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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雁门今日雁门
别样中秋

9月29日上午，中秋节，
在人们已沉浸在节日团聚的
喜悦时，代州古城内的将军
庙，迎来一批特殊而尊贵的
客人：中央美术学院原副书
记、雕塑系教授王少军，中国
美术学院教授、中国雕塑学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副主席孙
振华，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湖北
美术馆艺术总监傅中望，以及山东艺术学院、南京艺
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
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内蒙古包头艺术学院
等16位艺术家。

市委常委、县委书记崔峥岭，亲自迎接并陪同参
观，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马亚楠和艺术家们进行了
亲切座谈 ......

这一天，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将军庙换上了新装，
宛若新生儿一样焕发出勃勃生机。这座曾经尘封已
久，大门紧闭、铁锁高挂的古老建筑，悄然闯入了人
们的视野。从大门到山门、到乐楼、到正殿、到后殿，
处处都展示出非遗传统与这些精巧别致明代遗构的
完美融合 。

青砖覆地、老屋列阵，宾客如流，赞美如潮。座
座彩塑不语，却分明都有自己的语境，驻足、停留、遐
思……一任尔尔！

尽管宾客都是来自各大院校艺术专业的教授以
及相关艺术团体的负责人，但当他们进入后殿，亲眼
目睹到彩塑艺人们骨架制作、和泥、造型和塑制、打
磨、压光等各个环节的时候，还是不由得感受到震
撼。这些泥土、工匠、工具的制作，以及雁门边塞文
化、非遗、美院、理念的碰撞……等等，所有这些元素
的结合，已成为他们生命中刀刻的记忆。

雁门关、边靖楼、阿育王塔、文庙、太和岭口……
看到这些，艺术家们赞声不断，惊呼“王炸”。

美好的中秋之夜，艺术家们载歌载舞。之后，中
国美院教授孙振华赋诗：

难忘中秋聚高朋，
雁门塔影酒灯红；
才艺最是座中人，
饮罢向天月朦胧。
来日重逢梦方醒，
把盏细话代州行。
似梦似醒谁与辨？
唯余天地一片情。

黄土情浓
对于山西人来说，家乡的黄土地有着不同寻常

的意义。我们的生命来自黄土，从女娲造人的传说
到食之本源，到艺术创造、到信仰的构建，没有一项
不与黄土勾连。黄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山西人的性
格：踏实、包容、厚重以及温和。

追溯历史，从梁思成、林徽因在五台山发现的唐
代建筑佛光寺，2019 年在弥勒主尊的基座后又发
现墨书“唐大中时期雁门工匠张师改”的记载。代县
的古代彩塑（泥塑）艺人，发挥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积
淀，再加上技法和技艺的传承，做出来的作品倾注了
艺人们的所有情感，给一尊尊泥塑注入了灵魂，达到
了美仑美奂，近乎完美的艺术体现，被誉为中国雕
塑。

千年传承，代县这片土地涌现出一代代、一个个
优秀的工匠。

秦华勤，土生土长的代县太和岭口村人，十六岁
拜师天顺昌传人、美术大师梁荔叶老师学习泥塑，
接受传统彩塑技艺的学习和实践，2005年到中央美
院进修，受到严谨的设计理念和高度的审美趣向熏
陶。之后，长期受聘于中央美院，进行传统彩塑的教
学和实践。

秦老师深刻体会到各大美院课程里对彩塑教学
的缺失，以及地方彩塑非遗的活化需求。出于一种
使命感，他一直想构建一座桥梁，即在代县建立各大
艺术院校彩塑研习基地，让全国、甚至全世界学习彩
塑的学生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学习技艺，也让古城
艺人们逐渐浸染院校的理念和思维。通过产、学、研
的结合，光大这份事业。

事实上，这不仅会光大这份事业，更为重要的是
因此会有更多的人走进代县、了解代县、关注代县、
宣传代县。大同，就是利用新建城墙建起了中国雕
塑馆，经过近年来举办各种雕塑展，吸引了无数游

客，成为大同文化旅游业发展中的一只奇葩。
从 2019 年以来，为了实现这个梦想，秦老师

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不懈地奔波。但因为领
导更换和疫情等各种原因，虽然怀揣与中央美院
签订挂牌协议书但一直无法实现。

平遥的一位企业家找到他，希望他到平遥发
展，并和当地政府协商给他提供数千平米的院落，
提供各方面的便利打造研习基地，同时在北京提
供一千多平米的工作室让他组织团队搞文创产
品 ....... 他迟迟没有答应，他心里依然想着这片黄
土地。他也明白，北方彩塑的根在代县，离开代
县，就是一片浮萍。

书写大爱
春天是多梦的季节，也是播种的季节，在用尽

所有努力，几乎要在无奈放弃之时，一次偶然，饭
桌上遇到了一位多梦的痴人老张。

老张同样土生土长在农村，土里土气，最喜欢
人们称呼他老张，他说这样才亲切自然。

秦老师的梦和老张的梦产生了共振。
秦老师说春天来了，老张说该播种了，尽管春

天已过了好长时间。
老张有股牛劲，动用各方面的资源牵线搭桥，

亲自写建议、出方案，成为最坚定的支持者、推动
者。

好事落地在万物快要成熟的季节，崔峥岭书
记安排，在将军庙打造彩塑研习基地、并筹划展览
为九月底的黄酒节助力。

文旅局、古城文化旅游投资开发公司等部门
迅速投入人力、物力……

九月六日，秦老师团队进驻了将军庙，开始了
建设研习基地的攻坚战。

回望来之不易的成就，实实在在应该感谢那
些讲情怀默默奉献的满满正能量的各界人士，而
且通过这件事我们也深深感受到代县不应该是负
面占据高地，在民间处处洋溢着渴望干事的巨大
潜流。

文旅局组织工队迅速对屋顶进行修缮。古城
公司组织员工腾屋、拆隔墙、装修、打扫、包括擦玻
璃，做到细致入微。员工赵红叶，从安全用电到禁
烟防火，每天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所有人都信心
满满，投身于紧锣密鼓的基地建设中，用杨宏波说
的话就是“秦老师北京回来给家乡办实事，带来这
么多资源，咱们不能拖后腿，更应该不遗余力”。

事情就是这样突然间打开局面，秦教授团队
一边设计将军庙各个殿堂的将军主题造像，一边
开始制作，同时协调运输作品布置展厅。人手不
够，老张人脉资源广，美协、书协、农民画协会，许
多文化界、彩塑界的热心人士都来助力。秦老师
和“老张”亲赴北京、太原对接、协调。老张只身去
大同雕塑馆取经，去内蒙、陕西艺术园学习和观摩
……

书画界的元老刘英老先生、画家张占平、民
俗学者李培根、老领导韩俊等亲临指导，还有许
多义务奉献的书画界的朋友们，建言献策，侯月存
先生赶制了十几幅作品助阵展出。

九月二十八日大同雕塑展开幕，马亚楠副县
长、李继华局长和秦老师作为嘉宾亲自参加了开
幕式，同时迎接参加展览活动的十六位专家教授
于来代县考察研讨，也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紧接着就是国庆假期，将军庙每日游人如织，
看着整个院落从最初的无从下手到而今的整肃有
序，中间经历了太多，每个人都全力以赴，每个人
都无怨无悔，都怀着一腔为家乡文化繁荣尽一份
力的情怀而认真做事。

几朵花絮
王永红道长学识渊博，又精于设计，主动承担

了和雁门关有关联的名将资料的收集整理，挤出
时间对展厅进行灯光设计。

秦耀庭是秦老师侄子，也是徒弟、学生，中央
美院雕塑系张伟主任做助手，技艺精湛。

国军是代县典型的工匠师
傅，心灵手巧，塑像特别有
灵气，他自己制作的泥塑
工具引起艺术家们极大地
兴趣。

小刘是河南人，刚毕
业不久的大学生，追随秦
老师来到代县，这些天既

要设计图纸又要雕塑，也得参与各种事务，晚上一个
人住在偏殿里，条件简陋没有半点怨言。“老张”幽默
地说必须给他找个代县媳妇，把这么优秀的人才留下
来。

二华和秦老师一个村，温和内敛，勤快踏实，他是
大家公认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秦老师徒弟吴艳俊，也是中央美院壁画系王颖生
主任的助手，塑像、彩绘样样精，彩绘的关公身形毕
肖，每次看到他都是和关公面对面，全神贯注、精雕细
刻，如同心灵在对话。

老侯，平时幽默的塑像高手，在会上无论如何都
不发言 ，被逼无奈才说，“挺好，咱们两位领导硬”，老
张说全凭你塑得硬，老侯说“我打酱油”，大家一片笑
声。

还有老董，放弃自己在外的高薪，每天骑电动车
往返40里来帮忙彩绘。

国平、文刚，平时爱好画画，自加入团队每天象定
在那里一般，从不缺席，耐心地教给体验者彩画的步
奏。而且他们设计的脸谱、小部件多种多样，倍受游
人的喜爱。

竹林算是最忙的一位了，布展、挂画、收集资料、
展板设计、往来奔走，大家都说欠他几顿小酒。

尚艳沉稳热情，脱模、彩绘样样在行，组织学生集
体参与实践。

瑞卿热情大方，主动采访记录，和游客互动，制作
小视频，担任起义务宣传员的角色。

菊芳、献平都是代县书画圈的精英，总是在体验
区精心彩绘，力求把每一件作品做到极致。

梁荔叶先生爱子乐天，儿子结婚，百忙之中抽时
间协助考究历史，搜集资料，提供先生照片。

月萍外秀内慧，不仅画的好，文笔也堪称一流，那
么多展板从找资料到成文，排版，校对、印刷，都是她
一人所为，能文能武，大家笑称“穆桂英”。

俊峰、月明、陈浩、国亮、润月、喜俊……这里已无
法逐一记述。

还有一些不管是义务来帮忙还是其它打工者，都
展示了他们那份认真、热情与执着。

10月6日上午，将军庙迎来一批小客人，他们来
学习参观彩塑展览，同学们又参与了彩塑体验。这些
孩子对脱模和彩绘都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有的则直接
用手捏出各种造型，充满想象力。许多陪同的家长也
不自觉加入其中，忘情的样子似乎一下子回到了童
年。这一刻，雕塑艺术的种子或许已经在某一个孩子
心中悄然种下，不得而知。而这也是秦老师所期望
的，也是我们代县未来发展所在。

9 月 6 号到 10 月 6 号，一个月的时间，所有参与
或来参观的人无不惊叹于将军庙的变化，惊叹于发生
这种变化的速度以及做事的效率。傍晚，送走最后
的参观者，所有工作人员齐聚乐楼临时会议室，畅所
欲言，忘记了疲劳和不快，只有喜悦和期盼。秦老师
回忆了一路艰辛，充满了感慨，表达了深深谢意，也向
大家讲述自己的理念和未来。老张总能给大家带来
前行的力量，既为大家能为这片热土尽力而感到欣
慰，更希望将来在发展过程中互为老师、团结提高，把
基地打造好、运营好。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由于乐
楼上还没有通电，楼里已看不清对方的脸，但讨论热
情丝毫未减，尽情宣泄着自己的感受和热情……

这里，再说一下八十高龄的陈元富老先生。他带
来一沓打印好的资料，讲述的是文革破四旧的时候，
聂营镇的将军庙塑像被捣毁，怕遭破坏，陈元富先生
的父亲悄悄把明朝正德年间刻的李牧将军的石牌位
抱回家中供奉了二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村里重修
武安君庙的时候，将牌位请到庙里。后来被古董商发
现，要出十万元购买，村里人征求陈先生的意见，他不
同意，但又怕被盗走，于是无偿捐献给县博物馆保存，
后供奉在修复的雁门关李牧祠，老先生说如将军庙彻
底修复，可请回牌位，还可以原样复制，意义较大。老
先生多才多艺，诗、书、画俱佳，老张请先生墨书孙振
华教授写的《代州二首》，先生慨然应答，风骨尽显。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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