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让更多人感受到书法的魅力，这是

我一直思考的问题。”11月2日，记者来到西

安市碑林区南大街粉巷，见面简单问候之后，

卢宇飞马上把话题引向他钟爱的书法。

今年61岁的卢宇飞退休前在西安一家

市属国有企业工作。年少时，因为一位爱好

书法的老师常来家做客，一来二去，他对书

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起初是爱写字，慢慢地开始临摹诗歌，

后来在其他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从事书法文

创产品工作。”卢宇飞解释道，“将书法作品

变为文创产品，目的是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更具有生命力。”

走进卢宇飞家中，四处摆放着他制作的文

创产品，比如书签、扇面等等。其中，让他最得

意的是“树叶书法”，这是他近年来从事文创的

最爱。

“‘树叶书法’，其实就是把书法写在树

叶上，虽看似平常，但其中的故事却对我有

着很大的影响。”卢宇飞说，自己走上文创制

作之路，就是源于一片银杏叶。

2019年，在城墙上溜达的卢宇飞，偶然

间发现城墙下散落着的银杏叶十分好看，就

捡了几片带回家欣赏。爱人见他很喜欢这些

树叶，就提议在树叶上进行书法创作，写下类

似心愿这样的话，赋予树叶文化魅力。

于是，卢宇飞提笔在银杏叶上写下“遇

见城墙”四个字，并拍照发到朋友圈。没想

到，朋友们热情地转发，还开玩笑似的说创

意很独特。这件事过去没几天，卢宇飞接到

了城墙管委会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

原来，南京市民练世平来到西安想登

上城墙游玩，由于双腿残疾，只好请求工

作人员帮忙。在被抬上城墙后，工作人员

不仅给他讲解了城墙历史文化，还鼓励他

勇敢地生活下去。感激之余，练世平添加

了一位工作人员的微信，希望多了解西安

城墙的故事。

这位工作人员在微信转发了几张卢宇飞

的“树叶书法”图片，练世平看后很高兴，希望

工作人员能帮他要几枚“树叶书法”作品。

“我当时一听很惊讶，没想到自己偶然

的创作能让外地游客如此喜爱。”卢宇飞说，

随后自己就在收集的银杏叶上写下“千年古

都 常来长安”“勇敢前行 自强不息”两句话

送给练世平，希望他爱上古城西安，乐观地

生活下去。

练世平微信回复卢宇飞时，表达了对来

自古城西安温暖的感激。这件事让卢宇飞

深受触动，由此走上以书法形式创作文创产

品之路。

多年来，卢宇飞坚持收集城墙下散落的

银杏树叶，并把祝福寄语、与西安相关的诗

句写在上面，把这些作品免费送给朋友们以

及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游客。

今年9月，卢宇飞得知有一批蓝田农村

孩子要来西安研学的消息后，连续几日挑灯

夜战，制作了一批精美的书法作品书签赠送

给孩子们。

“我虽然不是书法名家，但有着一颗热

爱书法的心。”卢宇飞表示，今后还将创作出

更多书法文创产品，让更多的人通过它们爱

上书法、爱上古城西安。

萌态可爱的吉祥福兔、惟妙惟肖的戏剧

脸谱、活灵活现的《西游记》人物……11月1日，

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市含光路的纽空间-非纽

集杨帆“鱼化泥叫叫”展位，泥巴、颜料与传统

技艺的奇妙组合，吸引游客纷纷驻足。

今年52岁的杨帆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鱼化泥叫叫”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从

事这门技艺已有30多年。

“鱼化泥叫叫”也称称“戏人”“娃娃哨”，

是发源于西安市鱼化寨一带的一项古老民

间手工技艺。“鱼化泥叫叫”兼有音响和观赏

双重属性，它造型丰满、古朴、简练，多以秦

腔人物、戏剧人物和神话人物为主。作为一

个时代的记忆，它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是陌

生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不少地道的老陕

都拥有过属于自己的“鱼化泥叫叫”。

杨帆说，父亲杨云峰是“鱼化泥叫叫”第

四代传承人。由于父亲从小喜爱画画，有艺

术天赋，16岁就学会了做工艺复杂、难度大

的“娃娃哨”模具，当时村里会做模具的人很

少，父亲是当时最年轻的制作模具能手。

作为土生土长的鱼化寨人，杨帆是伴随

父亲做的“鱼化泥叫叫”一起长大的。回忆

往昔，杨帆笑着说，幼时的他常常成为全村

孩子羡慕的对象，因为家里时不时就会有一

些“新玩意”。

“我父亲今年 77 岁了，因为热爱，一生

坚持做这一件事。”杨帆说，受父亲的熏陶和

影响，自己对“鱼化泥叫叫”也产生了割舍不

了的深厚情感。

“鱼化泥叫叫”对于这对父子来说，就是

根与魂。

在西安美术学院的四年学习，让杨帆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96年，毕业后的杨帆和父亲一起参加

了许多文化社会活动，渐渐地，他萌生了传

承“鱼化泥叫叫”技艺的想法。

如何才能让传统非遗与时俱进，在新时代

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是杨帆一直思考的问题。

“父亲做的‘鱼化泥叫叫’，是他们那个

年代生活的写照，符合那个时代的审美特

点。但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对‘鱼化泥

叫叫’的制作技艺不断改进创新，就是对非

遗这种独特文化的传承和坚守。”杨帆说，多年

来，他一直坚持对“鱼化泥叫叫”的研究制作

进行创新，对造型及观赏性做了很大改进。

回归生活是最好的保护，接轨现代是最

好的传承。非遗源于生活，只有与时俱进地融

入现代社会，才能“活”得更滋润。杨帆始终认

为，每一代传承人都应该反映出自己时代的特

色，这也是非遗传承人的责任，要在保留传统

技艺的同时融合创新，形成自己的特色。

每当有新的灵感和创意，杨帆便会把自

己的想法立刻画在本子上。今年，杨帆为癸

卯兔年设计的新年“泥叫叫”，这也是一次新

的形象尝试，福兔的可爱形象公布出来受到

了很多人的欢迎。

说到“泥叫叫”技艺的下一代传承人，杨

帆说，和自己一样，儿子从小也是伴着“泥叫

叫”长大，大学毕业后从事的是艺术相关工

作，相信非遗的薪火会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去年，杨帆开始非遗进校园活动，在高

新区第十二小学开设“泥叫叫”课堂。“非遗

文化的普及应从娃娃抓起，非遗进校园的关

键就是培养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要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他们的心里。”

交好传承这一棒，非遗可续岁月长。“近

年来，加入到保护传承非遗队伍中的年轻人

越来越多，为古老的技艺注入新鲜血液，让

更多‘青春力量’为非遗注入活力。”杨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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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们的文化传承故事

把红纸折叠成形，在上面画上作品的设

计图，再用手捏住棱角开始剪、修图案，一眨

眼的工夫，一张“福”字剪纸就生动呈现在眼

前……11月4日，记者来到位于西安市高陵

区的胡小莉剪纸工作室，房间里摆满了各式

各样的剪纸作品。在记者的请求下，她用一

双巧手展示了她的剪纸技艺。

今年64岁的胡小莉从事剪纸艺术已50年。

小时候，母亲和外婆靠剪纸和做女工补贴家

用，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下，她对这种神奇技

艺产生了浓厚兴趣。

1977年，高中毕业的胡小莉来到一所乡

镇实验室工作，一年后被调到学校担任音乐

教师。工作之余，她从没有间断对剪纸技艺

的学习，平日只要得空就抓紧练习。

“学习剪纸，最重要的就是牢固基本功。”

胡小莉说，剪直线要像尺子画上去一样笔直，

剪曲线必须圆润有度，尖角要剪得如同麦芒……

扎实的基本功是后期创作的根基。

为了练好基本功，胡小莉白天忙教学工

作，晚上回到家不断练习，不光练剪的功夫，

还加强美术功底、剪纸理论的学习。

“要会设计画图，不能只根据图片来剪，

要提高自己的创作能力。同时，理论学习也

非常重要，如剪‘福’字、‘囍’字时，就要借鉴

明代的剪法，而剪制年画、福娃图时，则可以

借鉴清代的剪法。”胡小莉说，靠着勤学苦

练，每年学校举办展览都会选自己的作品。

2012年起，退休后的胡小莉几乎把剪纸

当成了生活的全部。11年来，她创作了上千

幅作品，有些还被博物馆收藏。

“寿”字图是胡小莉的得意之作。这件

作品主体结构是一个大大的“寿”字，笔画中

包含寿桃、石榴、百合花等图案，中间是两只

寓意吉祥如意的仙鹤，整幅作品大气精致，

给人一气呵成之感。

“这幅作品最难的就是石榴、花朵、寿桃、

仙鹤的线条剪制，笔直线条少，圆形、弧形、环形

较多，所以制作时很麻烦。”胡小莉说，剪这幅作

品花了足足6个小时，尤其是仙鹤的眼睛，为达

到炯炯有神的效果，反复修剪了数十次。

完成这幅力作后，胡小莉把主要精力投

向人物、肖像剪纸的制作。人物剪纸最重要

的是展现人物的神情，每一处细节都必须剪

出真实感、传神感。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被封控在

家的胡小莉潜心研究起人物剪纸的制作。

《武汉是座英雄的城市》剪纸作品，是她宅家

的功夫之作。这件作品取材自钟南山院士

接受采访时的留影，在作品中，钟院士坚定

的目光、疲惫的神态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人物最复杂的就是画图和线条的勾勒

与修剪，剪制时必须把人物的‘生命力’刻画

出来。”胡小莉说，其中眼神是最难表现的，

必须靠几十年积累的功夫和经验做支撑。

多年来，胡小莉在潜心钻研剪纸技艺的

同时，还主动承担起传承剪纸技艺的重任，

先后深入数百所学校进行现场教学，还为上

百名残疾人传授剪纸技艺。

2014年，高河晓在参加陕西省残疾人剪

纸比赛时，结识了胡小莉并拜师学艺。为了

让他尽快掌握剪纸技艺，胡小莉手把手地教

他，传授自己的实践心得。

“没有胡老师就没有我的今天。”残疾朋

友高河晓说，在胡老师指导下，他不仅靠剪

纸办起了公司，很多剪纸产品还畅销全省。

如今，年过花甲的胡小莉最大的愿望，就

是将剪纸艺术传承下去。她说：“剪纸是我生命

不可或缺的元素，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钻

研创作下去，为剪纸发扬光大贡献力量。”

“我是民乐爱好者，自得其‘乐’在其中。”

11月2日，聊起与乐器的故事，霍仰俊说，他

最快乐的事就是每天拉着乐器到处“玩”，拉

几曲旋律交几位志趣相投的新朋友。

今年 80 岁的霍仰俊是榆林子洲人，现

住在西安市文景路一小区。退休前，霍仰俊

在村里生产队当过会计、大队党支部书记，

还教过书。退休后，霍仰俊经营起自己的店

面，从事养殖、种植加工的营生，并在家人支

持下，组织成立了老年俱乐部，在当地及周

边区县进行秧歌、戏剧等表演。

“从小就喜欢乐器，乐器的声音有种独特

的韵味，让人从中感到深深的乐趣。”霍仰俊说。

“小时候，村里偶尔会有戏班子来演出，

给了我最初的乐器启蒙，但那时候大家都忙

于生计。”霍仰俊说，那个年代首要任务是能

吃饱饭，受条件所限，他忙里偷闲搜集材料

制作乐器，把土疙瘩掏空做坯，找薄木板泡

水放入坯中定型做鼓，找树枝削琴杆，偷马

尾做丝弦……就这样，霍仰俊用自制的简陋

乐器度过了民乐启蒙阶段。

“活到老、学到老。”玩民乐已有60年的

霍仰俊说，在家人的帮助下，他学会了智能

手机的基本操作，学习曲目的工具也从收音

机、电视机变为电脑、智能手机。

常住西安后，霍仰俊每天坚持“玩”乐器

二到四小时，遇到喜欢的曲目就记录下来，

与大伙一起研究。现在，他弹奏的许多曲目

都是自学的，也很享受这种“活到老、学到

老”的人生境界。

乐观开朗的霍仰俊结识了不少爱乐器、

爱戏曲的朋友，邻居冯广辉就是其中的一

位。冯光辉喜好戏曲，在他的带动下，霍仰

俊将弹奏场所从家中转至公园、广场和小区

排练室，阵容也由最初的“唱独角戏”变成现

在的“草台班子”。

“大伙都叫我‘怪拉胡’。”霍仰俊说，他

经常带着一辆满载乐器的购物车出门，在戏

曲自乐班聚集地“巡逻”，每逢遇到有戏曲自

乐班时，就主动上前加入。

“可能在弹奏方面有些许天赋。”霍仰俊

说，自己无需依赖乐谱，凭借主唱演唱的旋

律就能弹奏出曲子，这就是被戏友称为“怪

拉胡”的由来。

“粉丝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又到公园自

乐班来弹奏了，希望能给你们带来欢乐。”

2018年，霍仰俊在网络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

直播自乐班演奏及戏曲活动，收获了3400多

位粉丝的关注。“希望以这种方式，给别人带去

快乐，传递一种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走进霍仰俊在小区的排练室，一面墙上

挂着十余把乐器，有三弦、二胡、吉他等。记

者仔细观察发现，有两把看似二胡的乐器琴

桶竟分别是用复合板、奶粉罐制成的。“我擅

长三弦和低胡，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低胡，就

自己做了两把低胡。”霍仰俊说，刚开始做得

不好，要么安装不上，要么音色不准，经过不

断摸索和改良，才有了较满意的低胡。

“我会坚持‘玩’乐器，能有个爱好是件

好事。丰富的业余生活不仅给我增添了自

信和乐趣，也让我找到了精神寄托。”如今，

霍仰俊的手机每天能收到上百条信息，这些

信息都是关于“玩”的，有戏曲票友群看戏的

消息、有直播平台粉丝的私信……

胡小莉：剪出人生的精彩

霍仰俊：自得其“乐”在其中

卢宇飞：让书法作品更有生命力

杨帆：让非遗与时俱进“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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