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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希望向着希望 活出精彩活出精彩
知 言

前几天，我在抖音里看
到一个熟悉的人。我曾经采
访过他，当时，他还是一名
大学生，如今已经走上工作
岗位。

我与他认识是在两年前。
那年，他根据自己的故事创作
并主演、剪辑的微电影，获得
了全国高校大学生微电影优秀
奖。

他的故事让人怜惜。3 岁
时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一年后又被确诊患有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在他的童年
记忆里，到各地医院求医的经
历最是深刻。

这些年，疾病将他死死
地按在轮椅上，病情最严重
时，连穿衣、洗脸、吃饭都
需要别人帮助。

他虽然有时也会迷茫，
但更多时候是个乐观开朗、
阳光自信的大男孩。

如今，知道了他已经参
加工作的消息，我并没有感
到意外，因为在我看来，他

的人生就应该这样多彩。
生命的美好在于不停耕

耘，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
风景。不必羡慕别人，更不
必自怨自艾。不管脚下的路
多么难走，也要鼓起勇气向
前奔赴。

生 活 从 来 不 会 一 帆 风
顺，正如岁月更迭、四季交
替。你喜欢雪花飞扬的冬，
但也要接受骄阳如火的夏；
你钟情万物复苏的春，但也
要面对落叶纷飞的秋。

一块土地，如果不适合
种麦子，可以试试种豆子；豆
子种不好，也可以尝试种瓜
果。天赋固然重要，但如果不
努力，也许什么都得不到。

当你能够正视自己的缺
陷，不在乎外界的杂音，专
心地聚焦于提升自己，终有
一天，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
天空。

人生路上，大胆前行。
向着希望，活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

为残器赋新生为残器赋新生为残器赋新生

让破损器物重获新生，陈晓飞用的不是化学胶水，而是一项名为金缮的古老工艺。

用金缮工艺修复后，器物破损的裂痕会被保留下来，并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金色印记。坏了便修，修好

了继续用，时间的印记就这样被陈晓飞融进了器物里——

本报记者 张智超

这几天，原本渐渐暖和起
来的天气，又呼地一下子冷了
下来。随着气温一起“坐”上
过山车的，还有陈晓飞的心情。

今年 47岁的陈晓飞是新华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陈氏金缮修
复技艺的传承人。

大漆是金缮黏合剂的主要
原料之一，通常情况下，低温
会延缓大漆的干燥速度，修复
器物的工期也会随之延长。

在大漆慢慢干透的这段时
间里，陈晓飞唯一能做的就是
等待。

这过程虽然枯燥，但结果
是值得的。

用金缮工艺修复后，器物
破损的裂痕会被保留下来，并
呈现出独一无二的金色印记。
钻研金缮 20余年，陈晓飞越发
为这道印记痴迷。

祖传手艺

沧州园博园承德园内，亭
台轩榭依势而起，其中地势最
高的那一座，便是陈晓飞的非
遗工作室。

平日里，工作室的大门敞
开着，几乎每位来到这里的游
客，都会被满屋子的非遗艺术
品吸引，尤其是展台上那几件
用金缮工艺修复过的瓷器。在
阳光的照射下，瓷器上的金色
线条闪闪发光，就像血管一
样，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

陈晓飞的金缮手艺是家传
的。他出生在书香世家，从曾
祖父起，家里几代人不仅擅长
书画，也对烙画、金缮等传统
手艺非常在行。

陈晓飞第一次领略到金缮
的魅力，是在小学三年级。

有一次，陈晓飞不小心打破
了父亲最钟爱的茶壶。他向父亲
承认错误，虽然得到了谅解，但
心里依然十分内疚，因为他知
道，那把茶壶是爷爷留下来的。

出乎陈晓飞意料的是，过
了几天，那把被他打破的茶壶
就又出现在了父亲的桌子上。
但和之前不同，沿着裂痕，茶
壶上多了一条闪闪发光的金
线。

陈晓飞惊呆了，那条金线
不仅让茶壶重获新生，更赋予
了它独特的韵味。也就是在那
一天，陈晓飞从父亲口中得
知，让茶壶重获新生的这门手

艺叫金缮，是家传手艺。
破损并非终结，而是另一

个开始。那一刻，陈晓飞被这
伤痕下的“景色”深深地吸引
住了。

艺术与“活儿”

陈晓飞真正开始学习金
缮，是在 19岁那年。那时，他
刚刚参加工作，平日里最喜欢
的事情就是逛古玩市场。

古玩市场有不少破损的瓷
器、紫砂器，这些残器大多无
人问津。每每看到这些残器，
陈晓飞就不免心生怜惜，“大概
它们也不想被人冷落吧。”他决
定钻研金缮，让残器重获新生。

那时候，陈晓飞每个月工

资只有两三百元，他省吃俭
用，几乎把所有钱都用来购买
破损瓷器。

黏合、描漆、上金粉，归
纳起来，金缮工艺虽然只有几
个步骤，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
考验手艺人的耐心。每个步骤
都要精准掌控，稍有不慎便会
前功尽弃。

在学习金缮的过程中，陈
晓飞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调
和黏合剂。黏合剂由大漆、糯
米粉、鸡蛋清、瓦灰等材料按
一定比例调和而成，稀了或是
稠了都不行，必须恰到好处。

当初，父亲为了考验陈晓
飞是否真心学艺，只给出了黏
合剂的原料清单，而添加比例
则要陈晓飞自己琢磨。

陈晓飞研究了好几个月，
也没试出合适的比例。朋友提
议用“502”替代黏合剂，可
陈晓飞却说：“用‘502’粘？
那叫活儿，不叫艺术！”

黏合剂的干燥时长与气温
和空气湿度有很大关系，短则
三五天，长则十天半月，手艺
人辨识黏合剂干没干透，全凭
自己的经验和感觉。

待黏合剂完全干透，陈晓
飞要先清理掉多余的黏合剂，
再沿着裂痕描一遍大漆，这道
工序叫描红。描红需极尽细
致，稍有不慎便会破坏整体美
感。之后，他还要趁第二遍大
漆将干未干时，在漆面上均匀
覆盖上金粉和罩金漆。至此，
整个修复过程才算完成。

而这仅仅是金缮修复中最
简单的一种情况。

金缮修复，最难的是补
缺。补料也是由大漆和瓦灰
等 原 料 调 和 而 成 的 ， 呈 糊
状，所以修补时只能一层一
层地刷——头一遍补料干得差
不多了才能再刷第二遍，直至
还原并恢复器物的形状和功
能。“像这样修补一件残器，需
要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时
间。”陈晓飞说。

独行踽踽

大漆是人工割取的漆树汁

液，极易引起皮肤过敏，造成
红肿痒痛，陈晓飞因此受过不
少苦。“只要一接触大漆，手和
眼睛就痒得不行。”这些年，陈
晓飞始终没找到特效药，过敏
了就忍着，硬是逐渐适应了这
种刺激。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金缮，
陈晓飞不仅免费收徒，还免费
帮人修补残器。“好多人一听说
大漆容易引起皮肤过敏，就打
消了学艺的念头。这些年，跟
我学手艺的人只有六七个。”陈
晓飞长叹一口气。

有时候，陈晓飞觉得自己
是一名医生——每当收到破损
严重的器物，都会想尽办法去

“救治”。他经常一坐就是四五
个小时，再站起来时，双腿都
是麻的。

这些年，不少人想与陈晓
飞合作，只是他们看重的不是
手艺，而是手艺背后的经济效
益。“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
率，有人提出用‘502’替代传
统黏合剂，那就和金缮不沾边
了。”陈晓飞愤愤地说，“他们
只想着赚钱，并不关心传承。”

坏了就修，修好了就继续
用，如此反复，把时间的印记
都融进器物里。金缮留下的金
色痕迹时刻提醒着陈晓飞，这
些都是生活的失去与重生，他
修补的不是某一件物品，而是
一段时光、一份记忆。

筑梦帮扶路筑梦帮扶路 共绘振兴图共绘振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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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健得知了东光县爱心联盟志愿者协会为“阳光粥屋”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她

不仅二话没说就报了名，还带动丈夫李剑、公公李万福、大伯哥李宁以及儿子、侄子也加入进来——

一碗一碗一碗“““爱心粥爱心粥爱心粥”””三代人接力三代人接力三代人接力 本报记者 张智超 本报通讯员 张耀胜

2 月 28 日凌晨 4 点，刘健
家的灯亮了。

从 2017 年开始，她家的
灯几乎每天都会在这个时间亮
起。她和丈夫李剑、公公李万
福、大伯哥李宁以及儿子、侄
子都是东光县爱心联盟志愿者
协会的志愿者，一家三代经常
凌晨出门，前往位于县城府前
街的“阳光粥屋”做公益。

从一碗粥开始

刘健是个热心人，李家三
代人参与公益活动，就是从她
开始的。

2017年 11月，一个偶然的
机会，刘健得知了东光县爱心
联盟志愿者协会为“阳光粥
屋”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她二
话没说就报了名。

“阳光粥屋”是志愿者为环
卫工人开办的，每年11月15日
至次年 3月 15日都会为环卫工
人提供免费早餐。

在“阳光粥屋”，刘健主要

负责熬粥、分餐，每次从“阳光
粥屋”回来，她都会和家人分享
粥屋里的故事，讲环卫工人的辛
苦与付出，也讲参与公益活动的
收获。

慢慢地，在刘健的影响下，
她的公公李万福也成为了东光县
爱心联盟志愿者协会的一名志
愿者，经常到“阳光粥屋”做
公益。在“阳光粥屋”，李万福
不仅每天负责采买蔬菜、馒头等
食材，还经常下厨给环卫工人改
善伙食。

接过爱心接力棒

在志愿者的努力下，“阳光
粥屋”成了环卫工人们的“第
二个家”，每天都有 100多名环
卫工人来这里吃饭。

而对于“阳光粥屋”的志
愿者来说，他们不仅要坚持早
起，还要从事大量体力劳动。
刘健身体不太好，久而久之，
便有些力不从心了。

李剑是刘健的丈夫，他之

前一直听妻子讲“阳光粥屋”
里的故事，每次都听得入迷，
想去粥屋看一看。

2017年年底，由于身体原
因，刘健不得不暂时离开“阳
光粥屋”，为了不影响粥屋正常
运转，李剑主动接过了妻子在

“阳光粥屋”的工作。
从那天起，李剑几乎每天都

到“阳光粥屋”做公益。凌晨4
点起床，1小时后到岗，熬粥、
分餐、收拾餐具……直到早上7
点半左右，前来就餐的环卫工人
尽数离开，李剑才有时间吃饭，
然后再急匆匆赶去上班。

传递温暖 幸福自己

这些年，李剑的哥哥、儿
子还有侄子也相继加入到了志
愿者行列。

李剑的儿子今年 13岁。每
逢假期，他都会到“阳光粥
屋”和家人一起奉献爱心。8年
来，在这个小小的“阳光粥屋”
里，李家三代人为环卫工人服务

的场面，温暖了许多人。
除此之外，李家三代人也经

常参与其他公益活动，比如资助
困难学生、慰问孤寡老人……他
们尽己所能，去帮助需要帮助的
人。

“做公益是一件幸福的事。
前段时间，我们资助的一名学
生考上了研究生。假期期间，

他也经常来‘阳光粥屋’做公
益。”李剑说。

有一天，在去“阳光粥
屋”的路上，李剑问儿子：“做
公益苦不苦？”

李剑儿子回答：“怎么会苦
呢？我帮助了别人，自己也会
感到快乐。和睡懒觉相比，做
公益更有意义！”

2月 11日，记者来到东光
县南霞口镇任庄村，在 200亩
成方连片的麦田边，一块标注
着“任庄村小麦良种繁育示范
基地”的牌子格外显眼。河北
高速集团下沉任庄村工作队队
长王勇介绍：“这个示范基地
就是我们来到任庄村后打造
的。”

当初，刚到任庄村，王勇
就和队员一起对村内所有农户
进行了入户走访，全面了解村
民收入、土地流转、人员构成
等情况。通过走访，王勇发现
任庄村产业基础较为薄弱，村
集体既没有经营性资产也没有
资金，村民收入主要依赖种粮
和打工，经济发展滞后。

去年 4月，在河北高速集
团帮助下，王勇促成村集体与
省内知名种业公司合作成立合
资公司，引进种植河北省农科
院 研 发 的 小 麦 新 品 种 冀 麦
U68、冀麦U87和冀麦 323，进
行种子培育和推广。这个项目
总投资 102万元，其中河北高
速集团捐赠 50 万元，项目合
作方投资 52 万元。去年，该
项目为任庄村增加集体收入 15
万元，为村民增加收入 2 万
元。

“紧邻任庄村小麦良种繁
育示范基地的公路，也是工作
队来村后修的。村民去南皮县
付庄工业园区上班，走这条路
最方便。”提到工作队为村里
做的事，任庄村党支部书记任

伟锴感激地说。
在工作队来之前，任伟锴

提到的这条路还是一条土路，
路面坑洼不平。工作队了解情
况后，积极协调省、市、县交
通运输部门，申请资金 155万
元，新建了 5 米宽、713 米长
的沥青路和 1处箱涵。去年 5
月 8日施工队伍进场，在不影
响夏收的情况下，历时一个多
月完成箱涵浇筑、路基和沥青
路面施工、施划道路标线、安
装标示牌等工程，6月 18日道
路正式通车，极大地方便了周
边村民出行。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台装
载机和一台挖掘机停在村内
空地上，王勇告诉记者：“这
些设备是工作队帮助村里购
买的，可供村集体开展租赁
业务。”这个项目共投资 103
万元，其中河北高速集团捐
赠 53万元，其余 50万元为工
作队协调东光县乡村振兴局
申请的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2 台机器
一 直 租 赁 给 邯 港 高 速 项 目
部，到去年年底已创收 32 万
元。”任伟锴说。

“工作队来村里一年多，
任庄村更美了，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好，村集体收入上了一个
大台阶，我们村‘两委’也更
有干劲儿了！”任伟锴激情满
满的话语，说出了村民的心
声，更代表着大家共绘乡村振
兴图的决心。

本报记者 袁洪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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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飞金缮作品。

在任庄村，王勇（左一）察看土地墒情。（资料片）

李剑（左）和父亲为环卫工人做早饭。

陈晓飞陈晓飞（（右右））教徒弟手艺教徒弟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