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是农村娃，

适龄读书，课余放

羊，成绩倒数却始

终有一个大学梦；

而今，北大博士、

名校博导、思想狂

人都是他的标签。

他叫刘叶涛，一位

从肃宁乡村走出去

的北大博士。

北 京 大 学 博

士，南开大学哲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兼任中国逻辑

学会逻辑教育专业

委员会秘书长、南

京大学现代逻辑与

逻辑应用研究所研

究员。迄今已主持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项，教育部人文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2
项，及其他级别科

研项目多项；出版

专著 2 部、译著 6
部，发表论文或译

文60多篇；曾获霍

英东教育基金会高

等院校青年教师

奖、金岳霖学术奖

等多个奖项。回首

逆袭之路，刘叶涛

的励志故事很打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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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中神剪军中神剪””马建海马建海：：

回乡用心传技艺回乡用心传技艺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摄影 魏志广

北大博士刘叶涛北大博士刘叶涛北大博士刘叶涛：“：“：“逆袭者逆袭者逆袭者”””的逻辑人生的逻辑人生的逻辑人生
本报记者 齐斐斐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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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张红纸、一双巧手，一把
小 小 的 剪 刀 灵 活 地 游 走 在 纸
上。不一会儿，惟妙惟肖的人
物故事便跃然透出，让人啧啧
称奇。而赋予纸张生命的，就
是马建海。

在吴桥杂技大世界的杂技小
院里，有马建海的剪纸世界。从
1997 年香港回归到 2022 年冬奥
会，他的多幅作品被各军区及国
家相关组织收藏。因作品大多为
从军时所做，他也因此被誉为

“军中神剪”。

从绘画到剪纸只因无
钱买纸

53岁的马建海是吴桥县梁集
镇北彭村人，自幼就对色彩有着
过人的敏感。40多年前的北方农
村，村庄的色彩除了自然的色调
外，年画算是每家每户逢年过节
最夺目的了。马建海从会执笔就
照着这些五颜六色的吉庆画面涂

鸦，从那时起周边邻居的门口就
多了个像模像样的“小画家”。

画画成了他每天最沉迷的
事，但画画需要纸张。兄妹 7人
中，马建海是最小的一个。父亲
是村上生产队会计，所以哥哥
姐姐的课本连同父亲的账本，
只要有空白的地方，都被他画
上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人物和动
物 。 因 家 中 人 口 多 ， 生 活 艰
苦，纸张的拮据成了他学习画画
的最大困难。所以只要看到白
纸，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烟盒，他
都如获至宝。

从绘画到剪纸的转折点出现
在初中的一次计划生育宣传上。
因为会画画，马建海从小就参与
了村上很多活动。就是这一次，
一组关于计划生育的剪纸深深地
吸引了他。以剪为笔，小小方寸
间就可以展现多种形态，最主要
的是不用买画笔，不用太多空白
纸张。这样经济且美好的民间艺
术让马建海对美术、生活、文化

有了更深的理解。自此，拿起剪
刀，一剪就是 40年。

因130米巨作被誉为
“军中神剪”

从 1989年，马建海就开始在
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类型多以
戏曲人物、勤劳致富等为题材。
1990年从军后，作品多反映军中
生活。

16年的从军生涯，马建海除了
日常训练外，最专注的就是带着速
写本记录下战友们的生活、情
感、精神。铿锵的训练场、温暖
的兄弟情、奋战一线的战士们、
军事演习中对抗的红蓝方……他把
每个人的喜怒哀乐、情感故事通
过剪纸表现出来，把红色的剪纸
带进了绿色军营。

对于马建海来说，剪纸不仅
是包罗万象的艺术形式，更是心
中最安静的乐园。只要拿起剪
刀，他就可以清空一切杂念，一
心只在这方寸间。

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他剪
出了 97米的巨幅作品，表达对祖
国的祝福。但是由于纸张运用不
当，装裱时略有瑕疵，一直是他
心中的遗憾。

1999年，澳门回归。他用了
13个月的时间，精心剪出了 130
米的作品 《龙腾华夏》。巨龙腾

飞，遨游神州，56个民族围绕四
周，象征着和平团结、奋力腾
飞。当年，作品在济南军区展览
的时候，得到了广大官兵一致好
评，马建海也因此被誉为“军中
神剪”。同年，他还被山东卫视请
上舞台，为大家展示了精妙的剪
纸艺术。

2005 年，马建海复员回乡，
正值北京申办奥运会，怀着激动
的心情，马建海创作了 28米作品
《心系奥运》，被国家奥委会收
藏。2016 年，《中国梦 冬奥情》
巨幅剪纸在北京展览，这是迄今
马建海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他用
巨龙、五星红旗、长城、五环等
元素相连相称，技艺精妙，内容
丰富，展现了国之大气。

杂技小院里用心传承
剪纸艺术

剪纸是民间艺术，在马建海
看来，剪纸饱含着丰富的吉祥寓
意，透过剪纸，可以抚慰心灵、
传承文化，可以表达生命的喜
悦、寄托幸福的渴望。

复员后，马建海选择了回乡
务农。在那几年中，他始终有
个理想，就是想开一家属于自
己 的 剪 纸 店 ， 却 一 直 未 能 如
愿。但无论是种地还是打工，
他都随身携带着一把折叠小剪

刀，一有空闲，就会把所见所
闻的画面付之剪纸，力求体现
每一个人的特点，讲述不一样
的故事。

每一个用心创作的艺术品都是
值得尊重的，马建海的艺术在乡村
发了光。回乡几年，他成了村上的

“艺术家”，只要有写写画画的事，
村干部总会找到他帮忙。有一次，
他给村上一家开业的饭店在木板上
烙了一幅《八骏图》，得到了大家
的一致赞赏。北彭村有位“艺术
家”的消息传到了吴桥杂技大世
界，经邀请，马建海带着他的艺术
梦想落户杂技小院。

几年来，他不仅把杂技融入
剪纸中，还根据游客的需求，创
作了生肖和人名相结合剪纸作
品。为了解决老年人肖像剪纸上
的褶皱问题，他创造性地运用了
篆刻的阳文，用凸出的线条来表
现皱纹，更加形象生动，这项技
术在全国剪纸界独一无二。

从 2017年，马建海就开始潜
心创作《红楼梦》人物，他多次
精读《红楼梦》，力求把握住每一
个人的经典造型和表情，展现千
人千面。用剪纸表现不一样的表
情和形态，是对艺人的最大考
验，目前，马建海正计划创作剪
纸《聊斋》，希望把更多中国文化
通过剪纸展现出来，传承艺术，
世代相承。

从全乡倒数第三到走进
大学校门

46岁的刘叶涛是地地道道的农
村子弟，肃宁县付家佐镇白牛堤村
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

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养育他们
弟兄 3个，生活来源就是种地。农
村的孩子，不像城里孩子那样养尊
处优，闲来无事还可以看看书，他
们从小就是跟着父母下地干活。耕
作的苦累，农家的辛劳，都是刘叶
涛记忆里的刻痕。

要想脱离农村，只有考大学这
一条路。

早些年，大学还没有扩招，能
考上大学的农村孩子屈指可数。刘
叶涛上学年龄偏小，领悟力不够，
很多事他都弄不明白。学校放假他
就跟着放假，学校开学他就跟着开
学，考试也是稀里糊涂地跟着考，
以至于在小学、初中阶段，他的学
习成绩都很一般。在一次全乡联考
中，他甚至考了个总排名倒数第
三。这样的成绩怎么能考上大学呢？

每次考试，看到自己比其他同
学分数都低，刘叶涛也会觉得很没
面子，愧对父母。他知道自己不是
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但属于慢热
型，只要努力去琢磨消化，他一定
能进步。于是，别人背书背一遍就
行，他要多背几遍；别人单纯过脑
子就能记住的知识点，他要用笔记
下来；别人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
还在坚持。他向班上学习好的同学
看齐，偷偷地模仿他们怎么学习、
怎么写字。见贤思齐，将勤补拙，
在某一个节点他好像突然就开了
窍，学习上有了质的变化。小学、
初中，再到高中、大学，身边很多
同学在一次次考试中被淘汰，而他
靠着勤奋坚持了下来，终于走进了
向往的大学。

村上第一个博士生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刘叶涛填
报了学费相对较低的专业，被河北
大学哲学系录取。哲学是抽象的学
问，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这好像
是一个不怎么有用的专业，这种专
业还值得去读硕士博士？刘叶涛也
因此常常被人们误解：一个男孩
子，老大不小了，一直上学，也没
有个明确的就业方向，那不就是一
个只会读书的书呆子嘛。

这种质疑的声音多了，刘叶涛
也确实有诸多压力。顶着压力凭着
坚定的毅力和父母的默默支持，刘
叶涛得以完成学业。他是村里有史
以来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硕士、

第一个博士，成了全村人的骄傲。
大学、硕士、博士，一路读下

来，刘叶涛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调
整自己的目标。他本不想从事教育
事业，但在南京大学读研的时候，
他给自己的导师张建军教授做助
教，是导师的言传身教改变了他的
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张建军教授的作息习惯是晚
上做学问，每天看书写文章都要
到凌晨。但是他的授课时间都是
上午，一晚没怎么睡觉，本来已
经很疲惫，紧跟着就要上 800人的
大课，但只要一站上讲台，他就
像换了一个人，马上进入状态，
一上午 3节课，精神焕发。这就是
学问的魅力，这就是对职业的热
爱。刘叶涛很感动，他觉得自己
也应该像导师一样，去当一名优
秀的大学老师。

刘叶涛通过努力考取了北大博
士，在陈波教授的指导下，潜心做
学问。博士毕业，他接受了燕山大
学的邀请，在那里任教14年，也传
承了自己导师对职业的热爱和坚
持。2019年，他加盟南开大学，任
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逻辑教
研室主任，兼任中国逻辑学会逻辑
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南京大学
现代逻辑与逻辑应用研究所研究
员。

被誉为“燕园八景”之一

在燕山大学，至今师生们都知
道“燕园八景”里面居然有一个活
着的“人文景观”，那就是刘叶涛。

2005年，28岁的刘叶涛博士毕
业。他智慧、幽默，做学问有深
度，在讲台上激情澎湃，深受学生
们追捧，只要是他的课，课堂上总
是座无虚席。

他智慧不羁、节奏明朗的课堂
风格竟来源于相声和摇滚音乐。小
时候，因为家贫，没有电视看，刘
叶涛就每天抱着“戏匣子”听相
声，幽默成了他说话的风格。中学
时，第一次听到摇滚音乐时，他的
心都在颤。简单、有力、直白、激
情、大胆的节奏一下子吸引了他，
从此，摇滚不仅走进了他的生活，
更打开了他思想的另一番天地。正
式走上讲台之前，他就在尝试二者
相结合的灵活多变的讲课风格。走
进燕山大学，他把他的一个个“包
袱”带到了课堂上。

不能让课堂死气沉沉，是他的
初心。刘叶涛讲课一般不在讲台
上，而是走进学生中间，边走边
讲，边讲边互动，45分钟的课堂，
15分钟讲课，半个小时延伸知识。
学生们在轻松有趣中增长了知识，
开拓了视野。

之所以被冠以“燕园八景”之
一的美誉，与一位学生有关。那是
2007届的一名法学专业学生，学习

法学之余，喜好填词写诗。那时
候，网络平台还不多，有一天，大
家发现在百度上、QQ群里流传着
书写“燕园八景”的词，其中一首
是这位学生的手笔，就是专门书写
刘叶涛的。至此，“燕园八景”风
靡校园，刘叶涛也成为校园里一道

“活”的人文景观。
而身在光环里的刘叶涛却告诉

学生们，生活比哲学重要，这也是
他被誉为“思想狂人”的重要一
点。他讲，无论学什么专业，都要
解决实际问题，大问题是面向国家
社会层面，小问题就是个人的生
活，不能饿着肚子谈学术。

他从国家大事讲逻辑学，从身
边的小事讲逻辑学，从他的延伸
中，拓展了学生们的思维，从不同
角度引导学生们对未来的判断，对
自身成长的思考，塑造了事事、实
时讲道理的环境。他讲，逻辑学就
是教人讲道理的一门学问。当今，
网络信息的发达，人们无时无刻不
被裹挟在信息的潮流中，在信息碰
撞冲击的时代，人们的思想就容易
浮躁，往往失去初心，抱怨工作、
生活的不顺。怎样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在哲学上讲就是要做
好分内之事，讲道理，按规律，求
真求善求美，摸索出什么事是值得
做的，什么生活是值得过的。

在学术方面，刘叶涛潜心学
问、著述等身，迄今主持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2项、教育部人文社科
基金项目 2项，以及其他级别科研
项目多项；出版专著 2部、译著 6
部，发表论文或译文 60多篇；曾
获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
年教师奖、金岳霖学术奖等多个
奖项。

在外求学、工作多年，刘叶涛
一直关注着家乡的发展。在平时的
教学工作中，面对家乡的学子，他
也总有一种偏爱，格外关注关心。

2018年，时任燕山大学文法学
院党委书记的刘叶涛带队回到肃
宁、吴桥，在肃宁县第一中学、吴
桥中学建立了燕山大学优秀生源基
地。今年 6月，他受邀回到肃宁，
开展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辅导讲
座，结合自己的逻辑学专业，解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付诸实
践等内容。作为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讲座授课几乎是他的日常，
各种课题他都谙熟于心。但是这一
次不一样，他用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来备课，力求完美，以表达他对家
乡的深切情意。

从乡村农家院，到象牙塔之
巅，这个农家子弟的逆袭故事告诉
我们，只要将勤补拙、努力坚持，
万里之遥的梦想也可以变成现实。

近日，网上一张拿着大喇叭
维护秩序的交警照片受到热评。
图片中的主人公，是泊头市交警
大队护学中队的辅警王建军。每
到学校门口接送高峰期，他总是
第一时间出现在学生和家长面
前，拿着大喇叭指挥交通，颇为
醒目。

上学放学时，学生流和车流
交织在一起，指挥交通，规范车
辆停放，引导学生过马路，就是
他的工作。他说：“坚守护学岗
位，让每一个孩子安全过马路，
这是我的职责和使命。”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惊人
的壮举，凭着踏实努力的工作，
他赢得了同事的信任、百姓的拥
护和信赖。2021年，王建军获
评泊头市“十佳退役军人”和年
度“感动泊头”人物； 2022
年，王建军荣获沧州市“敬业奉
献”先进个人称号和泊头市年度

“道德模范”称号。
皮肤黝黑，个头不高，54

岁的王建军精神抖擞，骨子里还
透着一股军人气质，这是给记者
的第一印象。

王建军是一名退伍军人。
2017年，公益岗位接受军转人
员，他进入泊头市交警大队工
作。两年后，护学中队成立，王建军上任新岗位。
彼时，他即将迎来自己的天命之年。家里人担心：

“这么大岁数，天天风吹日晒，身体吃得消吗？”可
穿上交警服的他，眼神里透着坚定。

此后的春夏秋冬，每天清晨5时，他都会准时
起床，奔赴属于他的“战场”。护校中队日常主要
工作便是维护学校门前治安。王建军负责的区域在
解放小学门前路段。遇到上下学高峰期，这里一拥
堵，就给过往行人车辆带来很多不便。“你先走！”

“你停一下！”每当这时，王建军大手一挥，有序地
指挥车辆，保持着交通畅通。

夏日的中午，烈日烤炙着大地，等最后一个孩
子被家长接走，王建军才安心离开。回到家，早已
热得吃不下饭，大口大口灌进一杯水，就抓紧时间
歇会儿。可也歇不多会儿，手机铃声响起，就又该
出发了。下午两点，一天中最热的时候，王建军准
时就位。汗水一次次打湿衣背，他顾不上这些。家
长和学生们开始陆续来了。他用心守护着他的阵
地，一天下来，不知要走多少路、说多少话。刚上
岗短短两个月，王建军就瘦了十来斤。

“我以前又白又胖，执勤一线这 5年，身边的
人都说我变了个样。”王建军笑了笑说。其实，变
化的不仅是他的相貌，他的声音也变得沙哑，再也
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在执勤过程中，他觉得要提高市民交通安全意
识，宣传至关重要。怎么样才能让大家在接送孩子
过程中入脑入心？王建军摸索出一套维护秩序的

“独家方法”——大喇叭道路广播。
大喇叭声音大又接地气，更容易引起家长们关

注。于是，王建军买来一个大喇叭。每次上岗执
勤，大喇叭就成为王建军的标配，指挥交通靠它，
传播交通安全知识也靠它。

高峰期间，王建军的大喇叭一喊，岁数大的老
人听见了，要闯红灯的也及时止住了，来往车辆走
到学校路口都自觉减速慢行了。

如今，解放小学门前的交通不再是难点、痛
点，电动车整齐排放，家长们有序等待。即使遇到
孩子们上下学时，来往车辆也能顺畅通过，大大缩
短了时间。

看着这点点滴滴的变化，王建军觉得自己的付
出是值得的。

去年一天，正逢暴雨刚过，雨水还未退去，
有些低洼路段水面快没到了膝盖。恶劣的天气增
加了家长送孩子的难度。那天，王建军早早地来
到学校门口，看着不方便过马路送孩子的家长，
就主动跑上前去，背起孩子，一趟又一趟，送到
学校门口……

“这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王建军微微一笑。
说是“小事”，是因为这几乎是他的日常状态。放
学时，有的家长来晚了，一时找不到孩子，王建军
就大喇叭广播寻人；高峰期，有腿脚不便的老人过
马路了，王建军就冲上前去扶一把……

一桩桩，一件件，但凡关乎人民群众的事，王
建军总是不遗余力。很多家长对他表示感谢，还有
的写信致谢，称赞他是“护送祖国花朵的卫士”。
他从不放在心上，总是一笑了之。

如今，拿着大喇叭指挥的王建军，成了学校门
前一道亮丽的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