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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红指开门收徒

张晓燕

打破的是什么？
文化
观察
WE N  H U A  G U A N  C H A

本报讯 近日，“云鼎杯”工艺美术

文创设计大赛在南京举办，我市扶风县

社火脸谱代表性传承人马亚峰创作的创

意构想作品《十二生肖马勺脸谱挂表》，

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大赛

银奖。

本次大赛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

大赛共评出金奖 5 名、银奖 10 名、铜奖 25

名。据了解，此次获奖作品《十二生肖马勺

脸谱挂表》以手工绘制的十二生肖马勺脸

谱为时辰，以日常生活用表针为载体，作

品外框为方形，里面的表盘为圆形，寓天

圆地方、天地人和之意。表盘周围为纯手

工绘制的十二个生肖脸谱及其全身图案，

分别代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十二时辰。

马亚峰是宝鸡市工艺美术协会会

员、陕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从事社

火马勺脸谱制作 20 余年，其作品多次获

国内大奖。            本报记者 于虹

宝鸡马勺脸谱全国获奖
本报讯 11 月 13 日，2019 年陕西

省文化惠民演出在商洛市举行，宝鸡市

戏曲剧院为商洛市民带去了经典剧目

《墙头记》《人间真情》。

我省文化惠民演出由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财政厅主办，市戏曲剧院作为承担

我市演出任务的单位之一，从今年5月以

来，已演出200余场次，观众超5万人次。

《墙头记》以孝老敬亲为主题，由市

戏曲剧院田学林指导。主要讲述善良勤

劳的张木匠年老体衰，但两个儿子都不

赡养父亲，相互推诿，以至逼老人骑在

墙头左右不得下。张木匠的老友王银匠

利用两个儿子贪财的本性，谎称张木匠

暗藏了许多银子以防老。两个儿子争相

把张木匠带回自家侍养，老人去世后，

两儿子得知银子在墙里，拼命刨墙，最

终被压在倒塌的墙下，受到应有的惩

罚。该剧是宝鸡市戏曲剧院今年推出的

第二部大戏。

《人间真情》通过任好善拾金不昧的

高贵品质和关少晖收养遗弃老人的人间

真情，以及由此引起的婚姻纠葛，来呼唤

雷锋精神，揭示真善美良性循环的哲理。

在当天的演出中，我市戏曲剧院演

职人员的精彩演技，受到商洛市民的欢

迎。据悉，本次演出将持续三天。
本报记者 于虹

我市经典剧目商洛演出受欢迎

11月11日上午，在全国都有很大名气的陕西省工艺美术
大师、宝鸡泥塑艺人卫红指开门收徒了！

这个十年前在西安办泥塑个展时坚决不让观众拍照，生怕
手艺被人学走的卫红指；这个一心只想塑好他的艺术品，几乎
不问市场的卫红指；这个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中农村人的
生活，通过一块块泥巴复活了的卫红指，竟然郑重其事地举行

收徒仪式！当17岁的少年吴建磊单膝跪地，给他敬上一杯热
气腾腾的拜师茶，在几位宝鸡民间工艺大师见证下行拜师大礼
时，这个纯朴的农民艺术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圈发红，几
乎要流泪了。

从担心手艺被人学走到主动开门收徒，这其中的心路历程
究竟打破了民间艺人怎样的心理底线？记者决定一探究竟。

11 月 12 日早上，记者来到高新

区千河镇魏家崖村卫红指的家。在两

大片茂密的翠竹掩映之中，卫红指的

农家小院显得格外宁静，今年刚过 45

岁的卫红指正在给新收的徒弟吴建磊

教授调泥、捏泥的基本功。院门外的草

地上是他塑的十八罗汉，曾经漂洋过

海参加过不少展览。小院的水泥墙

上，他做出来的水泥浮雕“老农、

农家女子”等活灵活现。

当记者问及他开门收徒一事时，

他说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收徒弟，他

当年只是跟着父亲卫秋让学了一些泥

塑基本功，因为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

悉，观察的角度又很独特，所以才走上

了这条路。卫红指的父亲常说，手艺人

就是靠手艺养家糊口，把门背后的那

点绝活都教给外人，徒弟会了，师傅就

只有饿死了。所以，当年他们爷俩到外

地布展，绝对不让观众拍照片，卫秋让

说这些人拍了照，回他家里坐炕上就

把这些捏出来了。

后来，随着思想越来越开明，展览

上有人拍照，他们也不再阻拦，那些人只

是因为喜欢卫红指夸张、有趣、烟火气十

足的泥塑作品，即就是让他们照着捏，也

未必能捏出这些作品的灵性。不是人人

天生都是艺术家！所以，也不必人人都

防着。以前保守，是为了以艺谋生，现在

农村人的生活越来越好，老艺人卫秋让

对儿子的期待也从靠泥塑养家糊口，转

变到期望他的艺术水平越来越高、艺术

造诣更上一层楼这个方面。老人说，有些

捏法、技巧，总不能只装在心里。

“如果有人愿意吃这个苦，我肯定

愿意从和泥、使用工具、造型等方面，

手把手给他教。”卫红指笑着说。他人

生第一次开门收徒，打破了他们两代

人绝技不外传的禁忌，这在业内都成

了一个大新闻。

2019 年 7 月 4 日，“西府泥塑奇

人——卫红指泥塑艺术展”在位于西

府老街东门的西府展览馆开展，38 件

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精美亮相。几乎

所有人都不断拍照发朋友圈，每个人

对他精湛的技艺都赞不绝口，那时候

卫红指还没有收徒的想法，但是实情

是并没有人表示过要跟他学艺。

卫红指说：“这些年，泥塑这个行

当不太景气，青年人都奔着钱去了，能

吃下苦耐住寂寞学泥塑的人几乎没有

了。所以想教也没人学。”

以前师傅不想教，现在是只有

“粉丝”捧场，没有人愿意学艺！这

是如今民间艺人共同面临的一个尴

尬事。年轻人急功近利的心态，是他

们招徒难的主要因素。不少年轻人

学习某个特长，都是为了找一种快

捷途径挣钱。

凤翔泥塑是民间工艺品，它可以批

量生产，成本低，老百姓买来放在家里也

好看。但是卫红指的泥塑是艺术品，一件

和一件不一样，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一次

和一次捏出来的人物神态都不一样。因

此，泥塑艺术对从业者有极高的艺术修养

及积累要求，学习门槛高，学习过程漫长、

艰辛，往往是爱好者多，有志从事者少。

“啥事都讲个缘分，这次是缘分到

了。”卫红指疼爱地看着满脸稚气的吴

建磊，高兴地说：“这娃从言谈举止上

看，心里很静，不浮躁，只要认认真真

学，将来能成气候。”

在吴建磊之前，跟着卫红指学习

泥塑的是他的侄子卫照金。这是民间

艺人历来“手艺传内不传外”的传统，

手艺可以教给自己的子女亲戚，外人

来请教，只给说一两嘴，绝技绝对不外

传。这次开门招了一个外姓徒弟，行内

人都说泥塑奇才卫红指的心胸一下子

开阔了、敞亮了。卫秋让老人高兴地看

着儿子：“要是能招几十个徒弟，也不

枉红指一身本事。”

教会徒弟就会饿死师傅以艺谋生

终遇良徒 急功近利的人难成大器

尊师重礼  拜师之前先学做人
开门收徒，与社会

上办美术学习班、大学开办雕塑系是

不一样的，那些只是系统学习美术功

底和造型规则。当年卫红指以“陕西

十大怪”系列泥塑走红西安，曾想过

去美术学院学习，但是当时中央美院

一位看过他展览的教授却反对他去

美院，说那是“学院派”，会禁锢他的

思想。他捏出来的是纯粹来自关中乡

间、土得掉渣的艺术品，那才是真正

打动人心并深入人灵魂的因素，艺术

来源于生活，就要沉在乡土生活中，

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美术班教的是技法，收徒弟就带

有传承的意思，师傅的一切都会教给

徒弟，包括绝技，更包括做人。

三十年前，卫红指从人生三件事

开始他的泥塑事业，农村结婚、办满

月、出殡，这些场面被他捏得出神入

化，麦客、收种、串亲戚，一个个人物

或高兴或谦恭或敦厚，咋看咋传神。

这些年他还为全国八个省的纪念馆

捏了全场景主题泥塑，比如河北的

“百团大战”、山西的刘胡兰等，捏啥

像啥，每件泥塑都神形俱佳、气场十

足。而且，找他创作的人最后都敬重

他的为人并和他成了好朋友，这完全

就是他的人品赢得了人心。卫红指善

良、朴实、憨厚，所以他此次能开门收

徒，也是看好 17 岁的吴建磊有良好

的家教和踏实的性格。

“学艺先学做人，尊师为先，学艺为

重，在师父的教诲下，踏实学艺，才能把

关中泥塑艺术发扬光大。”吴建磊的父

亲吴民很注重培养儿子的品德修养。吴

民是宝鸡著名的崖柏根雕艺术家，也是

一位民间工艺大师。他说，拜师当天，他

要求儿子必须按照传统艺人收徒的规

矩行跪拜大礼，这不仅仅是跪师傅，更

是对艺术的崇敬。当时，卫红指感动得

红了眼圈，在场见证的几位宝鸡民间工

艺大师也都流下了眼泪。

到底是民间传统的礼仪过时了，还

是这些守着民间传统礼仪的人守旧？

卫秋让老人从事了大半辈子民间工艺，

他说过去民间艺人做耍活赚钱养家，从

来没想过要个社会地位或者要让别人

怎么尊重。他今年 72岁了，还没有见过

这样严肃认真的拜师场面，古人那句话

说得就是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民间的一些好传统，比如规矩礼仪,尊

敬师长孝敬父母，这些是应该一代一代

遵守并传承的。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卫红指不时叫

吴建磊给各位客人添茶倒水。开门收徒

传承技艺，同时传承的还有关中人接人

待物为人处事的礼仪和规矩。

卫红指对吴建磊说：“大胆想大胆

捏，把心里最想要的情景捏出来，然后

要从我的作品之中寻找你自己内心的

表达方式，这就是创新。”

一对师徒，在初冬的暖阳中开始传

授和学习，乡土气息浓郁的卫红指泥塑

艺术品，后继有人了。

卫红指给徒弟吴建磊讲泥塑造型

卫红指的泥塑作品夸张、有趣、

烟火气十足。

卫红指，陕西省工艺美术大师，宝鸡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民俗泥塑”代表性传承人，民间工艺
美术家，宝鸡市工艺美术协会会员。获得“宝鸡市拔
尖人才”称号。

卫红指自小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学习绘画入
手，主攻泥塑艺术，成长为一名陕西泥塑奇才。在陕
西、山西、甘肃、福建等省雕塑的历史人物、现代人
物肖像以及中国西部风情等作品神情各异、形态逼

真，作品深受海内外艺术家青睐和高度赞誉。
他技艺精湛，却始终没有收徒。11月 11 日，

他在宝鸡正式开门收徒，17 岁的吴建磊成为他的
第一个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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