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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金山”脚下著名工艺美术家刘全
霞的画室，被眼前的一幕彻底震撼了——浓
淡相宜、气韵生动的山水风景画，造型工
整、线条流畅的花鸟鱼虫画。它们晶莹澄

澈、富丽堂皇，在灯光的照耀下，显得银光
闪闪、璀璨夺目。

这既不是国画，也不是油画，更不是水
粉画，而是用一粒粒天然的宝石镶嵌、拼
贴、挥洒而成的宝玉石岩彩画。

宝玉石岩彩画选用不同色泽的天然宝石
或矿物质，如海蓝、红碧玺、水晶石、橄
榄、石榴石、红蓝宝石、翡翠、金丝玉、玛
瑙等稀有宝玉石，经过严格的打磨、抛光等
多个工序，根据画面需求，配合专业的美术
设计师精心创作而成。

在刘全霞老师画室里，她正在聚精会神
地创作一副圆芯画。直到她全部完成这幅
画，才放下手中的工具，舒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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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大川，生于甘肃酒
泉，祖籍山东，现居北京。
现为北京画院谢永增先生工

作室山水画家，中国南方书
画院理事，中国铁道游击队
艺术研究会副会长，山东美

协会员。
其 作 品 构 思 细

腻，赋彩莹润，笔
酣 墨 饱 ， 妙 笔 生
辉，美轮美奂，神
形兼备，清丽而不
俗气。墨之韵，形

之于神。作品追求“浑厚华
滋”的风格，受到广大书画
爱好者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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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和诗歌是哈萨克人的一对翅膀。”这句哈萨克族谚语透露出了“马”在这个

草原民族生活中的分量。马的形象装扮和马身上所佩戴的物件，断断不能马虎。

今日，哈萨克族马具制作技艺仍然深受欢迎。

58 岁的别尔力克以制作马鞍为荣。他
的父亲居马别克是草原上有名的马鞍师
傅。“虽然那会儿喀夏加尔会做马鞍的人家
挺多，但‘居马别克做的马鞍最好’这是
公认的。”别尔力克自豪地说。

马背上的学问

一匹装备齐全的马，从头到脚，会披
挂多少马具呢？

别尔力克说，“要有 20 多件。”每一样
都有其用处。比如，“特斯更”（哈萨克
语，音译） 是用来控制方向的；“汉支尕”

（哈萨克语，音译） 是用来承载包裹的。别
尔力克指着一块蓝色方形的丝绒绣品说：

“这是加布，用来给马保暖的。”他细致地
将加布披在马背上，向笔者演示。而披上
了加布的马，也立即显出秀气的模样来。

在所有物件中，马鞍是最耗手艺人心
力，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样马具了。

别尔力克介绍说，做马鞍的木材，最
好是杨树和白桦。因为这两种树木的质地

软，不会裂缝，而且能减轻马的负重。备
好木材后，需要将其锯成足够做一只马鞍
的圆木桩，再用斧子砍掉多余部分，形成
马鞍造型。砍出的马鞍，厚度在 1.5－2 厘
米之间。马鞍砍好后，用锉子细细打磨表
面。这大概得花一天光景，才能使其光滑
细致。打磨完成后，在马鞍上部包裹皮
子。皮子最好选用牛皮，经风耐雨，不易侵
蚀。一张大牛的皮子可以做3只马鞍。将皮子
包裹好后，画上哈萨克族传统图案，再将一
颗颗细小的铆钉、银饰、松石等物件钉上去。
如此，一只马鞍便算完成了。

“过去，有钱有地位的人家多会在马鞍
上打制银饰。这些泛着银白色光芒的饰物

让马背上的主人可以更骄傲地在街面上行
走，一只马鞍，就是一张脸面呢。”别尔力
克说。 除此之外，男性和女性所骑马的马
鞍饰物也有不同讲究。男人的马鞍上常常
只需银饰就够了。女人的马鞍上还会有红
珊瑚、绿松石等珠宝做装饰。岁月悠然远

去，在马路上穿行的马匹逐渐减少。快速
行驶的摩托车、汽车正在逐渐代替马匹这
种古老的代步工具。

以传承父业为荣

马鞍，既是所有马具中最大的物件，
也最能显示工匠的手艺。别尔力克从 20 岁
时开始跟父亲学习制作马具的手艺。一年
后，便独立制作了第一只马鞍。此后，他
将父亲衣钵传承下来，以制作马具为生。

“到现在，已经做了1000多只马鞍啦。我的
手艺虽然比不过爸爸，但也绝对是这一带
数一数二的。现在小镇及周边村庄牧民家

的马鞍，90%都出自我的手。马浑身上下，
从头到尾所佩戴的物件我都会做。”别尔力
克信心满满地说。

如今，别尔力克的两个儿子都从他这
里学会了马具制作。大儿子在喀夏加尔镇
的街面上开了一间马具店。店前铺子里挂

着马身上佩戴的各式物件。店后房间里打
着炕，堆放着未完的马鞍、盒装的铆钉等
制作马具的工具。房间里透着一股木头和
皮革混杂在一起的气息。别尔力克盘坐在
炕上，眯着眼认真说：“我做了一辈子马鞍
了。我喜欢这门手艺，因为哈萨克族的传
统文化不能丢，我的孩子们也愿意把这门
手艺传承下去。”

无论如何改变，哈萨克族对马的喜爱永远
不变。无论载的是精神还是身体，马仍然是哈
萨克族的一只翅膀。这一点，从别尔力克对制
作马具的坚持和马鞍上那一枚枚镶嵌在马鞍
上的精巧银饰就可以看出来，也可以从别尔力
克所做的马具受欢迎程度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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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期待，在我们新疆主办的冬运会纪念品是什么样的，所以一听说
开始出售就赶紧买了一套。”市民白强乐呵呵地说，“作为东道主，怎么能连
第一次在新疆主办的国家级别运动会的纪念品都不收藏呢。”

1月 15日，在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纪念品展台前，白强原本只打算买个
“十三冬”标志图案的纪念章，但看着吉祥物雪莲娃图案的纪念章也是爱不释
手，最后决定买下一套收藏。

“十三冬”不仅推动了周边产品的衍生，也催热了新疆旅游，促进了新疆经
济发展。重庆游客李金辉十分喜欢滑雪，每年冬季他都会约朋友来新疆滑雪，并
且走了不少滑雪场，天山天池滑雪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水平都令他感到满意。为
了能一睹第十三届冬运会冰雪健儿的精彩赛事，他还和朋友决定在新疆多逗留
几天，期待能现场感受运动员的风采：“按照原来计划行程，我们该回重庆了。但是
因为冬运会，所以我们改变了行程，等冬运会结束之后再回重庆。我们非常期待滑
雪比赛，希望能够看一看。”目前，新疆旅游局、乌鲁木齐以及昌吉回族自治州等均
推出“十三冬”期间的“旅游大礼包”，以吸引各地民众到新疆冰雪旅游。

1月 20日 17时，距离“十三冬”开幕式开始还有一个小时，花甲老人樊少
飞坐在新疆冰上运动中心的观看席上，不停地拍照发朋友圈。他怎么也没想到，
再次观看冬运会竟然是在自己家门口。樊少飞是个冰雪迷，四年前曾坐着火车前
往吉林观看“十二冬”。“那时候，我坐了三天的火车才抵达吉林，第一次现场观
看冬季运动项目比赛，那时我就想我们新疆的冰雪资源这么好，什么时候能在家
门口看比赛啊。谁想到，四年后，‘十三冬’就来到了新疆。”樊少飞作为本地观
众坐在开幕式现场，他备感骄傲和自豪。

1月15日，距离“十三冬”开幕式还有五天，女子冰球比赛首战哈尔滨队对
阵齐齐哈尔队。比赛进行到8分33秒的时候，孙锐一记射门就为哈尔滨队首开纪
录。这也是“十三冬”女子冰球决赛阶段的首粒进球。孙锐说，她希望能为新疆
的观众展示出最好的冰球。

在“十三冬”，除了在现场活跃着的观众和运动员，众多志愿者也在幕后默
默地忙碌着。距离第十三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开幕还有七个月时，“十三冬”志愿
者招募工作就已经早早启动。在8月举行的“十三冬”“圣火采集·火炬传递”启
动仪式上，在“十三冬”倒计时100天誓师动员大会上，处处都有他们的身影。
来自新疆大学的徐俊说，“原本我没有被选中，但是最后积极争取，终于实现了
自己成为‘十三冬’志愿者的梦想。”

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组委会副主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李学军在本次冬运会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是新
疆承办的第一个全国大型综合性运动会，是全国冬运会第一次走出东北，走
进新疆，是北京成功申办2022冬奥会之后全国举办的第一个冬运会，承载着
党中央、国务院的特殊关怀、充分信任和新疆各族人民的热切期盼。”

本届冬运会是历届冬运会中规模最大的一届运动会，共有包括香港、澳
门特别行政区在内的52个代表团报名参赛。代表团总规模2231人，其中参赛
运动员1389人。在冬运会期间，“十三冬”组委会设置了交通绿色通道、医疗
保障绿色通道、食品监察绿色通道等多条绿色通道，既保障了冬运会的顺利
举行，又方便了群众观赛。在志愿者服务方面，1400多名来自全国和疆内志
愿者通过培训，已分布在各岗位开展工作。

从场所建设，到配套产业发展；从专业人才培养，到激发群众参与热
情；从完善大众冰雪运动基础设施，到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规划。冬运会必将
为冬奥会“3亿人上冰雪”的目标，提供更为强劲的后发力。

地处中国西北边陲、正在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五大中心的新疆，将
冰雪资源由“冷资源”变为“热动力”。这将有利于提升新疆整体形象，扩大新疆
知名度、影响力和美誉度，展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和谐、奋斗的精神风貌。

“全国冬运会自 1959年首次举办以来，由于受自然气候、场地设施和发
展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前 12届全国冬运会均由黑龙江和吉林两省轮流举办。
第十三届冬运会在祖国西部和民族地区举行是我国冰雪运动“南展西扩”发
展战略的重要成果。”组委会副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高志丹说。

冬季运动会与夏季运动会不同，它对场地、气候等条件要求相当高。新
疆体育局党组书记李光明透露，新疆天山天池和丝绸之路滑雪场，冬天最冷
的时候，中午温度大概就是零下 10摄氏度，温度适宜。“三年来，我们连续
举办了国际越野滑雪锦标赛，在天池和伊犁举行。来自丹麦、奥地利、荷兰
等国家的运动员都觉得新疆的滑雪场地和气候与欧洲没有区别。很温暖，阳
光灿烂，雪质也很好。”

世界滑雪运动最早的起源地在新疆阿勒泰地区。新疆人民的滑雪传统，
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新疆先后组建了花样滑冰、
短道速滑、高山滑雪、单板滑雪、双板滑雪、自由式滑雪等6个分项近60个
小项的队伍。

李光明透露，本届冬运会在花费上是历届筹备中省钱最多的。将短道花
样馆副馆“变身”冰壶馆节约 1个亿；跳台滑雪项目“跨省”举办免去近亿
元开销；通过招投标节省主场馆建设资金6000万元；调整开幕式举办场馆省
下改建费8000万元等等。此外，冬运会的两大雪上项目比赛场地均由民营企
业投资建设和负责运营，充分显现出近年来新疆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冬运
会筹备工作提供的强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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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18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冰上运动中心迎来了一场以“冰雪天山、阳光
丝路”为主题的冰雪表演。这也意味着第十三届全国冬运会正式在天山脚下揭开面
纱。“雪莲娃”、阿凡提，还有表演毛皮滑雪板舞的哈萨克老人共同讲述着新疆的冰雪
情缘、新疆冰雪运动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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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新疆

各路携手梦圆冰雪

催热旅游

带动经济飞跃发展

1 月 19
日下午 16 时
30分，“十三
冬”女子冰
球赛在新疆
冰上运动中
心开赛。图
为乌鲁木齐
队和上海队
的比赛现场。

本届开幕式上本届开幕式上，，全国各地的代表队纷纷入场全国各地的代表队纷纷入场。。图为香港代表队面带笑容走进场内图为香港代表队面带笑容走进场内。。

当地群
众自发清理
本届冬运会
场馆外的积
雪，他们为

“ 十 三 冬 ”
的顺利举行
贡献出一份
力量。

新疆奇
台县城隍庙
社区居民徐
嘉福一家在
电视机前观
看 “ 十 三
冬 ” 开 幕
式。

（图片来源：
天山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