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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士英方士英方士英：：：錾石为画三十载錾石为画三十载錾石为画三十载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纪 梅

一锤一錾总关情，万
千石影刻人生。在刚刚结
束的河北省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技能成果”展厅
里，“美丽河北·最美文化
能 人 ”“ 全 国 优 秀 农 民
工”方士英的作品又一次
惊艳了全场。

一只纤细的手，握住
铜錾在黑石板上轻击疾
走，细细密密的声音如音
符跳跃。随着铜錾起落的
轻重疏密，石板着痕或清
浅疏落，或密集浓深，一
个美丽女子明亮的双眸渐
渐有了雏形。这样美妙的
过程，让在场人无不流连
驻足。

52岁的方士英是吴桥
人，她所从事的石影雕是
以石板为布、以铜錾为
针、以“滴水穿石”之功

“在石头上绣花”，将人
物、花卉、风景逼真还原
成近乎摄影作品的技艺。
30多年来，她坚守在这方
寸间，錾石为画，“绣”
出美妙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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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眼便“沦陷”

方士英，连名字都是“石影”的谐
音，注定了她与石影雕有着前世今生的
缘分。

清瘦的身躯，凝聚的目光，有些凌
乱的短发，方士英说话慢声细语，而谈
起石影雕，她眼睛里立刻闪出自信的光。

当初，她第一次接触石影雕艺术
时，只一眼，便深深陷了进去。

如今，回忆起当年的情形，方士
英脸上依然是深深的痴迷：这种黑白
灰的画面，比照片更立体、更有质
感。整幅画面竟然是由无数个大小不
一、疏密不同的小点点组成。当她得
知这些“点”是用一种特别的“针”
在石头上敲击出来的时候，她被惊到
了。她无法想象，仅靠一些细细密密
的“点”如何组成一幅画，更无法想
象，用这些“点”组成这样一幅画需
要怎样的时间和精力。无可救药地，
她爱上了这种神奇的艺术。

虽然有着一腔的激情，但真做起来
才知道有多难。做石影雕的材质是花岗

岩，在花岗岩上雕刻的“针”是一把重
一公斤的铜錾子。正常人只是握上一天
都会酸痛不已，更何况方士英纤瘦的
手腕，不仅要握住它，还要用它在石
板上敲击。起初因为不知道怎么用
力，练了整整一天后，方士英的手指
又疼又肿，手腕也几乎抬不起来。但
爱了，就执着地走下去，执拗的方士
英不言放弃。

当时，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根本舍不得买花岗岩板材，方士英就
去买下脚料。一次，她捡到一片人家
装修扔掉的黑瓷砖，试了试，尽管雕
刻时噪音太大，还会蹦瓷，一不小心
瓷砖碴儿就会蹦到眼睛里，她还是如
获至宝，急忙搜罗了一些，当成了最
好的“练习板”。

石影雕作品大致可分为山水、花
草、动物、人物等，方士英对人物肖像
情有独钟，但做人物也是最难的。人物
的表情、肌肉，甚至是骨骼都要凭着感
觉和眼力来控制，特别是眼睛和肌肉黑
白色调的过渡。人物的面部表情和立体
感是靠黑白灰来体现，黑白灰是靠手腕
上的力度来掌握，力度的大小要用心和
眼睛来控制，必须心手合一，恰到好
处。开始的时候，她做出的人物面部表
情僵硬，眼神也缺乏灵气，却怎么也不
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方士英反复揣摩经
典石影雕作品，反复练习，无数次的失
败，无数次的重新开始，她的技艺一点
点精进。

痴迷三十载

每一幅完整的影雕作品，都需经过
上亿次的敲凿，凿点的深浅粗细都需要
用腕力来调节，而凿点的位置与疏密程
度对眼力的要求也十分严苛。影雕制作
过程中，绝不允许出错，因为不能擦
拭，不能涂改，错了，只能毁掉重新来
过，所以，落笔的刹那，便是永恒。

方士英对石影雕的痴迷到了夜不能
寐的程度。她常常人睡下了，脑子里依
然回放着石影雕作品：哪一笔该怎么让
画面更有层次感，哪一处该如何让人物
更灵动……只要坐在石板前，手里握住
那支沉甸甸的铜錾笔，她便会浑然忘记
外面的世界。

方士英说自己没有上过多少学，也
没有专门学过美术，石影雕也几乎靠自
己摸索。

一块冰冷的石板，一支沉重的金属
錾子，点点琢琢间，如高山流水，浑然
成韵。一朵花绽放，便活色生香；一只
鸟展翅，便啁啾婉转；一双眸低垂，便
温婉如诗；一只手扶额，便巧笑倩兮顾
盼生辉……那纤毫毕现的发丝，那细细
碎碎的衣褶，那汩汩流淌的碧水，那迎
风盛开的繁花，那夜色里浮光掠影的大
运河清风楼，那伫立了上千年的镇海吼
铁狮子……都纷纷在这样一个娇小的女
子手下复活。

当第一幅她自觉满意的作品呈现在
面前时，她激动不已。她逢人就讲她成
功做出了一幅怎样的作品，恨不能把她
成功的快乐昭告天下。就这样，她经过
努力，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先

后创作了人物肖像、风土人情、动物花
卉等主题作品，多幅获奖。

千里运河图

每一丝都细致入微，每一点都玲珑
细腻，美到让人忍不住叹息、驻足流
连。在大赛的展演现场，一幅运河图格
外显眼。石头上的“大运河”，流水活
泼，两岸的店铺行人彰显了大运河浓浓
的烟火气。

近两年，方士英潜心创作了代表沧
州文化的一系列作品，特别是浩渺的
《千里运河图》，这部作品将要献礼今年
即将在沧州举行的河北省第六届园林博
览会。完成这幅由8方石板组成的“巨
作”，是方士英的心愿。

《千里运河图》选取大运河沿线的
北京通州、天津三岔口、山东台儿庄、
江苏扬州等8个典型场景，通过不同点
位，展示明代、清代、民国、现代等不
同时期运河风貌。

创作《千里运河图》所用材质，方
士英特别选取了天然黑色花岗岩。这种
材质不易走色、变形，适合长期收
藏。每方石板，设计规格均宽 60 厘
米、长120厘米，为8幅系列作品。

方士英说，为了构思好每幅画面，
她查阅了大量资料，看了很多纪录片，
请教了多位大运河文化学者和专家，先

后到北京、江苏等地调研采风，详细了
解当地风土人情和地域文化。

石上的运河源远流长，每一个点都
凝聚着方士英对艺术的追求，对家乡文
化的热爱。

采访时，方士英也流露出了对传统
艺术的忧思。近年来，为了追求经济效
益，很多石影雕创作者放弃了手工雕
刻，改用机器雕刻，机器制作一幅石影
雕作品只需要两个小时，大大提高了效
率。而方士英却仍坚持纯手工制作。她
说，手工创作的作品散发出来的神韵和
灵气，是机器生产无法达到的，尤其是
对于人物的刻画。

由于常年累月全身心投入创作，方
士英在 40多岁时就患上了严重的职业
病：颈椎、腰椎病和肩周炎，特别是
眼睛，也有了老花的征兆。尽管如
此，她仍然说：“我愿意用一生的精
力和心血来传承、坚守。”她希望有
更多人关注、学习这一美好的技艺，让
传统艺术能一代代传承下去，散发出恒
久的馨香。

感动：
平凡小事也温暖

李培英原本过着两点一线
的简单生活——她是中石化青
县石油分公司的员工，每天下
班后准时回家，照顾家庭和孩
子。二儿子出生后，她便辞
职，摆摊卖起了水果。

一次，一位白发苍苍的老
人蹒跚着走到水果摊前，左顾
右盼地拿起又放下。看着老太
太纠结的样子，李培英耐心地
介绍着每一种水果。当老人颤
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层层包
裹着的零钱时，她似乎明白了
老人犹豫的原因。一问才得
知，老人家里有病人，想买些
水果又舍不得。她不仅给老人
打了折，还拎着水果送老人回
家。看着老人心满意足的样
子，李培英突然觉得，一个微
小的举动，可能就会帮到别人。

后来，她便开始接触青县
当地的爱心团体，跟着大家一
起做公益。从养老院探望完孤
寡老人后，她在朋友圈写到：

“看着这些年迈的老人，心里很
难受，愿通过自己的努力，让
老人们的生活多一些鲜活的色
彩，少一些孤独……”李培英
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2017年，她和团队去看望
一名 9岁的白血病患儿，给孩子
买了一架玩具飞机，飞机价格不
便宜，每人捐款后仍有缺口，她
就自个儿偷偷地把钱补上了。孩
子收到玩具特别开心，一直拉着
李培英的手说谢谢。那一刻，她
心底生出一份挥之不去的感动。

青县有许多爱心团体，有
关注困难家庭的，也有救助贫
困学生的，这些爱心组织的出
现启发了李培英，她也想成立
一个爱心团队，带动更多的
人做公益。 2018 年，通过努
力，她的梦想实现，名字也如
她所愿——让爱启航志愿者协
会。

责任：
公益脚步不停歇

让爱启航志愿者协会成立
后，一天早上，李培英被一条
微信吸引：青县曹寺镇后洼村
的贫困户王振龙家种了几亩白
菜，现在他因病住院，不能去
卖菜，他的妻子还要照顾两个
上学的孩子，朋友们能不能帮
忙购买一些白菜，帮帮他们一
家……

“这事咱得帮。”李培英马
上将这条消息转发到协会群里。

一时间，群里热闹起来。
大家纷纷表示，外面还在下
雨，比卖白菜更重要的是抢收

白菜。在李培英的带动下，大
家积极转发消息，为白菜找销
路。之后，又集合了 12名志愿
者，一起奔向后洼村。在泥泞湿
滑的菜地里，李培英和大家砍菜、
择菜叶、装车，忙得连口水都顾
不上喝。这些忙碌的身影，在寒
冷的冬季里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
景。3天时间，李培英和志愿者
们共抢收、销售大白菜近 1.5万
公斤，解了王振龙家的燃眉之
急。

2020 年 ， 盘 古 镇 鸭 梨 滞
销，眼看一年的辛劳化为泡
影，得知消息的李培英立刻率
领团队行动起来，到大盘古村
对接梨农，帮助他们义卖销售
鸭梨。

李培英和志愿者们的爱心
故事在青县持续上演。让爱启
航志愿者团队也在不断壮大
中一路前行，从最初的十几名
志愿者，发展到如今的几百
人。5年来，他们走访慰问贫困
儿童、帮助困境家庭、一对一
帮扶助学……他们像一团火
焰，在盘古脚下熊熊燃烧，给
无数人带去光与暖。

前行：
将爱传递到每个角落

2021 年 ， 李 培 英 带 领 团
队，将这份爱心传递到了保定
涞源的深山，为那里的困境家
庭送去温暖。

这是一位 90多岁高龄的独
居老人，有哮喘，不能下地，
她平时的生活主要靠爱心人士
及村里人的帮助。当志愿者们
走进她居住的老旧小屋时，禁
不住泪流满面。大家为老人梳
头、理发、剪指甲，还带来了
许多生活用品，老人感动地拉
住李培英的手，舍不得他们离
开。在涞源，她还为9岁的史佳
强送去了书包、画笔等。

这些年，李培英带领志愿
者们，为老年人提供形式多样
的服务：定期到敬老院为老人
们按摩、打扫卫生，一起聊家
常、吃团圆饭；每年的端午
节、中秋节、重阳节等节日，
还组织各种敬老活动……李培
英也对那句“赠人玫瑰，手留
余香”深有感触。在帮助他人
的同时，她的精神也更加愉
悦，内心更加丰盈。

每每谈起自己的公益事
业，李培英总是情不自禁地落
泪，这泪水有成功帮助他人后
的感动，有无数志愿者给予的
理解和支持，也有无数个风吹
雨淋后疲惫的苦楚。爱动情的
人都是深情的，李培英就是这
样一个人，5年来，她把全部时
间都献给了她热爱的公益事
业，深情又专注。

青县让爱启航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培英青县让爱启航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培英

常有朋友开玩笑道：“李培英不是在帮助别
人，就是在去帮助别人的路上。”

李培英却觉得，奉献自己的一片爱心，帮助更
多的人，即使忙碌也很快乐。她也享受着这份忙
碌。

51 岁的李培英是青县让爱启航志愿者协会会
长。协会成立时间不长，却在她的带领下迅速壮大
起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资助困难学生、慰问孤
寡老人……她还将这份爱传递出去，带领志愿者到
晋州、涞源，为孤残儿童和困境家庭雪中送炭。

柔弱中透着刚强，淡然中透着干练，李培英就像
一簇小小的火苗，热情地闪动，温暖照亮着他人。

道德模范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身边好人

走进肃宁县冯永生的家，大门上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对联
格外醒目，展现着一家人对读书的重
视。

冯永生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冯
氏正骨术”的第六代传承人，祖辈的医
术代代传承发展，享誉四方。

从记事起，他的家里每天都有寻医
问药的病患。每天放学后，他便帮着大
人抓药、为病人按摩。父亲给人看病，
他站在旁边仔细聆听；父亲问诊查房，
他在一旁跟随。在他的记忆里，父亲和
蔼可亲，一生心怀悲悯，治愈患者不计
其数。而令他印象最深的，却是父亲对
读书的执着。

“父亲总是说，要想学好中医，就
得多读书。那时，父亲在梁村卫生院工
作，慕名而来的患者很多。白天，父亲
在医院诊治病人，晚上回到家就埋首书
案，聚精会神地读书学习。”冯永生
说，书籍滋养了父亲一颗仁厚之心，他
不仅救人无数，还对家庭困难的患者分
文不收。

耳濡目染下，冯永生不仅继承祖

业，也爱上了阅读。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冯永

生和妻子接触到了国学经典。被古圣先
贤的智慧深深吸引，从此就爱上了阅读
国学经典，并陆续购买了千余册图书，
带着家人一起开启了书香为伴的日子。

冯永生和妻子喜欢读《春秋》《左
传》；儿子儿媳则喜欢读《诗经》《传习
录》；孙子年龄小，但已经开始了启
蒙，《弟子规》《三字经》成了孩子经常
翻看的书籍。

冯永生夫妇不仅带动家人一起阅读
国学经典，还将国学推广到了家庭之
外。2018年，夫妇二人创办了文化工
作室，供人们学习国学。环境优雅的工
作室，一开办就吸引了众多国学爱好者
前往。许多小学生在那里朗读 《孝
经》，抄写书籍。工作室培养出了一批
批热爱书法、绘画、篆刻的人才，许多
中小学生在这里爱上读书、爱上了传统
文化。

冯永生夫妇还专门向肃宁一家幼儿
园捐赠了《弟子规》《大学》《论语》等
国学书籍和录音带，为的就是让国学文
化在他们幼小的心灵扎根。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是
我们家大门上的对联，也是我们家代代
相传的家风。中医文化与国学经典密不

可分，先贤圣人的智慧已经传承千年，
是精髓。学好了这些，才能更好地治病
救人。”冯永生说。

读书，在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家
风。冯永生在忙碌的工作之余，依然
保持着每天阅读的好习惯，因为工作
优秀，被评为“最美志愿者”“肃宁骄
傲”“肃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儿子

儿媳将书中所学应用到工作生活中，
不仅夫妻关系和睦，在工作中也不断
取得进步；年幼的小孙子，每天更是
书不离手……

不知不觉间，书香化作缕缕光芒，
照耀着冯永生一家，他们用关爱和温暖
感染着身边人，将翰墨书香传播得更加
悠远。

一家人以一家人以书香为伴书香为伴

文明家庭事迹文明家庭事迹

▶方 士 英 创 作 的
《千里运河图》（部分）

▲方士英在河北省
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现
场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