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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金陵社区音乐快闪颂党恩
本报讯  5月 19日上午，一

场音乐主题“快闪”活动在金台区

东仁新城上演。150多名广场舞

爱好者、社区居民同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用音乐“快闪”的形式庆祝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这次主题快闪由中山东路街

道党工委主办，金陵社区、宝鸡市

操排舞协会承办，宝鸡市快乐口

琴队协办。当天上午9时，口琴声

响起，独唱歌手领唱：“唱支山歌

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

着歌声，百余名广场舞爱好者迈

开精神抖擞的舞步，社区工作人

员、周边围观群众也纷纷加入唱

歌舞蹈的海洋。最终，广场上的居

民群众和表演者一起唱响《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见上图）。
悠扬的音乐、深情的歌声、鲜

红的党旗、缤纷的服装……广场

上一片欢乐气氛，快闪活动持续

了40分钟。金陵社区居民杨大妈

说：“快闪形式有趣，社区居民可

以自由参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

庆祝党的华诞。”  本报记者 张琼

书画与陶瓷的

本报记者 于虹

跨界融合
民间不乏卧虎藏龙之辈，扶风县午井镇午井村的魏庚虎算是其中一位。作为陕西

“名人文化瓷”的开创者，魏庚虎将陕西名人书画作品“嫁接”到景德镇瓷器上，把书画与

陶瓷“捏”在一起，实现瓷器产品与书画艺术完美结合，并创作了自己的品牌“长安魏窑”，

成为陕西大地上盛开的一朵奇葩。著名作家贾平凹评价他 ：“庚虎是能人，装裱、木刻、

烧瓷，又制琴。在西安城里折腾着、出名着。”“市井坊间有一个叫魏庚虎的高人，他烧的陶

艺，有别于我们平日认识的陶瓷，进入了文化、艺术的范畴。”高建群这样评价他。

勇敢跨界 
开创新领域

魏庚虎为何让陕西的

众多名家对他青睐有加？

他的瓷器又有怎样的魅

力？近日，带着这样的疑

问，在扶风县午井镇午井村

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记者见

到了刚从咸阳搬家回来的

魏庚虎。

推开铁门，映入眼帘

的是院子里正在盛开的鲜

花，两侧则是制作车间 ；沿

着楼梯上了二楼，仿佛进入

陶瓷世界，杯、碗、盏、壶琳

琅满目。好客的魏庚虎指着

屋子里的瓷器热情地招呼：

“你随便看！”

说起为何走上工艺美术

这条路，魏庚虎陷入了沉思。

出生于扶风的魏庚虎

自幼对碑文、碑帖耳濡目

染，并逐渐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1979 年，他进了西

安一家国营缝纫机厂当工

人，因为心灵手巧，喜欢写

写画画，在厂里成了有名

气的“能人”，也是因为自

己的“不安分”才让他最终

决定走出工厂，随着兴趣

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并

且乐此不疲。

他所说的喜欢干的事

情，就是走上工艺美术这条

路。当时陕西从事装裱字画

的人还寥寥无几，他觉得这

是个手艺活，还能贴补家

用，于是他选择了从事字画

装裱，他先后到郑州、济南

投师学艺，一边学习一边自

己实践。

一年之后，魏庚虎举

办了尚属陕西首次的个人

装裱艺术展，61 位书画名

家的 106 幅参展作品，空前

的盛况让他在书画装裱行

业声名鹊起。对艺术的敬畏

感和责任心，加上人品好、

手艺好，让他收获“长安第

一裱”荣誉的同时，也获得

了文化圈的认可。

当所有人都认为他会

在字画装裱行业一直干下

去时，21 世纪初，他把所

有资金都拿出，准备南下学

习制瓷，一个完全陌生的

领域，一个从没接触过的

行业，所有人都劝他，这样

风险太大，可是他却下定

决心要在瓷器上面干出点

名堂。 

“干一行，爱一行，精

一行”的魏庚虎，举重若轻

地在这些看似不相关联的

行业里游刃有余。“艺术

其实都是相通的，只不过

我对于这一点或许理解得

比别人透彻，也就能够顺

畅地过渡过来。”魏庚虎坦

承，“手艺行当，做好一件

事情，后面的问题也就迎

刃而解了，这辈子我就是

个匠人。”

创办瓷器作坊，不仅

仅是为了谋生，它寄托着

魏庚虎的精神和抱负。尽

管他谦逊地将魏窑的缘起

归结于兴趣爱好使然，只

是“觉得在陶瓷上写字画

画有意思”。然而，这一举

动却为陕西的书画家搭建

了一个平台，构建了一个

创作实验的场所。

试验千百回 
成就新时尚 

从 2000 年南下景德

镇，把一个小陶瓷厂搬回

来开始，魏庚虎和他的长

安魏窑在涅槃中寻求着

曙光。从泥土到造型，

从上釉到烧制，看似

简单的瓷器，却有

72 道工序、上千道

程序。

刚开始，对于

青花绘画掌握不

好，墨汁颜料画上

去，颜料耐不了高

温，300 度 的 火 一

烧就不见了。几十名

书画家的创作，一瞬

间就烧煳了。烧煳、烧

裂、烧炸是常见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

坚持从源头开始，细化工

序，并对入窑的各个器型

反复多次检查，确定入窑

时没有任何细微裂口，同

时坚持烧窑期间不休息，

亲自监看，做到心中有数。

就这样，烧一窑不成功，再

烧一窑还是失败了，一窑

一窑地摸索，一回一回地

沉淀。

几 经 淬 炼 后，历 经

二十多年的摸索，从配料

到配色，长安魏窑的瓷器

日臻成熟。“陕西名人文化

瓷”问世，北方粗犷大气的

美术、书法，也终于得以展

映在陶瓷上面，更是受到

市场的好评。

20 年间，魏窑烧制的

产品高达 300 多窑次，成品

成千上万，从杯到钵到盏，

从盘到瓶到壶，他总尝试

着用不同的沙土烧制不同

的器型。他的厂子也是他

的家中，大大小小的各种

藏品应有尽有，可谓家大

业大。

多年来，魏庚虎先后

搬过 6 次家，每次搬家都

要花费大量时间整理，打

包，搬运。这次从咸阳搬

回扶风老家，他整整搬了

几个月。每次都会有人问

他，为什么不花钱置地。

他总说，他的钱要花在烧

窑上，花在钟爱的工艺美

术事业上。

如今，魏庚虎在陕西

文化圈可谓有一席之地，

但对于自己的身份，魏庚

虎始终觉得自己是手艺

人，面对个性化、艺术化、

商业化进行排列时，他始

终将手艺排在最前面。如

今，他的长安魏窑仍然是

最原始作坊 ：两三个工人，

不去做大批量的生产。“人

多了就没有个性了”，魏庚

虎坚守着自己的理念，甚

至于魏窑里的瓷器似乎个

个都有魏庚虎的影子 ：棱

角分明，特立独行。

除了欣赏到魏庚虎的

作品外，记者也感受到了

他从内而外散发出的艺术

气息，一份恬静淡然散发

出来，让人忍不住想与他

静心交谈。

大学生为乡村绘制红色文化墙
本报讯 近日，西京学院 300

余名师生走进陈仓区新街镇郝家

庄村，在被誉为“画乡”的姚儿沟写

生基地开展写生活动。活动之余，

该校20余名学生义务为郝家庄村

绘制了红色文化墙（见右图），在为

乡村增色添彩的同时也起到了宣

传教育的效果。

姚儿沟位于宝鸡西部山区，为

山地丘陵地貌特征，村庄、农田、山

川、河流以及生活在这里的村民，构

成静谧的田园牧歌景致。西京学院

思想政治辅导员余腾飞说，姚儿沟

环境优美、民风淳朴，使写生活动得

以顺利开展，为表达感激之情，他们

组织学生为村上绘制了9面红色

文化墙，内容包括“庆祝建党100周

年”“学党史、知党情、感党恩”等，文

化墙上展现的不仅是画，更是学生

们助力乡村振兴、传播红色文化、坚

定理想信念、奉献青春激情的生动

实践。

据姚儿沟写生基地创办人杨

贵林介绍，1998年以来，姚儿沟美

景就吸引着全国各地的画家和西

安美术学院、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

学、宝鸡文理学院等高校艺术专业

师生前来写生，近年来，基地平均年

接待人数达2000人次。

  本报记者 祝嘉

整面墙上的瓷器是魏庚虎这些年创作的一小部分作品

瓷盘上的绘画作品

魏庚虎正在瓷坯上创作

瓷盏

书法写在瓷瓶上

西府

守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