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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物件（下）好家风

近日，记者在我市金

台区卧龙寺街道列电家属

院，见到了 88 岁的老兵陈

国财，听他讲述四枚纪念章

（见上图）背后的战斗故事。

陈国财是一名参加过

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

兵。被他视为珍宝的纪念勋

章，因为几次搬家的缘故，

只剩下四枚，分别为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

战 70 周年纪念章、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纪念章、三等功奖章等。

抚摸这些纪念章，陈国

财回忆起曾经的峥嵘岁月 ：

“当年打仗真苦，生活条件

很差，现在咱们的生活变化

太大了，吃得好住得好，但

是当年的苦日子我是怎么

也忘不掉的。”说到那段烽

火岁月，陈国财感慨不已。

陈国财 15 岁时参军，刚开

始在部队是一名通信兵。在

抗美援朝战场，他和战友负

责保护藏在山顶上的物资。

面对敌军的燃烧弹袭击，他

们舍命保护物资，三天三夜

的大火中，陈国财有幸存

活，而他身边不少战友则壮

烈牺牲。说到此处，老人红

了眼眶。

陈国财的外孙刘丛臻告

诉记者，小时候最喜欢和兄

弟姐妹们围在姥爷身边，听

他讲那些战斗故事。“那些无

私无畏的战士是我心目中的

英雄，为此，我们都非常崇拜

姥爷。”刘丛臻自豪地说。追

忆过去枪林弹雨的岁月，陈

国财老人说：“经常想到过

去，那些枪炮声好像就在耳

边。每次战斗都会有牺牲，但

我和战友们都不怕，既然选

择了这条道路，就一定要听

党的指挥，服从命令……”

从部队转业后，陈国财

被分到宝鸡市电力设备厂，

成了一名电工。工作中，他依

然保持军人作风，认真严谨，

对于偷奸耍滑的人，他会不

顾一切地严厉斥责。战争年

代，他勇于战斗、保家卫国，

诠释着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

情怀；和平时期，他不忘初

心、心怀感恩，在工作中坚守

原则，默默奉献。

刘丛臻说，老人党龄已

有 70 年，他浓厚的爱党爱

国之情始终影响着他身边

每个人。“每天下午，姥爷都

会带着一家人守在电视机

旁观看新闻联播，关心国家

的发展。”刘丛臻说，陈国财

对子孙后代的教育更多的

是爱党爱国、自力更生、珍

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努力做

对社会有用的人。如今，陈

国财的三子女都在平凡的

岗位上工作，脚踏实地地经

营着自己的生活。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传

统工艺剪纸都是红通通或者

五彩的颜色，但是，11 月 16

日，记者在我市非遗剪纸项

目传承人朱雪慧的家中看到

了不一样的“剪纸”。这些“剪

纸”作品虽然图案美观、细节

清晰，但却都是黑白色，宛如

剪纸的“黑白照片”一般。

朱雪慧笑着介绍道：“这

不算是剪纸作品，而是烟熏

剪纸样（见上图），是我的祖

母、母亲等老一辈剪纸艺人

留给我的宝贝，这些烟熏剪

纸样格外细致，体现的就是

剪纸手艺中的‘细’。其实，这

种‘细’不仅仅体现在剪纸作

品中，更影响、体现在我工作

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什么是“烟熏剪纸样”

呢？朱雪慧谈到，在过去

很长的岁月里，因为没有复

印机、照相机等东西可以用

来留存影像，剪纸艺人为了

能够互相交流手艺，也为了

把手艺传承下去，就会制作

烟熏剪纸样。看到谁家漂

亮的剪纸作品，或者准备

留存的作品，就会将其收集

起来，制作成烟熏剪纸样。

首先刷湿一块提前准备好

的平整木板，铺上麻纸或者

绵纸，把剪纸作品平整放在

绵纸上，拿来煤油灯，借助

煤油灯冒出来的烟，精细操

作、适当熏烤，便可成为“烟

熏剪纸样”。制作“烟熏剪纸

样”的过程本身也是对人的

细心、耐心和手艺的考验，

制作好的烟熏剪纸样，便可

以保存很长时间。

朱雪慧拿出其中几幅烟

熏剪纸样告诉记者：“这幅

烟熏纸样有荷花、荷叶，名为

‘和和美美’；这幅有鱼的名

为‘年年有鱼’……寓意都

很吉祥，它们都属于传统剪

纸，剪好以后贴在窗户格子

上。这都是母亲等老一辈艺

人传下来的图样，我自己制

作成烟熏样用来保存。”

谈及从小跟母亲学剪

纸的感受，朱雪慧说，剪纸

要求的就是细心、耐心，母

亲在这方面严格要求，如剪

纸人物的眉毛是弯的就不

能剪直，鸟儿身上的羽毛剪

出来要一样粗细等。这不仅

练就了朱雪慧在剪纸上的

精细，在生活中更是如此。

“我包出来的饺子、切出来

的菜，大小基本都是均匀

的。我曾经在一家工厂上

过班，磨出来的零件很是细

致，与其他组装件严丝合缝，

常受组装的师傅表扬……”

朱雪慧笑着回忆道。

精细、加倍精细，注意细

节，就是朱雪慧的母亲留下

的家风。从这些烟熏剪纸样

中，便可以领悟出老一辈民

间艺人的精细精神。作为非

遗传承人，朱雪慧还带了徒

弟，她对徒弟剪纸的第一要

求，也仍然是精细！

“母亲一直保存着一支

钢笔，那是从教近 40 年的

父亲留给我们的，据父亲当

年说，这是‘金尖’的钢笔

（见上图）。父亲把一生奉献

给了教育事业，留下的实物

不多，这支钢笔算是一个。

父亲留给我们最大的‘财

富’是认真、踏实、吃苦的精

神。”日前，在我市渭滨区教

体局工作的张誉对记者感

慨道。

张誉的父亲是已故老

教师张宝良。张宝良在我

市教育界颇有名望，曾在

渭滨区益门中学、市工读

学校、凤翔师范、宝鸡教育

学院等任教，承担小学教

师和幼儿园教师培训授课

工作，是众多教师的老师，

多次被市教育局评为优秀

教师。

“我们家两代人中有四

个教师，我的父亲、母亲，我

和我妹妹。”张誉说。因为成

长在教师家庭中，张誉从小

家教就十分严格。她回忆，

10 岁左右的时候，自己写

字很难看，坐姿不正，父亲

为了教育她，就把她的马尾

辫子和家里的灯绳拴在一

起，一旦低头写字超过正常

范围，辫子就会拉紧灯绳，

把灯拽亮，从而起到警醒的

作用。父亲还会让她趴着写

字、蹲着写字等，最后再坐

着写，让她自己体验、感悟

哪种写字姿势最舒服。

“父亲对我们不打不

骂，但是，他总能用妥善的

办法，让我们自己找到学

习、写字的方法。父亲和母

亲还经常言传身教、以身作

则，和我们一起读书、看报、

锻炼身体，一起规划学习和

玩耍的时间。”在张誉的印

象中，父亲还是一位特别乐

于助人的人。每年春节前

夕，村里人来家里看父亲写

春联，父亲乐呵呵地义务为

大家书写，经常还搭上红纸

和墨的钱。

张誉回忆，身边的人都

很尊敬父亲，无论老少都尊

敬地称呼父亲为“张老师”。

正是因为这种耳濡目染，当

父亲要她考师范院校，将来

也成为一名教师时，她欣然

答应。张誉说 ：“记得我刚

工作时，是在一所山村小

学，父亲来看我时，看到比

较艰苦的教学环境，他不断

鼓励我。”

“记得这支钢笔，是父

亲的学校作为奖励发给父

亲的，父亲说这是金尖的，

将来我和妹妹谁考上大学

就给谁。后来因为一些原

因，我和妹妹没有谁单独得

到它，而是作为父亲留给我

和妹妹共同的‘传家宝’。”

张誉笑着说，其实，后来才

知道，这支钢笔的笔尖是

“铱金”的，比普通钢笔值钱

些，但不是真金的，只是限

于当时人们的认知，以为铱

金就是金的。

虽然这支钢笔的笔尖

并非真金，但是，父亲留给

张誉她们的踏实、吃苦的精

神却比真金还真！

“祖母留下的这张刺绣

图样（见上图），其上有枣、

石榴、寿桃，寓意早生贵子、

多子多福、富贵长寿，这张

图样大概有 70 多年了，因

为频繁使用，看起来已经非

常‘苍老’了。”日前，凤翔刺

绣布艺传承人姚怀侠拿出

母亲结婚时作为陪嫁的刺

绣图样，向记者讲述了一家

三代人学艺传艺的故事。

今年 52 岁的姚怀侠出

生在凤翔郭店镇，手工刺绣

作为当地的非遗文化，一针

一线无不浸透着精湛的工

艺和美好吉祥的寓意。“母

亲今年 83 岁了，她还没结

婚时，就跟着祖母学习刺

绣，我从小也耳濡目染爱上

了刺绣，没事时就拿起绣花

针，学习母亲的样子，绣点

小花或者小动物。”姚怀侠

说，刺绣讲究剪、缝、绣、叠、

镶等技法，不仅耗费时间

长，工艺也比较复杂，必须

得静下心来，认真做好每一

个步骤。

姚怀侠的母亲虽然已

经年过八旬，可是依然手不

抖、眼不花，还经常指导女

儿关于针法的运用。谈及祖

母留下的刺绣图样，姚怀侠

回忆 ：“母亲讲祖母画这张

图样时格外认真，生怕画坏

了。刺绣也一定要一针一线

紧紧实实、仔仔细细地缝，

不能马虎，不能偷懒，这样

才能绣出美丽的图案，而我

们做人也应该像刺绣一样，

要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不能投机取巧，这样才

能获得成功，也能得到别人

的尊重。”

前些年，姚怀侠在母亲

的指导帮助下，和两位艺人

花费一年时间共同绣出一

个 1.8 米高的公鸡，这个看

起来硕大且栩栩如生的大

公鸡，色彩丰满，寓意吉祥，

引来众多民俗爱好者观赏

和点赞，还被县文化馆作为

精品民俗工艺收藏。

如今，姚怀侠在凤翔六

营村开办了“雍布凡绣庄”，

教授爱好刺绣工艺的人们

共同学习刺绣。在祖母、母

亲认真学艺守艺的态度影

响下，姚怀侠做刺绣踏实认

真，刺绣作品多次获奖，受

到刺绣爱好者的喜爱。精益

求精做刺绣、勤恳踏实做人

做事，是这个刺绣家庭的朴

素家风。

编者按 ：老兵的纪念章、爸爸的“金尖”钢
笔、用烟熏出来的剪纸样子……家庭中那些有
特殊意义的物品看似普通，却隐藏着动人的故

事。本期，我们继续探寻家庭中的特殊物件，听
物件主人讲述背后的故事，以及借助物品所传
承的好家风。

老兵的四枚纪念章
本报记者 罗琴

母亲的一沓剪纸样
本报记者 麻雪

父亲的一支老钢笔
本报记者 麻雪

祖母的一张刺绣图
本报记者 罗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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