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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博物馆里，随着脚步挪移，我的目光

一次次在陶器、瓷器、青铜器、石刻等藏

品 上 定 格 ，耳 边 弥 漫 着 岁 月 深 处 的 回

声。此时，“刀镂彩染蔚萝花”专题展跳

入我的眼中，连同“花开富贵”“金娃送

福”类的窗花、《红楼梦》《三国演义》类的

戏剧脸谱、民间祈祥纳福的纹样，以及冰

墩墩、雪容融等一同映入我的视野，古典

与 现 代 的 气 韵 隔 着 悠 长 的 时 光 相 映

成趣。

“这个展介绍的是我们河北蔚县剪

纸的特殊工艺。蔚县剪纸不是用剪刀在

各种颜色的纸上剪，而是经过构图、熏

样 、刀 刻 之 后 ，再 在 留 白 处 进 行 点 染 。

‘萝’，就是我们蔚县境内曾经有一座山，

叫蔚萝山。我们蔚县人呢，也被称作蔚

萝儿女。剪纸一开始也叫窗花……”讲

解员的话音如雨滴落入河水，一顿一扬

间，为我们展开了蔚县剪纸发展的画卷。

一幅精致的剪纸作品呈现在我们面

前：两头翘的元宝，端坐在装着两尾鲤鱼

的聚宝盆之上，鱼的胡须根根如丝如线，

元宝上的莲花线条似断还连……充满生

机的画面，感染了我们参观的每一个人。

我出发来蔚县前，八十五岁的老母

亲一遍遍地问：当年我们坐着毛驴车走

了小半个月，如今三个小时就能到？蔚

县 这 个 地 名 让 她 想 起 了 童 年 的 一 段 往

事。姥爷当年在蔚县的绸缎庄当学徒，

姥姥带着大舅去住过两年，在那两年里，

姥姥跟着邻居大嫂学会了制作窗花。腊

月二十八的上午，中年的姥姥坐在家乡

的炕沿上，一张红纸在手里不停地变幻，

从长方形到正方形，从正方形到圆形、三

角形，如飞似舞。母亲坐在小板凳上，

歪着写满问号的小脑袋，看姥姥指间变

出一幅幅“吉祥如意”图，看姥姥将一幅

幅图夹在黄麻纸中间。然后，母亲兴冲

冲地举着黄麻纸，敲开了胡同里一户户

邻 家 的 门 。 邻 居 们 要 么 拍 拍 母 亲 的 头

顶，要么扒拉一下母亲的羊角小辫，有

的还会抓一把花生、拿几块糕点往母亲

兜里塞。母亲按照姥姥事先交代的，捂

着口袋，放下窗花就走。姥姥做的窗花

线条简单，古朴粗拙，但它们却在距离

蔚 县 四 百 公 里 的 冀 南 平 原 村 民 的 窗 户

上、椽头上、柜台上、粮囤上开了一年又

一年。

我从蔚县回来后，母亲一边翻看我

带 回 来 的 那 本《蔚 县 剪 纸 的 创 新 与 发

展》，一边唠叨她和蔚县千丝万缕的联

系。母亲说这些话时，眼里闪着亮光，那

亮光为手里的窗花图案镶上了金边。

二

据地方志记载，自明初屯兵以来，蔚

县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数个商贸集散

地，行业涉及钱庄、皮革、染坊、银匠、木

匠等。这些能工巧匠们在精心制作皮革

皮衣、金银首饰、箱柜雕花时，他们的家

眷在家剪花样，用于绣花鞋、枕头、荷包

等。聪明的蔚县人从中发现了商机，于

是出现了专门以刻制花样为生的职业艺

人。这些花样经过绣女们的彩线搭配，

绣 出 了 五 颜 六 色 、千 姿 百 态 的 刺 绣 佳

品。花样艺人们看着绣女们的作品，艺

术灵感再次被这缤纷的色彩点燃，尝试

着在单色之上进行点染，开创了“以阴

刻 为 主 ，以 阳 刻 为 辅 ”的 点 彩 剪 纸 新

技艺。

传统文化和市场商机让男人们怦然

心动。那些剪裁皮革、打造银器、修鞋雕

花的大手拿起刻刀，刻向一张张、一沓沓

雪白的麻纸。他们用槐花汁等天然染料

加上糖稀，描绘缤纷和斑斓。剪刀换成

刻刀，单色变为多色，由女性为主变为男

性为主……伴随着时光长河里的这一朵

朵浪花，蔚县剪纸这项令世人称奇叫绝

的民族艺术之花，就在匠人们一次次精

雕细琢中诞生了。

在蔚县剪纸一条街上，大大小小的

剪纸工作室有几十家。蔚县剪纸发展到

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里的一朵奇

葩，除了历史的、传统的元素之外，还得

益 于 那 个 极 为 喜 庆 、寓 意 美 好 的 小 名

——“挂喜”。蔚县人把贴窗花称为“挂

喜”，这个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称呼，

寄 托 着 人 们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 隆 冬

腊月里，忙完一年农事的乡亲们，家家

户户都在忙着赶制、销售和购买剪纸。

夜晚家家灯火通明地赶制，白天肩挑车

推地从一个集市赶往另一个集市，摆摊

推销。在那些日子里，蔚县的各大集市

就犹如春天百花争艳的花园，卖家们亮

出一沓沓精心勾画刻制的窗花，买家们

看了这家赏那家，一刻一染、一买一卖

间，这些“喜”不仅挂在了自家的吉庆里，

还随着骆驼队、牛车走出了古驿道，走出

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蔚县剪纸在上世

纪 五 六 十 年 代 ，已 经 畅 销 多 个 国 家 和

地区。

离开博物馆前，我被一幅“蔚县剪纸

的 主 要 传 播 与 销 售 区 域 图 ”绊 住 了 脚

步。一条条红色射线，从蔚县放射出去，

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将蔚县剪纸的文化血

脉送抵五洲四海，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

图画。此刻，我渴望找到那份生机背后

的秘密。

三

五十七岁的剪纸艺人高佃亮，喜欢

在清晨站在河边，气抱丹田，心里再一次

默念剪纸制作的四大步骤：熏，闷，刻，

染。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剪纸的他已经是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了。但他在动手刻制

图案前，总会自觉地再对关键环节进行

研习，比如纸张干湿度的掌握、运刀过程

的体会、手腕和手指的力度拿捏等等。

太阳在一点点升起，他的身体被不断到

来的光渐渐覆盖，心灵和思绪也一点点

豁亮起来。

我们一行来到高佃亮的剪纸创新工

作室时，午后的阳光正照在蔚县城南的

蔚县职教中心大楼。这是高佃亮从第一

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回来的第二天。看

到他笑眯眯的样子，我们以为这次又是

毫无悬念地摘金夺银。只见他羞涩地一

笑说：“只是得了个参与奖。”我们不好意

思直接问，但还是不约而同地投去了探寻

的目光。这位憨厚的汉子又是微微一笑

说：“这很正常，剪纸艺术非蔚县一个门

类，比赛规则和我们剪纸技艺不符，我在现

场只完成了画图和刻制。比赛嘛，只要参

与和交流过了，目的就达到了。”听他这样

豁达地一讲，我仿佛找到了他那些作品里

气韵的来源。

翻看采访笔记，高佃亮的世界里，始

终萦绕着两个声音，一个是如何让蔚县

剪纸发扬光大，一个是让蔚县剪纸挣钱

去。高佃亮相信：工艺是剪纸的生命，内

容是剪纸的灵魂。父母最早的开蒙让他

三四岁就拿起刀子刻，掌握了剪纸最基

本的技艺。七八岁跟着父母赶集时，他

悟到了只有刻得好才能卖得欢。从当年

一天下来能卖三元钱，到后来一天能卖

两百元，再到如今作品出口创汇，实现了

刻得好、卖得欢，卖得欢、刻得好的良性

循环。他能够在五厘米宽的宣纸上刻出

五十根线条，让人物的胡须根根分明，栩

栩如生。

1997 年 5 月 16 日对高佃亮来说是个

特殊的日子。那天，有个客户上门订制

一幅一点八米高、五十四米长的《清明上

河图》剪纸作品，而且要求在两个月内完

工。知情的人明白这是客户需要，不知

情的人觉得这是故意刁难。高佃亮没想

那么多，他唯一想的就是把客户留住。

生活有时就需要逼自己一把，使潜能再

次迸发。他带着四五十位剪纸艺人共同

刻制的《清明上河图》剪纸在北京的剪纸

展览上闪耀亮相，还在上海的博览会上

拿到了金奖。尝到了创新甜头、看到了

创 新 希 望 的 高 佃 亮 积 极 拓 展 剪 纸 新 图

样，他广泛吸取年画、戏曲、皮影、木雕、

石雕、泥塑、服饰等艺术形式之长，给传

统剪纸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四

每一朵窗花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

号。仅在一幅寿字窗花里，就有如意、石

榴、云朵、仙鹤、蝙蝠、松树枝叶等十几

种符号。一个个小小的符号，汇聚成翎

毛 花 卉 、十 二 生 肖 、民 间 习 俗 、戏 曲 脸

谱 、珍 贵 遗 产 、人 物 肖 像 的 洋 洋 大 观 。

如 今 的 蔚 县 剪 纸 不 仅 是 蔚 县 地 域 文 化

的符号象征，也是人们了解中华传统文

化的一个窗口。

从蔚县回来后，我因采访任务，来到

位于石家庄中山路上的中国工商银行石

家庄桥西支行。走进营业大厅，第一眼

就看到了那幅惟妙惟肖的剪纸，刻的是

一块写着“裕国便民”四个大字的牌匾。

这牌匾的来历，我是知道的：桥西支行的

所在地，是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

旧址。 1949 年 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

石家庄分行迁至此处。开业当天，石家

庄 当 地 十 七 家 票 号 共 同 送 来 一 块 书 有

“裕国便民”的牌匾。如今那块牌匾已

作为文物收藏在博物馆里，和这幅一比

一 的 剪 纸 遥 相 呼 应 。 旁 边 一 个 展 板 介

绍这幅剪纸的作者，恍惚间，我又看到

了“蔚县剪纸”四个字。

我揉揉眼睛，心想莫非是自己这几

天扎在剪纸堆里太久，眼花了？陪同的同

志说，没错，这就是蔚县剪纸。说话间，她

把我引到客户等候区，眼前的一幅幅剪纸

让我恍惚又回到了蔚县的博物馆里。

我目光停留在一幅银行职员服务客

户的剪纸上。一张眼睛又大又亮的面孔

正冲着我微笑。我想，这就是艺术的魅

力吧。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呈现出

生活既本真又理想的模样。

时光之河奔腾不息，代代更迭中，能

留下、能传承的是什么？若干年后，剪纸

中的那些人和事或许已经成为历史，但

蔚县剪纸留住的生活气息与生命之美，

一定会像蔚萝花一样，丰盈而又执着地

萦绕在时光的长河之中。

制图：张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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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红叶灼灼的时节，我

又一次走进了大庆，这是我二十年来

第三次来到这座著名的石油城了，为

的是参加一场文学颁奖活动。

在颁奖正式开始前，我们先看了

一部短片《永恒》，这是为纪念铁人王

进喜诞辰一百周年拍摄的。我们这

次来大庆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特殊

的时间节点。在颁奖会结束的时候，

主持人请大家全体起立，唱一支很熟

悉但又感到有些遥远的歌曲——《我

为祖国献石油》。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

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

铝盔走天涯……”熟悉的歌词、铿锵

的旋律在耳畔轰鸣着、震响着，于是

有了我这篇散文的题目。

什么是大庆的旋律？我觉得，第

一是铿锵、振奋和昂扬。在那个物质

匮乏的年代，铁人王进喜率领 1205
钻井队用生命找石油，“宁可少活二

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

是王进喜的房东老大娘叫出来的，王

进喜跳进泥浆池压住井喷的事迹，我

们已经耳熟能详。所以说到大庆的

旋律，第一个感受便是这些。

第二个感受，大庆的旋律，有一

种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大庆号称

“百湖之城”。记得上一次来大庆的

时候，我参观了新建成的大庆博物

馆。在那里，我看到在千百万年前，

从哈尔滨到长春，乃至到我的故乡通

辽，这一带全是一个湖，一个超大的、

辽阔的、深不可测的大湖，大庆正是

这座大湖湖底最深的地方，这给我留

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博物馆记录

着历史，也映照着当下。大庆从远古

的大湖到今天的现代化城市，这样的

沧桑巨变让人感慨劳动和奋斗的伟

大力量。

还有一种旋律，应该用悠远、深

沉、振奋来表达。当我欣赏当地的一

台晚会时，耳畔反复听到一句话：把

血加热再出发。大庆是中国石油的

老基地，大庆石油会战曾经是上世纪

六十年代发生在新中国土地上的一

件大事，但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大庆

的具体地点，这是保密的。我的岳母

恰好是石油系统的老干部。妻子告

诉我，在她小时候，她的妈妈经常穿

上一双胶鞋、一身工作服，就消失十

天半个月，然后又风尘仆仆地回来

了。问她去了哪里，说是去了大庆。

大庆，一片荒原，万点篝火，还有

“干打垒”和耸立云天的井架。那是

一段遥远的岁月。现在的大庆则变

得美丽、新潮，甚至有些超前。这次

到大庆，我巧遇两个人：一个是画家

的女儿，一个是作家的儿子。他们是

一对幸福的夫妻，把自己的青春投入

大庆已经三十多年了。号称“百湖之

城”的大庆，有两座湖居然是他俩参

与改造和开发的，一座叫黎明湖，一

座叫新潮湖。我和画家的女儿聊天，

她讲起当年开发新潮湖时艰苦创业

的情景，那是半年的风沙、半年的雨

雪，以及从外面运土来填当年巨大洼

地的辛劳。我们谈话的时候，夕阳照

着湖边的芦苇，一顶阔大的白色帐篷

下，休闲的人们在喝茶，一段坡道通

向湖边，有老人在那里悠然垂钓。她

的家也在附近，我在她的家中品茶，

在她窗前的花丛中和蜜蜂合影。她

和她的丈夫是新一代开发大庆、建设

大庆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心和上个世

纪六十年代荒原上奋战的人们是相

通的。所以这次在大庆，我感受到了

大庆旋律中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和期

盼，以及悠远和深沉。

大 庆 有 诸 多 学 校 ，还 有 一 所 石

油大学。这次来大庆，我见到了一

位远在四川成都的老战友的外孙，

他 从 成 都 平 原 来 到 大 庆 就 读 石 油

大学。在这个晚辈的脸上，我看到

了五十年前我那个同班老战友的青

春模样。那个时候我和他共同守卫

在云南边疆，共同背着一座电台守

候在演习阵地的外围路上，半个世

纪的时光就这样飞快流逝。我和年

轻的大学生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

了一场铁人接班人表演的晚会，他

们绝大部分都是业余演员。晚会共

有十多个节目，其中有我在六年前

曾经欣赏过的京东大鼓《忆铁人》，

也有新创作的情景剧，还有合唱、舞

蹈。更难得的是，四名主持人还把

我二十年前写的一首诗《大庆感怀》

朗诵了出来。那一刻，我由衷感到

自豪。

节目结束后，我和老战友的外孙

告别，问他观看演出的感受。他的眼

睛里闪动着晶莹的泪光，对我说非常

感动。这是一名未来石油战线接班

人的特殊感怀。这让我觉得大庆的

旋律还将吟唱下去，并响亮地回荡在

时代的洪流中。

那样的一首老歌《我为祖国献石

油》，那样的几句歌词：“头顶天山鹅

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

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

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

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那样一种胸怀使命而四处奔波

的壮怀激烈，离我们远去了吗？没

有！我觉得它将长久地在我们的耳

畔轰鸣着、回响着，也提醒着我们面

对这样一个竞争的时代，应该以一种

怎样的姿态交给民族和世界一个铁

人式的答卷。

大
庆
的
旋
律

高
洪
波

高
洪
波

在山东省东南部，有个以金银花闻

名的城市——我的家乡平邑。在这座山

水小城，金银花的规模化种植已颇有历

史。生活中，金花、银花不时绽放，陪我

从小长到大。它们的身影，时常萦绕心

头，把我带回曾经。

早晨醒来，天 刚 蒙 蒙 亮 。 睁 开 眼 ，

见父母都不在家……这样的场景，在我

四五岁时常有。当母亲回来开门时，臂

弯 里 总 挎 着 一 个 盛 着 金 银 花 的 竹 篮 。

那些金银花半弯如镰，带着一股又一股

清香。待到我六七岁时，父母怕把我锁

在 家 里 不 安 全 ，就 带 着 我 往 田 间 地 头

赶。只见一簇簇金银花，在地头倔强地

擎起花针。那些花针，两根一对，两两

对 生 ，根 据 长 短 和 颜 色 ，被 称 为“ 大 白

针”“二白针”，再小的，如螃蟹眼，如小

米粒。那些已经绽放的花，虽然漂亮，

却不值钱。我陪着劳作的父母，高兴时

就端着小筐帮忙采些花，不想干时就到

一边玩会儿。大人们怕小孩子无聊，便

逗我们：“那天采花，在花丛里见了一窝

小鸟呢。”“那天见了一只小野兔，在花

边蹦跶，说不定那一片的花丛里有一群

呢！”具体是哪一片、哪一丛，大人们不

明 说 ，让 孩 子 们 耐 着 性 子 边 采 摘 边

翻找。

平 邑 多 山 多 岭 ，蒙 山 山 脉 、尼 山 群

峰，连绵不绝。我家所在的村子就坐落

在一处小山脚下，世代倚岭而居。金银

花根系发达，很适合在那种土壤透水性

好的环境中生存。每年春末夏初，采金

银 花 成 了 赶 时 间 的 棘 手 活 。 金 银 花 长

到“大白针”后，一天不采就会开白花，

再 一 天 就 会 变 黄 甚 至 凋 落 。 金 银 花 采

收日，只见漫山遍野的金银花丛中，一

双双手忙碌不停。那时那刻，汗水挥洒

不 是 为 了 浇 灌 花 开 ，而 是 为 了 确 保 花

不开。

前些年，我在住宅院子里栽了一棵

金银花。花期一到，花蕾满枝，变成“大

白针”后，时间却仿佛在它们身上凝固了

一般。一天，两天，三天……十几二十天

后，那些密密麻麻一绺绺的瘦长花针，

才开始萎蔫变黄、慢慢凋落，但直至凋

落 也 未 绽 放 。 这 个 发 现 曾 让 我 兴 奋 了

一段时间。直到一个偶然机会，我栽养

的那棵“金银花”被本地的金银花种植

专 家 一 语 道 破 了 原 形 。 他 说 我 那 株 花

不是金银花，而是山银花。有了与专家

的那次交流，自诩从小就跟金银花打交

道的我，才明白自己一直以来只算是一

知半解。

其实，在我为自家院里的“金银花”

兴奋时，真正拥有超长花期的金银花已

经被成功选育了。地方镇的九间棚村，

经过多年攻关，在当地传统品种的基础

上选育出了“九丰一号”“北花一号”等多

个新品种。尤其“北花一号”，在金银花

性状提升的同时，做到了“大白针”一两

个星期不开花。栽种新品种金银花的乡

亲们，一个花季采摘一两次即可，十分便

利。解决了金银花采摘中的时间限制，

金银花产业迅速铺开，相关产业链被推

广到新疆、青海、云南等地。金银花茶、

金银花酒、金银花药、金银花菜……各种

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驱车从平邑经过，流峪镇、郑城镇、

临涧镇……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开花的，

不开花的，一丛丛茂盛地生长。那些传

统品种的白花、黄花，经过人们的研究攻

关，摇身一变成了制茶的上佳之选。县

城的面积扩大了，新城区建设蒸蒸日上，

兴水河改造“画龙点睛”，金花路、银花路

平 坦 通 达 ，河 河 相 通 ，湖 湖 相 连 ，景 随

水动。

一簇簇金银花，扮靓了平邑的山山

岭岭、沟沟坎坎、田间地头。它们带富了

这座小城，更把健康、富裕和幸福输送到

天南地北，落地生根。

种出富裕和幸福种出富裕和幸福
袁袁 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