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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门学艺的第29年，剪纸艺人石飞决定重走学艺路。

骑行3000多公里，途经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等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计30座城市。他把沿途每座城市都当作一所学校、

一方舞台，与当地剪纸艺人交流技艺，一路所有费用全是靠剪纸挣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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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是小事最是小事
暖人心暖人心

知 言

前天晚上，儿子兴奋地跟我说，他
有遥控别人车灯的超能力。我听得一头
雾水，在妻子描述下，才明白事情原
委。

那天傍晚，妻子带着儿子在小区里
闲逛，人群中，一辆亮着车灯的电动自
行车从对面驶来。车灯晃眼，儿子随口
说了一句：“灯太亮了，我都睁不开眼
了。”

想必是车主听到了儿子的抱怨，主
动关上了车灯，直到妻子和儿子拐了
弯，才又重新打开了车灯。

儿子最近疯狂崇拜超人，自然而然
地把车主的暖心之举当成了自己的超能
力。我在为儿子的天真捧腹大笑之余，
也忍不住想向那位善良的车主道一声谢
谢。

生活中总有一些小事，让我们心生
感动——当我们搬着重物走出电梯时，
陌生人随手按下的开门键；当路面积
水，在经过人群时，过往车辆的徐徐缓
行……一件件平凡却又充满善意的小
事，温暖着社会每一个角落，让更多人
相信生活的美好，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什
么叫“最是小事暖人心”。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温暖的力量，
能驱散严寒，也能让善意传递。愿每个
人都撑起手中的“伞”，从小事做起，
以善报善，接力行善，让善的循环更流
畅、更暖心。

日前，市军队离退休干部休养所举办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趣味运动会。“合力建塔”

“神笔马良”“重走长征路”……一个个运动
项目新奇有趣又充满巧思创意，72名军休
干部化身运动员，在阵阵喝彩声中，感受运
动的乐趣，重温往昔情谊。

88 岁的黄志宜是运动员中年纪最大
的。一个多星期前，他在市军休所微信群得
知了举办趣味运动会的消息。“我年轻时就
喜欢体育，长跑、跳远都不错，虽然现在身
体不如原来了，但像这样的活动，我还是挺
愿意参加的。”为了取得好成绩，在正式比
赛前，黄志宜特意加强了锻炼。

所有项目中，黄志宜最感兴趣的是“重
走长征路”。“大家合力控制小球按长征路线
向前滑动，中途掉落就从头开始。虽然并不
是真的去走，但也在游戏中重新体会到了团
结协作的重要性，感觉又回到了部队。”黄
志宜说。

“未来，我们还会举办更多文娱活动，
为大家做好服务工作。”市军休所党支部书
记、所长李强说。

近日，新华区熙园社区组织开展了为期
3天的“眼科+口腔”公益双义诊进小区活
动。

活动现场，医护人员向居民普及健康知
识，针对常见的口腔问题和视力问题进
行了讲解，并宣讲安全就医、正确就医理
念，为居民答疑解惑、现场诊治，提醒居民
注意口腔保健和正确用眼。

此外，医护人员还为居民免费测血压、
血糖……义诊活动受到社区居民欢迎。82
岁的王淑芬这段时间总是牙疼，吃饭都受影
响，得知举办义诊活动的消息，她一大早就
赶了过来。王淑芬说：“我腿脚不好，出门
不方便，看牙的事拖了好几天。社区组织的
这次活动真是太及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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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不见，石飞比以前黑了
不少。

39岁的他是沧州市民间一级工
艺美术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剪
纸艺术委员会会员。不久前，他刚
完成了一次特殊的旅行——一辆摩
托车，两个月骑行 3000多公里，途
经 1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共
计 30座城市，他把沿途每一座城市
都当作一所学校、一方舞台，与当
地剪纸艺人交流技艺，一路上所有
费用全是靠剪纸挣来的。

重走学艺路

7月的第一个星期，气温似乎比
往年都要高。

但这并不会左右石飞的计划。
他戴上头盔、转动油门，在摩托车
的轰鸣声中，踏上了旅程。

石飞很早就有这样的打算，天
津、山西、陕西、宁夏……连行程
都是一早就制定好了的。这些地方
的剪纸艺术都极具代表性，而这，
也是石飞此行的目的。

每到一座城市，石飞做的第一
件事都是拜访当地剪纸艺人，剩下
的时间，就在景点摆摊剪纸，多挣
一笔钱，他的行程就能更远一些。

石飞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停留的
时间最长。

“宁夏剪纸的表现形式与沧州有
很大不同，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非
常浓，粗犷中不乏细腻，气势生动
奔放……”除了宁夏剪纸的独到之
处，更让石飞留恋的，是增进手艺
的机会，“当地聚居着很多少数民
族，他们的民族服饰各具特色。在
宁夏时，常有穿着不同民族服饰的
人来找我剪剪影。剪纸是平面艺
术，要想更好地展示民族服饰特
点，就要对细节有更准确的把握，
这是难得的练手机会。”

不光是在宁夏，在北京、陕
西、内蒙古……石飞都是这样一路
学过来的。其实，当年石飞学艺时
也是这么走过来的。

石飞 10岁接触剪纸，20岁时，
拜有“中华巧女”之称的剪纸艺人
杨淑珍为师。几年后，为了打磨手
艺，他又花了五六年时间，拜访全
国各地的知名剪纸艺人。在天津，
石飞一待就是 3年，一边打工一边
访师学艺。他舍不得吃、舍不得

穿，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可只要打听到哪里有名师，却甘愿
花半个月工资买见面礼，前去拜
访。浙江、甘肃、宁夏……每到一
处都是如此。

“明年是我入门学艺的第 30个
年头，人们常说三十而立，我觉得
学手艺也是如此。学艺快 30年了，
应该有一定的艺术造诣和判断能力
了，开阔的眼界必不可少。”

剪不完的风景

不是所有名师都住在城市，也
不是所有美景都在景区。很多时
候，石飞难免要走一些杳无人烟的

荒野小路，不仅三餐难以保证，有
时甚至连沙发都没的睡，好在他对
吃住要求不高，一顶帐篷就能过一
夜，两三株野菜便是一道美味佳肴。

在内蒙古草原，树上搭帐篷的
经历给石飞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已是夜里 11点，路上四下
无人，方圆几公里都没有旅店。长
时间连续骑行让石飞疲惫不堪。他
准备搭帐篷睡觉，又害怕遇到狼
群，就把帐篷挂在了树上。可没想
到，好不容易把帐篷挂好，他却怎
么也爬不上树，折腾了好半天才钻
进帐篷……

早上 5点多，帐篷外不时传来
车辆驶过的声响，石飞钻出头，一

轮朝阳跳入眼帘，也跳进了他心
里。他拿着纸和剪刀，不知该如何
开始，“简直太美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野外。石飞
找不到吃饭的地方，就在路边挖了
几株野菜，胡乱熬了一锅野菜粥。
正要开饭时，一位骑行爱好者恰好
经过，“停下吃点儿呀！”只一句简
单的邀请，两个同样饥肠辘辘的陌
生人就成了结伴同行的好友。一段
路程之后，两人互相道别，石飞为
他剪了一张剪影，那人连连道谢，
直说：“这比照片更有意义！”

一路上，石飞结识了很多有意
思的人，也经历了很多平日里难得
一遇的事。在这些值得记录的事情

和景致中，有一些当时就被他用剪
刀和纸张“记录”了下来，而更多
的则是以照片的形式存储在手机
里，等待着石飞完成创作，并编制
成册。

“像这样的经历和风景，平日里
很难遇到，每一天、每一件事、每
一眼……都值得用剪纸的形式保存
下来。”石飞说。

最好的消息

结束骑行回来，石飞没有回工
作室，而是直接去了师父家。他不
光要把一路上的见闻讲给师父听，
还有一件让他特别兴奋的事，要和
师父分享。

当初骑行出发前，石飞特意准
备了一笔钱，用于一路上的吃穿住
用行。可没想到，一路走下来，光
是在景区摆摊剪纸，就把旅行的所
有费用都挣了出来，而且还有剩余。

他用剩下的钱买了很多特产，
天津的麻花、洛阳的牡丹酥、陕西
的鲜核桃……这些都是送给师父
的，“我想告诉师父，剪纸能挣到钱
了！”

石飞当年学艺时，剪纸并不被
大多数人看好，人们都觉得这门手
艺挣不到钱，甚至连师父也劝他，
不要光想着剪纸，要找一份稳定工
作。

可石飞偏偏有股轴劲儿，他太
喜欢剪纸了。

这些年为了学艺，石飞吃了很
多苦，稍微有点动摇，可能就放弃
了。他说，“每项技艺都需要守望
者，只有这样才能生生不息地传下
去，我很庆幸自己是其中一员。”

夜幕之下，璀璨的街灯亮起，
石飞的剪纸摊位重新开张。“一天能
剪 20多幅作品，顾客常要排队等上
两三个小时，不光有沧州本地人，
更多的是外地游客。”石飞说，“大
运河市区段通航、园博园开园、南
川老街对外开放……这两年沧州变
化特别大，外地游客越来越多，人
们对传统手艺也越来越喜爱，这就
是最好的消息。”

王海涛最近特别忙，地里的庄
稼要赶紧收，别人请他写的字也得
抓紧完成。但好在，对他来说，不
管是丰收还是写字，两者都是美事。

49岁的王海涛是沧县纸房头乡山
呼庄二村人，他是农民、是建筑工，
也是市书法家协会会员、村民眼里的
书法家，两者看起来是冲突的，又都
在他的生活里不可或缺——前者撑起
了他的生活，后者丰富了他的内心。

特立独行

和很多书法爱好者的故事差不
太多，王海涛从小就与书法结缘。
七八岁开始练字，十几岁就有村民
请他代写对联……从小到大，王海
涛再没找到过比书法更让他着迷的
事情。

他十六七岁离开学校，农忙时
在家种地，农闲时到建筑工地上当
钢筋工。拧钢筋几乎是工地上最累
的工作，每天下了工，工友们不是
喝酒打牌，就是倒头大睡，只有王
海涛有些特立独行——他独爱写字。

工地上条件有限，别说一张干
净的写字台，就连笔墨纸砚也很难
找齐，王海涛却从不在意，捡根树
枝在地上写几个字，也是一种享受。

在工友眼里，王海涛就像着魔
一样。“整天累得要死，有这工夫歇

会儿多好。”工友们不理解他的行为。
“你说你的，我练我的。练字的

快乐，他们不懂。”对王海涛来说，
练字就是休息，心情好了，就不会
觉得累。

有一年，同乡帮他介绍了一个

小活儿，工地在黄骅，工期满打满
算也就 10天。他原本并不想去，可
一听说住的是单人宿舍，立马就来
了兴趣，“住单间没人打扰，下了工
练字，想写到什么时候就能写到什
么时候。”

那间宿舍非常小，只摆得下一
张单人床。王海涛在工地上捡来一
块木板，练字时放在床上当桌板，
睡觉时就收起来，“忒美了！”

贵人相助

王海涛总说，他真正入门其实
是在 2016年——那年，他认识了省
书协会员赖保国，并跟随他学习书
法。

“不学不知道，过去这么多年，
虽然练得挺刻苦，其实没一点章
法，更算不上书法。”王海涛说。

2017年，沧州市举办首届群众
书法展，赖保国鼓励王海涛投稿参
与。那是他第一次参赛，连用什么
纸、在哪儿落款都不懂。

不懂就从头学，没黑没白的，
家人开玩笑说：“上学时要有这劲头
儿，该多好。”

参展作品交上去了，王海涛对
入展并没抱太大希望。在他心里，
能参与就是一种胜利。

三四个月以后，王海涛得知了
作品入展的好消息，而他也因此加
入市书法家协会，结识了更多良师
益友。

这几年，王海涛当起粮食经纪
人，每到收获季节，就到周围农户
家里收购粮食。因为人们常来家里

求字，他总是有求必应，落了个好
人缘，人们也都愿意把粮食卖给
他。“你说练书法有没有用？”王海
涛笑着问。

陋室雅舍

王海涛家里养了几头牛，头些
年，为了方便夜里照看，他在牛棚
旁盖了一间简易房，晚上就住在那
里。

简易房面积不大，也就 6平方
米，还被王海涛隔成了两个小房
间，一间当卧室，一间当厨房。就
这，王海涛硬是在卧室里又塞了一
张书桌。

家里有书桌，牛棚有书桌，到
了工地，也要千方百计弄个简易小
书桌。他每天都练字，书桌上的砚
台从没干过。“我特别爱睡觉，可也
奇怪，只要拿起笔，写到天亮也不
犯困。”王海涛说。

每每写了一幅好字，王海涛就
特有成就感，邀上三五好友，攒个
饭局，大伙儿一起谈谈书法，“那感
觉简直太好了！”

因为写书法，王海涛的衣服上总
是沾着墨汁，媳妇没少嗔怪他：“快别
练了，搅和得家里到处臭烘烘的。”每
一次，他都用力闻一闻空气，笑着
说：“不臭不臭，这是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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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闲的时候，王海涛就到建筑工地上当钢筋工，这几乎是工地上最累的工作。而练字是他唯一的乐趣，哪怕没有笔墨纸砚，捡

根树枝在地上写几个字，也是一种享受。在工友眼里，王海涛有些特立独行，但他并不在意，对他来说，练字就是休息。

◀在景区，石飞的剪纸作
品受到很多游客欢迎。

▲ 在 入 门 学 艺 的 第 29
年，剪纸艺人石飞决定重走学
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