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象长颈鹿大象长颈鹿，，男厕女厕男厕女厕？？

一大早，81岁的董锡富便从
新华区铁路新村小区走出来。她
摸了摸身上的志愿服，笑容满
面。她是沧州市义工协会的志愿
者，做公益已经6年了。

本该安享晚年的年纪，她却
格外忙碌。在她心中，帮助他人
是一种快乐，只要穿上红色志愿
服，立刻感觉自己充满热情和动
力。可起初，董锡富连义工是什
么都不清楚。

6年前，董锡富到朋友家串
门，身为志愿者的朋友正准备去
参加志愿服务。董锡富一听是去
做好事，好奇地跟了过去。

这次志愿服务是去老年公
寓。到了目的地，董锡富并没闲
着。给瘫痪老人洗脚、洗头发、
剪指甲、清扫垃圾……老年公寓
的不少老人比董锡富年纪还小，
他们心里过意不去，拉着董锡富
的手，不让她忙活。“我身体好，
照顾你们，我高兴！”说着，董锡
富又和志愿者们一起忙活。

老年公寓里的老人们，纷纷
向董锡富竖起大拇指：“谢谢你
啦！”“这么大岁数，还来照顾我
们！”……听着大家的称赞，董锡
富心里甭提多高兴了：“那天回到
家，我比平时多吃了两个包子，
心里特别舒坦！”

从那以后，董锡富加入了公
益组织。每次义工协会有活动，
她都积极参加，风雨无阻。

有一次，义工协会组织志愿
者到沧县皂坡村做活动。由于没
赶上公交车，董锡富抵达集合地
时，大部队已经出发。她没有就
此返回，而是沿路拦了一辆班车
继续追赶。班车并不直达目的
地，董锡富下车时，离皂坡村还
有 3.5公里。可眼下，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几乎看不见往来车

辆，董锡富就步行前往，走了整
整一个小时才到达村子。

一见她来，村里的老人立刻
兴奋起来：“老姐姐，可把你盼来
了……”一位老人热情地握住董
锡富的手。董锡富马上来了精
神，与老人们一起唱歌、扭秧歌。

董锡富有一副热心肠，不管
谁有了难处都会帮一把。

两年前，在小区附近，董锡
富总能看到一个脏得不成样子的
流浪汉。她给流浪汉洗脸、剪头
发、刮胡子，还送去一件军大
衣。收拾好后，流浪汉突然站起
来，向董锡富鞠了一躬。“他虽然
不会说话，但心里明白着呢！”董
锡富说。

此后的每一天，董锡富都会
给流浪汉送去饭菜。直到流浪汉
被收容所接走，她才安下心来。

令董锡富没想到的是，她为
流浪汉理发的过程，被路人传到
了网上。几乎一夜之间，小视频
就流传开来，感动了很多人。董
锡富远在北京的女儿，也看到了
这段视频，这才知道母亲一直在
做公益。

如今，董锡富俨然成了义工
协会里的明星。每次活动都有很
多年轻志愿者和她拍照留念，他
们希望自己到这个年龄时还能从
事公益活动。

与年轻人一起从事公益活
动，董锡富感觉自己也年轻了，
乐在其中。在她心里，给别人带
去温暖的同时，自己的双手也会
留有余香。

实施道德工程
建设好人之城

河北省优秀专栏
“沧州好人”
典型事迹选登

本报记者 康 宁

本报通讯员 赵华堂 摄影报道

周末，与一位外地朋友微信
聊天，听他吐槽了一件近期发生
的事。初听时哭笑不得，细品又
觉得并非儿戏。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不久，朋友陪家人到当地

一家新营业的饭店吃饭。席间，6
岁的儿子独自去上厕所，许久
未归。朋友去找，又过了半晌，
两人才回来。大家询问缘由，朋
友的回答让一桌人哄堂大笑：厕
所标志太新潮，父子俩研究半天
也没弄明白。

有好事的人去观瞧，发现果
然不假——厕所一共两间，一边
画着大象，一边画着长颈鹿，再
无其他注解。

朋友的遭遇虽然令人发笑，
但细想之后就会发现，在我们身
边，类似的事情其实不少。

如今，无论是饭店还是酒
吧，消费场所对设计的追求愈加
强烈。独特的店面设计确实有助
于给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进而
提升效益，但若只为独特，而过
分将其简略、抽象化，以致让人
难以辨识，反而会适得其反。

厕所标志就是一个例子。
“大象”和“长颈鹿”如何区

分？网上的解释是，大象魁梧雄

壮，代表男性；长颈鹿纤细修
长，代表女性。如此解释倒也说
得过去，可又有多少人能在第一
时间想到这层含义呢？再退一步
讲，年轻人尚能上网找答案，那
老人、孩子又该如何呢？

在词典里，标志一词的注解
是，以单纯、显著、易识别的物
象、图形或文字符号为直观语
言，用来表明某一事物，并给观
者留下印象。

如此看来，如果只为追求所
谓的设计感，而牺牲掉标志最重
要的属性，无异于本末倒置。

还以厕所标志为例。
店家在追求设计的同时，用

文字加以注释，是否就能免于此
类囧事的发生？

“白乐天每作诗，问曰解否？
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
之。”唐代诗人白居易，作诗以老
妇能懂为标准，直到如今，他的
诗作仍受人追捧。

可见，通俗易懂与设计感并
不冲突，只是需要设计者与经营
者多一些用心和体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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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锤万錾千锤万錾千锤万錾 始见匠心始见匠心始见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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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言

八旬老人八旬老人
有颗不老雷锋心有颗不老雷锋心

董锡富董锡富((左一左一))参加志愿服务活动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很多女孩都有一个花店梦——每
天在花丛中插一束花，闲暇时看一本
书、喝一杯茶……“90后”女孩刘亚
晨、姜豆豆也不例外。

一年前，她们不顾家人反对，辞
掉事业单位的工作，在黄骅市黄骅镇
大街南村附近，经营起一家花店，靠
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将梦想变成了
现实。

选搭、修剪、包裹……刘亚晨和
姜豆豆正忙着为客户制作花束，几番
熟练操作后，一把漂亮的花束呈现在
眼前。

可就在一年前，刘亚晨和姜豆豆
对这些工序还知之甚少。那时，她们
同在一家单位工作，被许多人羡慕
着。

刘亚晨从小喜欢花花草草，长
大后，更是把这份喜爱延伸到了花
艺上。上网看视频，买书查资料，
她没事就研究花艺。尤其逢年过
节，更少不了到花市买些鲜花回
来，自己搭配，制成花束。她梦想
着，有朝一日能拥有一家属于自己
的花店。

日子一天天过去，刘亚晨参加工
作快一年了。“总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
生活，并不是说它不好，只是我有自
己的想法。”她决定辞职创业，并在第
一时间，把想法告诉了有着相同喜好
的姜豆豆，两人不谋而合。

首先要过的就是父母关。
刘亚晨向父母提出了辞职创业的

想法，可话只说了一半，就遭到他们
强烈反对。

“父母更希望我生活安稳，在他们
眼中，花店收益并不稳定。”刘亚晨遇
到的难题，姜豆豆也同样遇到了。

但两人打定了主意，就没想过放

弃。一次说不通，就两次；两次谈不
拢，就三次……她们把自己的想法和
付出的努力，一一说与父母，最终得
到了认可。

辞职！开干！
学习、选址、装修、找货源……

两个人热火朝天地忙碌起来，满心欢
喜地打造着属于自己的“花花世界”。

可是，理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段
距离。

花店开张后，姐妹俩一口气就进
了 4000 多元的鲜花，直到这些鲜花
一一枯萎、凋谢，账本收入栏里的数
字才勉强过了 4位。“当时心里特别
沮丧，但我们也明白万事开头难的道
理，相信只要总结好经验教训，我们
一定会成功！”就这样，两人一边相
互打气，一边研究市场，适时调整花
店经营。

姐妹花分工合作，姜豆豆负责线
上宣传、沟通顾客，刘亚晨负责采
购、花艺……经历了半年低谷期，两

个女孩终于迎来了属于她们的“春
天”，花店经营渐渐步入正轨。

今年春节，姐妹俩迎来了开业
以来的第一个“爆点”。“从腊月十
五开始接单，白天忙不完就通宵
干，累得腰酸背痛。”刘亚晨笑着
说。

如今，除了接花束订单，她们还
增添了花艺布置业务，顾客比以前更
多了。“最忙的时候，家里人一起来帮
忙，店里都快站不下了。”姜豆豆说，
虽然长辈们表面不是很支持，但总会
在行动上给予最大帮助。

经营花店的过程中，这对姐妹花
遇到了不少困难，但她们彼此扶持，
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坎，是心中的热爱
让她们坚持了下来。

“每天和这些花花草草打交道，
给大家送去美的享受，这就是我们想
要的生活。年轻人就得为了理想奋力
拼搏！”在这方花草世界中，刘亚晨
和姜豆豆乐在其中。

“““909090后后后”””姐妹花的姐妹花的姐妹花的“““花花世界花花世界花花世界”””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高 箐 李冠达

创业青春青春
点燃激情 实现梦想

20多年前，赵强的作品在国外能卖到18万元，国内却少有人问津。老手艺墙内开花墙外香，他不知是该高兴

还是难过。

更让他心乱的是，公司成立30多年，成员最多也不过7人。年龄最小的是他儿子，但也只是兼职。老手艺，

正遭遇人才断档的危机。

在赵强心里在赵强心里，，錾刻錾刻
不只是一门手艺不只是一门手艺，，更像更像
血液一样血液一样，，存在于骨子存在于骨子
里里。。

赵强站在工作台前，举着一件手
工錾刻铜造像，端详了半天，说：“做
工不错，但少了些精气神。”

这是赵强家传的手艺。48 岁的
他，研究这门手艺已经30多年，是这
一手艺的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此时，在他手上的这个不足20厘
米高的摆件，表面布满数10万计的錾
点与纹路，仿的就是他多年前的一个
作品，仿制者是他儿子。

铜板的精气神

肃宁县师素镇北答村，赵强和父
亲赵国建成立的华艺工艺美术公司就
在这里。30多年里，一件又一件手工
錾刻铜造像，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敲打
声，从这里去到世界各地。

在赵强心里，錾刻不只是一门手
艺，更像血液一样，存在于家族的骨
子里。

赵强很小的时候就听老人提起
过：清朝时，祖上就凭这门手艺在京
城立足，养活了几代人。

这说法虽然无处可考，但手艺的
精细程度，足以撑起匠人的底气——

立体多变的造像由多块厚度1至3
毫米不等的铜板制成，画图、打胚、
制模、塑型、焊接、錾刻、打磨、抛
光……每件手工錾刻铜造像的诞生，
都少不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次的捶
打、雕錾。

枯燥、精密，是这门手艺的代名
词，但这仍不是最难掌握的地方。

赵强10多岁随父亲学艺，被批得
最多的，就是“没有精气神”。

“铜板能有什么精气神？”那时的
赵强，能察觉到与父亲在手艺上的差
距，可对玄而又玄的“精气神”，却一
筹莫展。

这的确是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难题。一个动作、一个眼神，甚至一
缕毛发，都可能成为答案。

多学多看、向老祖宗借魂，是赵
强仅有的办法。

可是，手工錾刻铜造像因其工艺
之复杂、造型之精美，一度与寻常百
姓无缘。所以，即便是几代人以此为
业的赵家，百余年来，也没留下一件
老物件。直到后来，赵强找到一本介
绍古代錾刻工艺的书籍，才将以前看
不到的东西变成了第一手资料，这让
他大开眼界，如获至宝。

赵强还从老祖宗身上学到了另一
个诀窍：一切都在台案之外，在躬身
的农人、墙角的老汉、蜷缩的猫狗身
上……“用心观察生活、捕捉细节，
将这些收获融入作品，铜板才算有了
精气神。”在赵强心里，自己接过的不

仅仅是一门技术，更是门艺术。

铜板的命运

一件手工錾刻铜造像，从设计到
完成，每天不停锤錾七八个小时，造
型简单的，也得十天半月才能完成；
精细些的，三五个月也是有的。“做出
一件精品，靠的是技艺，更是一份耐
心。”

改革开放后，赵强和父亲成立了
公司，重新经营起这份家传手艺。

让父子俩始料未及的是，最先火
起来的竟是海外市场。其中麒麟、十
二生肖、童子骑牛等富有中国特色的
传统作品，尤其受欢迎。

赵强记得清楚，大概 20多年前，

有位外贸商以 5万元的价格向他买了
一件作品，“这在当时几乎已是天
价。”更让他想象不到的是，作品运到
国外，竟很快就以18万元成交。

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在国
内，同样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

老手艺墙内开花墙外香，赵强不
知该高兴还是难过。

就在赵强辗转反侧之际，大量竞
争者跟风涌入。“他们大多打着传统工
艺的旗号，做的却是机器活儿。”更让
赵强不齿的是，“机器活儿很难有收藏
价值，但效率却远超手工。就拿最简
单的抛光来说，艺人要打磨一两天，
可换成机器，几秒钟能造出一大批。”

对企业而言，时间就是金钱；可
对匠人来说，快速并不是最终目的。

制作手工錾刻铜造像，光是用途
不一、大小各异的錾子就需要上百
种。赵强常用的錾子中，有很多是祖
上传下来的。因为市面上很难找到称
手工具，匠人们常要根据所需花型，
打制相应的錾子。

“这也是手工制品最具魅力的地
方。不同的錾子、不同的手法，会形
成形态各异的锤击纹，这是鉴别手工
制品与机械制品最直观的方法，也让
作品有了生命、成了孤品。”在赵强看
来，一次次锤击与錾刻下，匠人们将
铜板变为“唯一”，这是对手艺的敬
畏，也是机器无法企及的高度。

“耐住寂寞很难”

“早年间，匠人大多会在作品上刻
下自己的名字，不是为了炫耀手艺，
而是把技艺视作脸面。要不是对手艺
有十足把握，谁有这样的勇气？”赵强
问道。

赵强学艺时，从入门到得到认
可，用了五六年，每日一坐就是一整
天。这份执着，不光是对手艺的敬
畏。“过去，手艺就是饭碗。为了学手
艺，学徒们能争破头。可现在不一样
了，读书、打工，哪一个看上去都比
当手艺人强。”赵强心有不甘。

公司成立30多年，成员最多时也
不过 7人，全是自家亲戚。年龄最小
的是他儿子，之后便是年近半百的赵
强，老手艺正遭遇人才断档的危机。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艺不
外传的家训行规。

仅这一两年，赵强就招过四五次
学徒，前后来了10多个年轻人，却没
一个坚持到最后。“太多人耐不住寂
寞、受不了苦。”赵强明白，在这个与
时间赛跑的时代，“十年磨一剑”听上
去似乎并不合时宜。可是，水滴石穿
的魅力，不是也非得如此才能体会得
到吗？

儿子填报高考志愿时，赵强建议
他学艺术，便于日后回来继承手艺。
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强扭的瓜
不甜。”赵强很无奈。

这些年，赵强的视力越发模糊，
对精细活儿也越发力不从心了。传承
再次成为压在他心头的巨石。

已经工作的儿子，看出了他的担
心，主动学起了手艺，有空就回来帮
忙，这让赵强宽心不少：“别让手艺断
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