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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学州所住的大街北村出
来，步行最多二三十分钟就能抵达
黄骅市中心。

身处闹市，但王学州依然寂
寞。

大街上，几十元一件、由机器
冲压而成的皮雕饰品卖得红火；而
另一边，他一锤一锤花三五天才能
完成一件的得意之作却少有买家。

辛辛苦苦学来的手艺不挣钱，
王学州并不在意。真正让他介怀
的，是手艺没有得到应有的对待，
太多所谓的“进步”扰乱了它在人
们心中的价值。

学 艺

在家里，王学州有一间只属于
他自己的“文艺自留地”，那是他
的皮雕工作室。

房间靠窗那侧，是一张长长的
办公桌，制作皮雕的工具在桌面上
散了一大片，占了将近三分之二的
面积：光是不同样式的压花工具就
有 30多件，此外还有不同规格的
描线笔、压擦器、旋转刻刀、皮雕
锤……林林总总算下来，足有上百
件。

“这是门精细活儿，不少皮雕
艺人光压花工具就有 100多件。”4
年前，38岁的王学州第一次见到这
门手艺，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关注了很多皮雕艺人的网络
账号，深圳的、大连的、保定的
……一门心思要学会这门手艺。

但这个决定几乎没人看好。因
为他没有半点美术基础，就连他的
家人也是如此。当时在王学州身
上，唯一能和艺术产生点关联的，
也就那份制作广告牌的工作了。

而和身边的嘲讽相比，王学州
更在意学艺的时间成本和高昂费
用。

他咨询过很多皮雕老师，课时
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学费也从几
千元涨到了上万元，这还不包括工
具费、耗材费、食宿费……

王学州也犹豫过，“学手艺不仅
花销大，而且一走就是个把月。耽
误一天工作，家里就少一份进项。
一出一进，中间差着不少钱呢!”

但王学州太喜欢这门手艺了，
他犹豫了一个多月，最终还是下定

决心：“去！”
王学州在保定一待就是一个多

月。吃穿用度上，他能省就省，恨
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的就是
买工具、买耗材时能更从容一些。

他从小没学过艺术，但一接触
皮雕，别人眼里挺简单的一道工
序，对他来说都是难题。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坚持！
多学多练，自然就掌握了。”教室
每天 9点开门、零点熄灯，王学州
从来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
中午也不休息。

“在同一批学员中，我可能是
最没有天赋的那一个，但我是最喜

欢这门手艺的那一个。所以，我才
会这么卖力地去学、去练。”王学
州一共有 30多件压花工具，在一
般人眼里，这些工具几乎没什么差
别，而王学州却连头都不用抬、仅
靠手感就能找出想要的那一个。这
功夫，光靠天赋恐怕是练不成的。

手 艺

一个月前，一场名为“虎啸千
年”的虎文化主题展在黄骅市博物
馆展出。在众多形式各样的展品
中，一对虎头造型的皮雕作品吸引
了众多观者驻足——白虎凌厉大

啸、怒张虎口；黄虎不怒自威、炯
炯有神。两个虎头一动一静，相得
益彰。

这件作品就出自王学州之手。
虽然作品不大，却也花了他 5

天时间才最终完成。这全是因为皮
雕工序十分繁复，选料、裁剪、印
花、雕刻、敲打、染色……不下几
十道工序，涉及到的工具更是多达
上百种。

不仅如此，在制作皮雕的过程
中，王学州还要十分仔细。一个步
骤错了，整幅作品也许就废了。也
正因如此，他才在家里收拾出一间
工作室，既为了敲打声不会影响家

人休息，也为了让自己能更好地集
中精力。

对王学州来说，每次制作皮雕
时，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他和眼前的
作品。在他手中，一块块皮子在一
次又一次敲击下，被赋予了不同的
情感和内涵。这世上恐怕再没有什
么能让他如此着迷。

守 艺

曾经有人问过王学州，学习皮
雕，最难的是什么？

王学州只回答了两个字：“坚
持。”

事实确实如此。
制作皮雕的过程，远不像成品

摆在面前时的那一刻令人着迷。这
过程甚至可以用“折磨”来形容
——制作一个普普通通的钱包，大
概需要 3天，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
耗费在了敲打上。皮雕锤击打着压
花工具，以每分钟 30次左右的频
率落在皮子上，“你说这活儿多折
磨人。”

不知从何时起，市面上出现了
一种皮雕机。工人们只需把皮子放
到上面，再按一下启动开关，几秒
钟的工夫，一幅皮雕作品就完成
了。

有段时间，王学州想过要开一
家淘宝店。他输入“皮雕”二字，
搜出来的店铺数都数不过来。他又
按销量排序，可屏幕翻了好几页，
也没看到几个真真正正的纯手工制
品，“大部分是一眼假。”

于是有人建议他，也弄一台这
样的皮雕机，有这份手艺作招牌，
肯定能赚个盆满钵满。

王学州却一脸嫌弃，“当初辛
苦学艺，为的是成为实实在在的手
艺人，而不是一个流水线工人！”

王学州的工作室开了 3年多，
来找他买皮雕的大多是亲戚朋友，
真正意义上的客户，一双手就能数
过来。

手艺虽然不挣钱，但王学州从
没后悔学了它。两年前，他学着做
起了园艺木工。赚的钱，一边补贴
家用，一边继续供他研习手艺。

他没想过靠皮雕赚钱，却也为
人们“误把李鬼当李逵”心生忧
虑，“在不懂皮雕的人看来，这是
进步，但其实一点儿传统手艺的内
涵也没有！”

“我也管不了人家，只能坚持
做好自己。”他像是在说别人，又
像是在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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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裹上的希望包裹上的希望

这几天，被一个快递包裹箱温暖到了。
和寻常的包裹箱不同，这是一个印有走

失儿童图片和相关信息的纸箱。
无独有偶。上个月还看到了一则类似的

新闻——今年3月初，广州市越秀区一家快
递网点的负责人，发起了一个“寻亲胶带”
项目，在他负责的 6 家快递网点寄出的快
递，均使用了这种印有公安部网站上失踪儿
童照片和联系方式的“寻亲胶带”。

据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编写的《中国走
失人口白皮书（2020）》显示，2020年，我
国走失人口达到了100万，其中未成年人占
比不小。

每个数字背后，对孩子而言，都是无
法预测的危险；对家庭来说，都是天塌地
陷的悲痛。

与此同时，随着电子商务行业的迅速发
展，网购几乎成为了家家户户的“保留曲
目”。2021年全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083
亿件。这些快递，最东，送到了黑龙江抚远
县小河子村；最西，寄到了新疆乌恰县斯姆
哈纳村；最南，来到了海南三沙市永兴岛；
最北，飞至黑龙江漠河市北极村。从北上广
到海拔 4000 多米的西藏定日县扎西宗乡最
快5天就可抵达。从深圳到洛杉矶，一件件
快递坐上飞机，即使跨越太平洋，也能实现
次日达。

于是，我们便看到了“寻亲纸箱”“寻
亲胶带”的出现。

这些纸箱、胶带随快递奔赴世界各地的
同时，也将寻亲消息进一步扩散出去。这看
似细小的变化，却为一个又一个家庭带去了
希望。多一个人收到快递，就多一分寻亲成
功的可能。

一个“寻亲纸箱”、一卷“寻亲胶带”，
它们的重量虽然很轻，但承载的价值、凝聚
的力量以及背后的意义，却是巨大的。

正如我们眷恋家的温暖，那些失踪儿童
和寻亲家庭，也无时无刻不渴望着团圆的日
子。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寻亲纸箱”

“寻亲胶带”，就是照亮失踪儿童归途的一盏
灯。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加入进来，助力更多
失踪儿童早日回家。

知 言

送走客户，武超拿起水杯，一饮而尽。
一上午的工夫，他接待了好几个客户，

喉咙干得直冒烟。
31岁的武超，是运河区滨河社区的一

名居民，也是远景装饰公司的负责人。他
说：“公司能有现在的发展，我特别想感谢
一些人。”

6年前，辞去外企工作的武超，决定自
己创业。他组建了一支装修工程队。“头一
次创业，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干。啥手续也没
办，找了一帮工人，就把摊戳起来了。现在
回想起来，当初连草台班子都算不上。”武
超回忆说，由于没有办理相关手续，装修队
只能接一些零活、散活，好长时间都开不了
一次张。

武超也很苦恼。直到有一次，他无意间
和社区书记赵敏聊起了这些，对方的一句话
点醒了他：“创业不是过家家，各种资质、
手续一定要健全，只有成为正规公司，才能
接到更多更好的工程。”

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武超很快就
办齐了手续。公司成立后，赵敏又把自己需
要装修的亲戚朋友介绍给他。武超的公司步
入了正轨。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许多
经营者遇到了麻烦，武超也不例外。“没有
新工程，在建工程也被迫停工。2020年前5
个月，公司没有一分钱收入，可房租、员工
工资等投入却一分也没少，每个月净赔4万
多元。”回忆起那段日子，武超满脸愁容。

在武超最困难的时候，社区书记赵敏主
动问起了公司近况。“第二天，赵书记就找
到了我，还拿来了4万元钱。那钱是书记从
家里拿出来的，她跟我说，‘先拿着，不够
我再想办法’。”武超感动极了。

不仅如此，社区其他工作人员也积极帮
他联系业务，谁家亲戚朋友有房子要装修，
都介绍给了他。

阴霾只是暂时的。很快，疫情得到了控
制，武超也在社区帮助下，走出了困境。

一个月前，沧州出现疫情，武超第一
时间加入了社区志愿者的行列，他要用自
己的方式回报大
家：“公司能有现
在的发展，多亏
了社区工作人员
的帮助，他们是我
最想感谢的人。”

4个月前，建成并对外开放不
到一年半时间的献县博物馆，在其
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则文物征集
公告。

短短几个月，献县博物馆就收
到了76件来自当地各界人士捐赠的
文物和艺术品，其中，有相当一部
分是捐赠者的传家宝，年代最久远
的可以追溯到汉代。

博物馆里
特殊的清明祭扫

清明节前的一个早晨，邓中伟
早早来到献县博物馆，他是这里的
馆长。

由于疫情原因，最近一段时
间，博物馆没有对外开放。但这一
天比较特殊，邓中伟特意为一家人
打开了博物馆的大门。

他要等的，是来自献县临河乡
富庄村的巩大中一家。

巩大中是晋察冀边区二级战斗
英雄巩书良的儿子，也是献县博物
馆最早一批的捐赠人。献县博物馆
对外开放之初，他便将父亲当年从
日军手中缴获的一件武器捐了出
来。这件武器，从抗日战争到解放
战争一直跟随着巩书良，也是他生

前留给家人的唯一一件物品。
在巩大中心里，父亲始终是他

们一家人的骄傲——他早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曾是八路军野战队三纵
队的一员，参加过杜凌花伏击战、
段村伏击战、火烧八里庄等 280次
大小战斗，缴获敌步枪83支、手枪
4支、炮 3门、掷弹筒 1具，5次立
功，其中立大功一次。

也正因如此，在巩大中眼里，
这件武器不仅见证了父亲浴血杀敌
的身影，更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里，一次次帮父亲脱离险境。“爹
去世后，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传家宝
看待。对我们来说，这件武器就是
爹的化身，想他的时候，就拿出来
看一看、说说话。”

可即便如此，当得知献县博物
馆征集文物的消息后，巩大中还是
第一时间捐了出来。“这件武器见
证的不仅是父亲的一段经历，更是
国家和民族的一段历史。捐给博物
馆比留在我们手里更有意义。”巩
大中说。

“我们在收到这件红色文物的
同时，也得知了巩大中一家每年清
明节都会借助这件红色文物缅怀亲
人。”邓中伟说，为了感谢巩大中

一家人的支持，便在清明节前夕，
邀请他们来博物馆进行了一次特殊
的祭扫。

每位捐赠人
都是文化与历史的传递者

如今，在献县博物馆，由当地
各界人士捐赠而来的文物还有很
多。除一部分红色文物外，还有陶
器、瓷器、钱币等多个门类，以及
部分反映献县人文历史的当代艺术

品。
“短短 4个月，我们共收到 30

多位捐赠人无偿送来的76件文物和
艺术品，其中年代最久的可以追溯
到汉代。献县博物馆成立时间短，
得益于广大捐赠人的无私帮助，我
们才有了现在的发展。更重要的
是，这些文物和艺术品对研究献县
历史将会起到很大作用。”邓中伟
说。

在邓中伟看来，之所以有这

么多人愿意无偿捐赠，除了献县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大批文物收藏
爱好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在接
收捐赠的同时，几乎每一位捐赠
人都表达过一个相同的观点，那
就是要让更多人了解历史，了
解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十
分 感 谢 这 些 捐 赠 人 。 保 护 文
物，传承文物，当文物从私人
收藏空间进入到公众视野，它
便从单纯的赏玩、收藏功用中
升华出来，继而具有了传承文
明、反映历史的作用。透过这
些 文 物 ， 我 们 得 以 了 解 历 史 ，
得 以 进 一 步厘清社会发展的脉
络，从而去回顾和认识我们自己以
及这片土地。”也正因如此，在邓
中伟眼里，每位捐赠人都是文化与
历史的传递者。

邓中伟说，他们将会以本次捐
赠为契机，进一步丰富馆藏内容，
将更多更好的馆藏通过实物展示、
数字化处理等方式展示出来，弘扬
捐赠者们的家国情怀，引发观众的
文化认同与共鸣。“希望参观者能
从这些收藏品和捐赠者身上读到感
动，更读到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邓中伟说。

博物馆里的博物馆里的7676件特殊藏品件特殊藏品

“当文物从私人收藏空间进入到公众视野，它便从单纯的赏玩、收藏功用中升华出来，继而具有了传承文明、反映历史的

作用。”在献县博物馆馆长邓中伟眼里，每位捐赠人都是文化与历史的传递者。

本报记者 张智超

42岁，他选择守住皮雕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淼淼 浩伊

大街上，机器冲压而成的皮雕饰品卖得红火；而另一边，王学州一锤一锤花三五天才能完成一件的得意之作却少有买家。

他虽然没想过靠皮雕赚钱，却也为人们“误把李鬼当李逵”心生忧虑，“在不懂皮雕的人看来，这是进步，但其实一点儿传

统手艺的内涵也没有！”

““他们是我他们是我
最想感谢的人最想感谢的人””
本报记者 张智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