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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雕刻的“玫瑰
花”娇艳生姿，哈密瓜制作
的镂空“花篮”精巧绝伦，
胡萝卜雕刻而成的“凤凰”
栩栩如生……10月16日，走
进任丘市北辛庄乡邓河口村的
小史果雕工作室，案板上的各
式果雕作品令人眼花缭乱。

史康宁今年 33岁，虽然
年纪不大，但他是当地有名
的果雕师傅。在饭店后厨，
他已与“冷盘”接触了十多
年。从一个小小的帮厨，到
技艺精湛的果雕行家，史康
宁仅靠一把刻刀，实现了人
生“逆袭”。

22 作品惊艳四座

那段时间，史康宁像是
着了魔，每天把大部分时间
用于学习果雕。他跟着网上
的教学视频自学，从线条、
刻字到雕花、镂空，越琢磨
越带劲儿。对于雕刻过的瓜
果，他也不浪费。自己吃不
了，史康宁就送给邻居和朋
友。

在学习果雕的过程中，
史康宁有股子韧劲儿。一个
花型刻不好，他能举着水果
刀练上一整天。一个凤凰造
型，他硬是练了 3 年才满
意。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持之以恒地反复练习，史康
宁雕刻起各种花型来愈发游
刃有余。“鸳鸯戏水”“龙凤
呈祥”“牡丹花开”“玉篮藏
珍”……当史康宁将一件件
亲手制作的果雕作品展现在
朋友眼前时，大伙儿都被他
的精美雕工折服了。

“史家小伙子能在水果
上‘绣花’！”没过多久，
这个消息便在村里传开了。
一位村民专程找到他，想要
定制一套果雕艺术品，摆在
儿子的婚宴上。史康宁欣然
应了下来。

“一直以来，每逢村里
有喜事，主家都会用‘四干
四鲜’，也就是 4种干果和 4
种新鲜水果招待宾客。”史
康宁回忆，那次他受男方家
人委托，精心制作了果雕摆
台，一下就惊艳了全场。在
众多宾朋对这些精巧别致的
艺术品大加称赞的同时，史
康宁也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成
就感。

从那以后，来找史康宁
定制果雕的人越来越多。订
婚、结婚、祝寿、乔迁……
但凡谁家有喜事，都会请
史康宁雕刻主题果雕来增
添喜庆氛围。

赶制完成了当天的订单，史康
宁终于可以休息一下。这时钟表的
指针指向 11时，史康宁放下手中
的刻刀，准备去市场买西瓜。粗略
计算了一下接下来的订单，他准备
再购买200个西瓜。

市场上认识史康宁的人都知
道，他是买瓜“大户”。可一般瓜
农不会轻易凑上前来，因为他们知
道史康宁的要求极高，即便买一两
百个瓜也要一个个精挑细选。

只见史康宁轻敲西瓜表皮，

声音太清脆的他不要，太低沉的
他也不要。经过逐个“检验”，他
相中了不少。巧的是，他挑的每
个瓜重量都在 8 公斤左右。时间
久了，他能做到心里有数，几乎
不用上秤。

“之所以这样精心，是因为只
有挑出好品相、成熟度恰到好处的
水果，才能保证我制作出的果雕作
品形色俱佳。”史康宁说，“火龙果
越圆越好；对于西瓜，我只选椭圆
形的。甜王这个品种很适合做果

雕，皮薄，果肉饱满度高、籽少且
小，雕刻出来的作品也更加精美。”

因为手艺好，史康宁几乎不愁
订单。经他精雕细琢，一个西瓜雕
刻作品可以卖到 200元。“每年 5
月、10月是结婚旺季，我基本每
天要加班赶工。”史康宁说，10月
份，他已经接了 50多单。为了保
质保量完成订单，他还拒绝了不少
加急订单。

“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
好。”史康宁说道。

▲▲史康宁制作新婚主题果雕史康宁制作新婚主题果雕

◀▼◀▼果雕作品果雕作品

11 闯进果雕世界

“先在瓜皮上画个圈，
由中心点一层层往外雕刻。
再雕出一片‘花瓣’，并以
同样的方式旋转雕刻一圈，
把多余的棱角削去，直到

‘花朵’中心的‘花蕾’完
全凸显出来……”工作室
内，史康宁正在雕刻西瓜，
他一边讲解一边操控着刻刀
在西瓜上“游走”，不一会
儿，一朵“牡丹花”便悄然

“绽放”。
每每史康宁有新作品出

炉，人们的目光都会聚焦到
他雕出的形态万千、栩栩如
生的“花鸟”上，而鲜有人
注意到，史康宁的左手残缺
了几根手指。

“ 说 起 来 ， 做 果 雕 这
行，也和我的手有直接关
系。”史康宁说，“我之前出
过一次事故，此后一度自暴
自弃。”2009年，史康宁不

慎将左手卷入切割机，通过
几次手术，依然没能保住全
部手指。那一年，他才 18
岁。

因为手指残缺，史康宁
外出打工成了难题。而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果雕艺术如
一束光照进了他的生活。

“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
了‘开花’的西瓜，觉得特别
有意思，查了一下才知道，这
是江浙地区流行的果雕艺
术。”史康宁说，从那天起，
他总会在网上搜集和果雕有关
的图片，这些图片中精美的艺
术品他看得心里直痒。

那时，史康宁还没想过
将来会以此谋生，单是觉得
有趣。因为他在餐厅后厨工
作过，懂刀工，也会一些基
础的冷盘装饰点缀技术，所
以做起来上手很快。他从此
喜欢上了这门新奇的手艺。

天 刚 蒙 蒙 亮 ，
武术爱好者高润新
就 手 持 自 制 的 长
剑，在沧州市人民
公园健身活动区练
起了八卦剑。在他
的脚下，地面上有
一个被磨得锃亮的
圆形区域。常来健
身的群众都知道，
这是高润新长年在
此练功在地面上磨
出的印记。

今年 70 岁的高
润新家住运河区隆
华社区汽车配件厂
小区，是我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八卦剑
传承人，习武 50 余
载。19 岁时，高润
新参加工作，经工
友推荐，跟随沧州
六合拳大师张少甫
学 习 六 合 拳 。 后
来，他又拜八卦掌
第五代传人刘赫才
为师，练习八卦掌。

“年轻的时候，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
床练功，退休后有
了更多时间，更把
习武练功当成每日
雷打不动的习惯。”
高润新说，选择习
武，源于自己对武
术文化的热爱。

“ 八 卦 掌 讲 究
‘形如游龙、视如猿
守、坐如虎踞、转
似鹰盘’，其关键在
于步伐的掌控，要
做到‘屈膝坐胯、
形若蹚泥’。虽然其
要义只有简单的 8个
字 ， 可 说 起 来 容
易，做起来难。”高
润新说，单是练习

“蹚泥步”，他就练
了足足 3 年才“出
师”。

由于八卦剑等
拳械套路的身法、
步 伐 同 八 卦 掌 一
样，高润新把拳脚
上功夫练好了，就
想着在器械练习上
有所突破。他尝试
在传统套路中寻求
创新，从短刀、短
剑 到 长 剑 、 双 钩
等，高润新越练越带劲儿，并尝试自己动手制
作器械。

他买来打磨机、钢料、木料，几天工夫，
就打制出了一个枪头。从那以后，高润新便迷
上了制作武术器械。大刀、剑、月牙铲、长
枪、龙凤双钩……多年来，他自己画图设计、
打磨，亲手制作了10余种武术器械。

使用上亲手制作的武术器械，高润新练习
各种武术套路来更加游刃有余。“对习武之人
来说，兵器犹如文人的笔、士兵的枪。”他
说，现在市场上的武术器械基本都是机器批量
生产的，而自己打磨的器械属于个性化定制，
用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慢慢地，高润新制作武术器械的事情被传
开了。不少武术爱好者纷纷找到他，希望高润
新帮他们量身打造武术器械。高润新说，曾经
有一位绍兴的武术爱好者慕名来沧找他制作戴
氏柳叶刀。对方不远千里找到高润新，这份认
可让他感到十分高兴。

为了使八卦掌这个拳种永传不衰，近几
年，高润新着手研究挖掘整理八卦门派的拳械
套路，并根据师爷张福海留下的遗稿编写了
《八卦掌》，还将《八卦春秋大刀》《八卦钺》
《八卦刀》《八卦龙形剑》《八卦奇门枪》等进
行汇编。

翻着一页页手稿，高润新意味深长地
说：“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来传承、发扬中国
传统武术。如果有人来找我学习，我也愿意
传授，为传统武术传承贡献一份力量。”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日
前，在盐山县盐山镇韩桥村“四
季村晚”现场，蒋大忠用一支陪
伴了他 40余年的唢呐为村民现场
吹奏了一曲《喜庆》。高亢激昂
的唢呐声瞬间点燃了全场热情，
台下观众掌声如潮。

蒋大忠今年 58 岁，出生在
一个唢呐世家。“我的太爷爷唢
呐吹得很好，我的爷爷和父亲
也传承了唢呐演奏技艺。”蒋大
忠说，1978 年，他的父亲就在
当地名声大噪，参加过不少文
艺演出活动，1981 年，还受邀
去河北广播电台演绎了唢呐独
奏。

从小耳濡目染，蒋大忠也深
深喜爱上了这项传统民间技艺。
在父亲的教导下，他刻苦练习，
逐渐掌握了唢呐的演奏技巧。同
时，他还自学了多种乐器的演奏

方法。初中毕业后，他便跟随父
亲一起接活儿。

那时候，村里谁家有红白
事，经常请民乐队演奏。虽然
接活儿表演的收入不及外出打

工稳定，但因热爱，蒋大忠还
是一头扎进了这个行业里。

1991 年， 25 岁的蒋大忠在
县里参加乐器演奏比赛崭露头
角，凭借一曲动人心弦的唢呐

演奏赢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从那以后，十里八乡总有人请
他演出。随着接到的演出活动
增加，蒋大忠也有了新想法：单
枪匹马上阵总是差点儿意思，
不如组建一支民乐队。

于是，他开始收徒，义务传
授唢呐演奏技艺。同时，他集结
会吹笙、大管以及会演奏二胡等
乐器的能人，组建了“千童民乐
队”。此后，蒋大忠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舞台。

同是吹唢呐，蒋大忠总会给
人与众不同的感觉。或慷慨激
昂，或温情婉转，或绵延悠长，
蒋大忠演奏的曲子总能带给人一
种情绪。他总说，想把唢呐吹
好，吹的时候就不能仅靠气息，
还要融入感情。

或 许 正 因 如 此 ， 40 余 年
来，找蒋大忠吹唢呐的客户络

绎不绝。不仅沧州的盐山、南
皮等县 （市、区），甚至在天
津、山东等地，在各地的“唢呐
圈”，蒋大忠都颇有名气。

相比赶场，蒋大忠更喜欢的
还是站在舞台上演出。自“千
童民乐队”成立后，他担任了
乐队的唢呐领奏，带领伙伴们
参加各级文艺会演 200余次，每
次都会为当地人带去蒋氏唢呐
特有的乡土风味。

一支唢呐八个孔，七个音符
曲百种。唢呐在蒋大忠的精彩演
绎下变得出神入化。看着观众一
脸享受的样子，蒋大忠打心眼儿
里高兴。他说：“唢呐一响惊天动
地，不仅接地气儿，还聚人气
儿。我不想让老辈留下的技艺失
传，希望这项民间传统艺术通过
我，获得更多人的关注，不断传
承下去。”

盐山盐山““守艺人守艺人””蒋大忠蒋大忠

唢呐奏响乡土情唢呐奏响乡土情
本报记者 邢 程 本报通讯员 王洪胜

蒋大中在玉米垛前吹唢呐蒋大中在玉米垛前吹唢呐

高润新习练八卦剑

33 一个“西瓜”卖到2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