情传播，更多的人才能过一
个祥和欢乐的年。为了这个共同的目
标，众多在外打拼的游子，放弃回家团
聚，选择在异乡过年。而更多与之相关
的人，则为他们提供加倍的呵护与温
暖。

这就是中国人的凝聚力。其实，留
下来过年也挺好，为大家也为小家，在
你的第二故乡，放松地过个年吧，因为
这里会和家乡一样，温暖美好。

北 思

异乡过年异乡过年
也温暖也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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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敢相信，当初打鱼为生的杜宝槐，如今已是沧州市民间工艺美术师，作品甚至被当作礼品带到了国外。

21年前，杜宝槐拾起画笔，以蟹壳为纸，从此，蘸着五彩颜料的笔尖游弋在蟹壳上，画出海堡的风土人情。

““笙声笙声””不息不息 愿有回响愿有回响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摄影报道

裴勇正也玩直播，有一次表演吹笙，直播刚一开，就有网友送来价值1314元的“邮轮”。直播带来的收益让

裴勇正咋舌，但他更在意的，是如何更好地把民乐传承下去。

笙的响音从店里传出，裴勇正
正进行着一场网络直播，演奏的是
他最擅长的乐器。

这是一间不到 20 平方米的店
铺，屋里摆放的有民族乐器，也有
西洋乐器，数量不下 10余种，但这
也只是裴勇正所会乐器中的一小部
分。

“音乐玩家”

42岁的裴勇正，是吴桥县曹洼
乡石西村人。

因为没在专业音乐院校接受过
训练，他总戏称自己只是一个“音
乐玩家”。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不
管是吹管乐器、拉弦乐器、弹拨乐
器，还是打击乐器、电子乐器，任
意一件，他都信手拈来。“乐器都是
相通的，只要用心体会、勤于练
习，就能举一反三。”裴勇正说。

这种音乐天赋源自他的父亲。
裴勇正的父亲是一名民间乐

师，精通唢呐、二胡、笙等民族乐
器。

裴勇正 6 岁跟父亲学习乐器，
一家人经常组队参加县里举办的艺
术比赛，父亲吹笙，弟弟、妹妹打
锣，裴勇正吹唢呐。

那时的裴勇正，虽然小学都没
毕业，却已是县里艺术比赛的熟面
孔了。

吴桥杂技大世界建成那年，14
岁的裴勇正，被邀请在假期时间参
加表演。在演出团里，他是年纪最
小的一个，也是最忙的一个。团里
乐器多，每一样都让裴勇正痴迷。
别人拉京胡，他就学京胡；别人吹
笛子，他就学笛子……裴勇正边演
边学，几年下来，就学会了十几种
民族乐器。往台上一站，一个人就
是一个乐器班子。

裴勇正的优秀，大家都看在眼
里，但私底下吃的苦，只有他自己
知道：“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
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
知道。人家一个月去练一件乐器，
那我要学百种乐器，就得花百倍时
间。”

创业艰辛

25岁那年，裴勇正来沧州市创
业，开了一家民族乐器制作、修理
行，最擅长的还是笙，许多音乐院
校的师生都是他的客户。

裴勇正修笙、制笙的手艺很
高，但生意却一直不见起色。“那些
年，在一些家长眼里，一说高雅音
乐就是小提琴、钢琴，很少有人愿
意让孩子学笙、唢呐这些民族乐
器。”裴勇正说。

面对难题，很多人可能发发牢
骚就算了，但裴勇正不是，他从来

都是很积极地面对难题，并寻求突
破固有的模式。他想要得到一个答
案：“同样是乐器，为什么有的就能
被捧得那么高？”

钢琴有着“乐器之王”的美
誉，“擒贼先擒王！”裴勇正决定先
从钢琴入手。

他到北京学习调钢琴那年，孩
子刚上幼儿园，正是需要接送的时
候。“因为这件事，我总觉得对不起
家人，可如果当时不去，我会更难
受！”裴勇正心里憋着一口气。

为了在家庭和音乐中间找到一
个平衡点，裴勇正北京、沧州两头
跑。有时，白天在北京学琴，晚上

就又赶回店里通宵修乐器。
这样的日子，裴勇正坚持了两

年。

重任在肩

说起来有些无奈，裴勇正的乐
器行开了 10 多年，找他修钢琴的
人，一年比一年多，并且大都是年
轻父母，而找他修笙、制笙的却总
是那几个熟面孔。

裴勇正动过让自己孩子学笙的
念头，可孩子不喜欢，裴勇正不忍
强迫，又于心不甘。

这些年，裴勇正总在想如何传

播民乐，他平时也刷抖音，便有了
直播的想法。

有一次，他直播吹笙，一开
播，就有粉丝送来价值 1314 元的

“邮轮”。一问才知，原来对方是一
位大学音乐老师，和裴勇正一样，
对民族乐器有着非比寻常的感情。
他对裴勇正说：“笙是冷门中的冷
门，教的人少，学的人更少。”

音乐老师的话，更加坚定了裴
勇正搞直播的决心，虽然粉丝还不
多，但他相信这其中蕴藏着巨大的
力量和潜力：“就像很多人提起二胡
只知道《二泉映月》一样，民乐需
要融入更年轻、更时尚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