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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教师玩儿美术教师玩儿美术教师玩儿“““跨界跨界跨界”””

高立云是一名美术教师，她从6岁开始学画，如今已是河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沧州市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

沧州市工艺美术协会副秘书长。

认识高立云的人大多知道她精于绘画，但很少有人知道她还会设计首饰，并在前段时间办了一场绘画与首饰作

品展——

为了传承为了传承
有些旧规不守也罢有些旧规不守也罢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刘艳菊
前段时间，在位于南川老街的凡

轩美术馆，36岁的沧县大官厅乡第
一中学美术教师高立云，举办了一场
个人艺术作品展。展览上作品众多，
不仅包括高立云以往创作的优秀画
作，也包括她独立设计完成的一系列
首饰。

更珍贵的“宝物”

高立云6岁开始学画，现在是河
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沧州市美术家
协会副秘书长、沧州市工艺美术协会
副秘书长。

熟悉高立云的人大多知道她精于
绘画，但知道她也会设计首饰的人却
少之又少。

2022年，高立云到菲律宾读研
究生。一天外出闲逛时，她偶然发现
学校旁边有一个珍珠市场。一下子看
到这么多漂亮的珍珠，从小爱美的高
立云瞬间就被吸引住了。

然而和这些珍珠比起来，更令
高立云着迷的是当地手工艺人制作
珍珠饰品的手艺。她仿佛在金矿里
发现了比金子更珍贵的宝物，于是
每隔一段时间，就到珍珠市场“偷
学”手艺。

很快，高立云在菲律宾的第一
个学期即将结束，她精心挑选了一
些珍珠，准备回国后做成首饰送给
家人。但让她没有想到的是，挑选
珍珠时多么用心，为珍珠打孔时就
多么沮丧。

为珍珠打孔是制作珍珠首饰的一
道重要工序。那时在高立云眼中，一
颗上好的珍珠，不仅光泽度要高、颜
色要好，更重要的是要足够圆。

在光滑圆润的珍珠上打孔，这对
没有任何相关经验的高立云来说，难
度可想而知。“我一只手捏着珍珠，
一只手拿着打孔器。珍珠圆圆的、小
小的，表面又光又滑，我稍一用力，
钻头就滑走了，珍珠上就会留下一道
划痕。”看着一颗颗被划损的珍珠，
高立云既心疼又懊恼。

为此，她一边琢磨，一边在网上
查找资料，终于想出一个好办法——
先用打孔器把珍珠表皮点破，然后再
往深处钻。

制作首饰的工序非常多，和其他
工序比起来，为珍珠打孔算是比较简
单的。但好在对于喜欢的事情，高立
云从来不嫌麻烦，“虽然学起来比较
难，但既然自己喜欢，也就无所谓辛
苦了。”

大自然的杰作

在南川老街，很多游客看到贴在
美术馆门口的高立云个展海报后，会
好奇地进去瞧一瞧。“这是我第一次
在沧州看首饰作品展。”“原来珍珠不
全都是圆的！”“这些珍珠虽然奇形怪
状，但做成首饰还怪好看的。”……

听着游客们的评论，高立云笑了
起来，“其实，我也是今年年初才开
始关注异形珍珠的。”

3 年前，高立云创作了一组名
为《北李枝》的绘画作品。她用不

同颜色、不同形状的色块代表植物
的花朵和叶片，营造出一种独特而
又浪漫的艺术氛围。她觉得，在某
个遥远的星球上，或许就有一株像

“北李枝”这样五彩斑斓的植物。
今年年初，一个偶然的机会，

高立云找到一颗异形珍珠。“那是
一颗天然珍珠，它的颜色和形状都
像极了‘北李枝’的花朵。”高立
云惊呆了，她没想到竟有这么巧的
事情。

“就像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
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一颗珍珠都是
圆的。珠圆玉润是一种美，‘奇形怪
状’也是一种美。”从那以后，高立云
便喜欢上了异形珍珠，并萌生了设计
《北李枝》系列珍珠首饰的想法。

然而这个想法实现起来并不容
易。

从年初到现在，高立云找了上万
颗珍珠，但符合作品要求的只有几十
颗。

她把这些珍珠制成《北李枝》系
列珍珠首饰，并带到了个展上。
“《北李枝》绘画作品与《北李枝》
系列珍珠首饰相映成趣，游客们不约

而同地赞叹起大自然的神奇。”高立
云说。

为家乡创作

高立云不仅设计珍珠首饰，也
设计银饰、斑彩石饰品、欧泊饰
品。在她设计的众多首饰作品中，
有一个系列是专为沧州创作的，那
就是“运河—韵河”。

去年冬天，高立云在外地观看了
一场工艺美术展。展览上展出了很多
采用錾刻、花丝镶嵌、金银错等传统
工艺制作的首饰。对于这些传统工
艺，高立云越看越喜欢，一个劲儿地
向手艺人请教问题，恨不得一口气全
学会。

回到沧州后，她在钻研这些传统
工艺的同时，萌生了为家乡设计首饰
的想法。

“有一天，我在运河岸边散步，
路过‘Ω弯’时，看到阳光洒在水面
上，波光粼粼的，犹如洒了一层金，
灵感一下子就来了。”高立云急匆匆
回到家，画图、塑形、打磨、烧制、
抛光……很快就将一个缩小版的“Ω

弯”做了出来。
“第一版小样只做到了形似，并

没有体现出运河波细如粼的美感。”
高立云查找历朝历代有关水的画作，
最终在南宋画家马远创作的《水图》
中找到了答案，“《水图》中有一段
名为‘洞庭风细’，画中水纹细密柔
婉，渐渐向远方淡化，最后与天际混
为一色。”

起初，高立云用针当錾子，在小
样上密密麻麻地錾刻了无数个针眼，
试图模拟水面波光粼粼的效果，可她
尝试了很多遍，总是达不到想要的效
果。

调整錾刻密度、更换不同粗细的
錾子……高立云一遍遍尝试，终于做
出自己想要的效果——饰品小巧而又
灵动，表面细密的錾纹让光线发生折
射，波细如粼。

高立云为作品起名为“运河—韵
河”，并申请了版权。如今，这组作
品包含戒指、项链、胸针、耳饰、袖
扣等。

“设计首饰是我的爱好，我将这
个爱好和家乡联系在一起，而它也因
此变得更有意义。”高立云说。

历经200余年传承，翻子拳在肃宁县不断开枝散叶，一代

代习练者留下了不少规矩。刘光芒从小跟着长辈学习翻子拳，

如今他已56岁，学生众多，他觉得——

最好的关爱是陪伴最好的关爱是陪伴
知 言

这几年，由于墙体受潮，我家
陆续有几处墙皮出现了脱落现象。
趁着国庆假期，我雇了两名工人来
家里修墙皮。

这两名工人是一对夫妻。开工
那天，他们准时上门，但让我感到
意外的是，一起出现的还有他们的
儿子。

也许是我的表情变化让他们察
觉到了什么，干活间隙，孩子母亲
主动和我聊起了他们的故事——

她和丈夫来自四川农村。3 年
前，孩子刚满 1 岁，他们便和亲友

一起来沧州打工。在沧州的这些
年，他们换了很多份工作，每年只
在春节的时候才回家待几天，年幼
的儿子因此成了留守儿童。头两年
因为年龄小，孩子对父母不在身边
这件事并没有太深的认识，直到近
一年，每每看到其他小朋友都有父
母陪伴，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特殊。

孩子母亲说，最近一年，她每次
往家里打电话，孩子都会问她什么时
候回家。起初，她从未认真考虑过这
个问题，毕竟和老家相比，在沧州能
挣到更多的钱。但今年5月，孩子生

了一场病，而她和丈夫又有一堆活儿
需要赶紧干完。那个月，他们虽然挣
了很多钱，心里却很难熬。

于是，这对夫妻决定回老家发
展。在离开沧州前，他们把儿子接
了过来，要好好陪他玩一玩。

听到这里，我不禁敬佩起这对
夫妻。

人生是一段旅程，值得铭记的
不仅仅是事业和梦想，还包括亲情。

世上最好的关爱是陪伴，无论
对于儿女还是父母，都是如此。

如今，科技不断进步，我们即

便身处千里之外，依然可以通过网
络和家人视频聊天。然而再先进的
技术，也无法替代面对面的问候与
照顾。更何况，对于婴幼儿和一些
老人而言，“数字鸿沟”真实存在，
他们还难以充分享受现代科技所带
来的便利。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多陪陪孩
子和老人，因为最好的关爱是陪伴。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历经 200 余年，到刘光芒这一
辈，翻子拳这一传统拳法已经在肃宁
县传承了15代。

今年56岁的刘光芒出生在武术世
家，家中世代习练翻子拳。刘光芒从
小跟着长辈习武，多年前，翻子拳被
列入沧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刘光芒
也成为翻子拳的非遗传承人。

甘之如饴

人人都知道，练武是个“苦差
事”——习练者冬练三九、夏练三
伏，跌打损伤就如家常便饭一般。

然而在刘光芒眼里，这些都不算
什么。

刘光芒从小看着爷爷教别人练习翻
子拳。“那时候人们都来我家练武，我
爷爷坐在院子中间，同时教几十个人。
人们练武时发出的喊声，能从我家传到
很远的地方。”看着别人把翻子拳练得
虎虎生风，刘光芒羡慕得不得了。

没多久，刘光芒从看客变成了习
练者。

那时他年龄尚小，腿踢得不如别
人高，出拳也不如别人有力，但他从
不气馁，经常主动加练。每天放学
后，刘光芒一到家就赶紧跑去练拳，
刮风下雨也不间断。

十来岁的孩子大多喜欢写写画
画，刘光芒也不例外。只不过，其他
孩子画的多是花草、动物，而刘光芒
画的却是“武林秘籍”——他把翻子
拳的招式都画在了本子上，没事儿就
拿出来研究。

爷爷把一身武艺都传给了刘光
芒，时常叮嘱他要将翻子拳发扬光大。

爷爷的叮嘱，刘光芒一直记在心
里。几十年间，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四处拜访名师，不断取长补短。

在外人看来，刘光芒为了练武吃
了不少苦，但他却说：“做喜欢的事情
怎么会觉得苦呢？”

“不守规矩”

200多年来，翻子拳在肃宁县不
断开枝散叶，一代代习练者留下了
不少规矩，其中就包括不轻易外传
武艺。

过去，人们练武不只是为了强身
健体，更为了养家糊口。然而随着时
代变迁，有些拳种日渐式微，翻子拳
也不例外。

对此，刘光芒心急如焚，他决心
做一个“不守规矩”的人。

他广收学生，只要有人愿意学，
就毫无保留地教——他到肃宁县的一
些小学、幼儿园担任课外辅导员，在
县城的公园里开设练武场……他用心
地向学生传授武艺，讲述有关翻子拳
的历史和故事。

这些年为了教拳，刘光芒的晚
饭不是早吃就是不吃，只为准时出
现在学生面前。有的学生作业没做
完，要晚去；有的学生家里有事，
得早回……只有刘光芒始终最早去、
最晚归。

经常有人问刘光芒，这样做值得
吗？

他总是笑而不语。因为在他心
里，有些事做起来没有值不值得，只
有应不应该。

开枝散叶

在刘光芒及其他习练者的共同努
力下，翻子拳的名气越来越大，想学
翻子拳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2018年，肃宁县翻子拳协会正式
成立，刘光芒任会长。他肩上的担子
更重了。

“翻子拳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就得
多亮相，多在大赛上亮相！”带着这个
想法，刘光芒频频组织翻子拳习练者
参加各种武术比赛、开展武术交流活
动。

今年 8月，刘光芒带领肃宁县翻
子拳协会的35名拳师和小将，参加了
在沧州举办的第十一届中国·沧州国际
武术大赛。

为了这次比赛，刘光芒从年初就
着手准备。从队员编组到比赛套路，
再到赛前训练，他花费的心思，比之
前任何一次以个人名义参赛都要多。

付出不会白费。
在赛场上，肃宁县翻子拳协会的

选手们，与来自32个国家和地区、国
内 18个省（市）的运动员同台较量，
斩获了几十块奖牌和近百张荣誉证书。

人生匆匆几十载，刘光芒将大部
分精力用在翻子拳的传承上。在他心
里，传承这条路任重道远，但自己有
决心一辈子走下去。

本报讯（记者张智超 通讯员王海
南）“咱们镇后南旺村有位烈士叫蔡芝
朋。在一次刷写抗日标语时，蔡芝朋
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
毫不畏惧，壮烈牺牲。在蔡芝朋的影
响下，他的家人先后入党，走上了抗
日救国的道路……”日前，在献县陌
南镇秦中旺村新修建的村“两室”
里，村里老党员贾长春从蔡芝朋一家
人的革命故事说起，为在场的人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我们村今年新修了村‘两室’，

这堂党课就是搬入‘新家’后开展的
第一次党员活动。先辈们的故事让我
们感慨万千，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
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更加严
格要求自己，把先辈们的精神传承下
去！”秦中旺村共产党员秦汉超说。

今年以来，献县陌南镇不断推进
村“两室”提升改造工作，为包括秦
中旺村在内的 8 个村重新修建了村

“两室”。这些村“两室”将于10月底
全部投入使用，为党员开展组织活
动、群众办事提供更多便利。

日前，新华区百合社区携手沧州市义工协会，在百合世嘉小区举办了一场志
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为老年人理发、包饺子、表演节目，送上关爱和温暖。

尹 超 摄

““新家新家””里的第一堂党课里的第一堂党课

▶高立云设计
的“运河—韵河”系
列饰品

高立云正在制作珍珠饰品高立云正在制作珍珠饰品

▲高立云设计的首饰受到大家喜爱

▲ 高 立 云 创
作的《北李枝》绘
画 作 品 与《北 李
枝》系列珍珠首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