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正式揭晓，中国石雕艺术大

师、惠安石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

人吴德强创作的石雕作品《同心协

力》上榜“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

品”，为福建省再添一朵“山花”。

“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

整个地球。”受阿基米德这句话启

发，吴德强将写实手法和写意精

神相结合，将作品呈现出“劳动最

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

劳动最美丽”的艺术效果。

“我当学徒时就看到不少惠安

女在矿山撬石头，那个场景至今念

念不忘。2019年，我获得‘福建省五

一劳动奖章’，当时就想创作一件

和劳动有关的作品，第一时间想到

了惠安女和惠安石雕这个题材。

《同心协力》通过塑造两位惠安女

劳动合作的场景，突出惠安女勤劳

朴实、积极乐观的品质，弘扬工匠

精神与创新精神。”吴德强说。

传统石雕有了现代雕塑面貌
在“中国石雕之都”惠安崇武

长大的吴德强，从小就被石雕技

艺的独特魅力所吸引，从艺后坚

持以民间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

1986年，他师从闽南石雕名匠

蒋智锦学习石雕工艺，经过 3年多

磨炼，逐渐熟悉了各种雕刻工具的

应用，对艺术主题、材料选择、雕刻

手法、人物比例和图纸设计也有了

自己的见解。“我平时爱琢磨，对传

统石雕的浮雕、镂空雕和圆雕等技

艺特别感兴趣，还痴迷于石雕艺术

创作设计。”吴德强说。

著名雕塑家洪世清对吴德强

的指点，称得上是其从艺生涯的重

要转折。“洪老师擅长国画、版画、

雕刻、书法，是艺术大师黄宾虹、潘

天寿、刘海粟的学生。他当时在崇

武海边创作岩雕，我协助做过一些

作品。他追求时空和天然的魄力，

尤其是‘三分之一工艺，三分之一

天然，三分之一时空’的创作方式

使我深受启迪。”吴德强说。

2000 年，中国《雕塑》杂志社

与惠安县合作举办首届中国雕刻

艺术节，全国各大美术学院的雕

塑家与当地雕刻工匠一起交流，

让吴德强开阔了眼界。“自此，我

所擅长的传统石雕有了现代雕塑

更清晰的面貌，整体水平有了大

幅提升。”他说。

借助艺术作品展示信仰之美
从大众中来到大众中去，吴

德强的创作特别接地气。“我扎根

民间，从生我养我的闽南大地上

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中挖掘艺

术题材，提炼出有血有肉、生动感

人的艺术形象，诠释我对惠安人

的热爱与感激之情。”

在创作中，吴德强坚持传承

与创新相结合，一方面积极借鉴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技艺，从古代

建筑园林、佛教造像和摩崖石刻

中汲取营养，从泥塑、面塑、剪纸

等民俗艺术中寻找灵感；另一方

面努力在思想、理念、手法上开拓

创新，积极向学院派的写实主义

学习，接受国外抽象雕塑等现代

艺术熏陶，渐渐形成了有个性的

艺术风格。

“要全面吸收古今中外的

雕塑艺术精华，把传统与现代

有机结合。鉴于此，我与《雕塑》

杂志社合作，承办了 2019、2020

两届‘丰盈韵·全国高校毕业生雕

塑创作营’，目的就是加快传统石

雕与学院派艺术融合，互相取长

补短，带动惠安雕塑发展。”吴德

强深有感触地说，新时代为艺术

创作带来了非常好的发展机遇，

艺术家要善于借助艺术作品展示

信仰之美、崇高之美，讲好中国故

事，美化人们生活。

打造福建文化标识体系
《同心协力》喜摘“山花”大

奖，是福建省加快实施文艺作品

质量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围绕“出精品、出人

才”的目标，省文联团结引领广大

文艺工作者潜心创新创造，不断

提高闽派文艺精品创作的精神高

度、文化内涵、艺术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中国民

间文艺山花奖评选，杨明石雕作

品《牧归映晚霞》、张建奎石雕作

品《星火燎原———长征之路》、张

红萍木雕作品《盛世敦煌》（组

件）、林建军木雕作品《前进》和陈

忠牙雕作品《十八罗汉》也成功入

围终评，在全国排名前列。

“我省民间工艺作品蝉联和

入围‘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

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彰显了福建

传统工艺创作的实力，树立了福

建作为工艺强省的良好形象，打

造了具有福建特色的福建文化标

识体系。”福建民间文艺家协会相

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我们将以此获奖为

契机，聚焦创作生产更多优秀的

闽派文艺作品，推动‘福文化’资

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打造

一批具有福建标识的精品力作，

用心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福

建故事。”省文联相关负责人说。

（来源：东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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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承

海峡两岸
八闽风光

中国石雕艺术大师吴德强：

□树红霞

台湾“吃货”大陆创业记：

□林波

台式烤肠、澎湖湾烧烤鱼板、大溪豆干、

台湾红茶……3 月 8 日，在位于浙江省宁波

市海曙区的梁家院内，梁宸郡正在准备“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茶话会上充满家乡味的

小吃。

台商二代、台青、台湾媳妇……在梁宸郡

的身上，有很多“标签”，但她更喜欢台湾女性

创业者的定位，“我的父亲于2002年从台湾到

大陆创业，主要从事制造业领域，在他的支持

下，我也跟随他的步伐来到大陆创业。”

老一辈人的创业拼搏精神深深影响着

梁宸郡，也为她创业奠定了基础和经验。

2007 年，在父亲的鼓励下，梁宸郡来到

大陆。

“来到大陆后，先‘玩’了一年。”在这一

年时间里，梁宸郡的足迹遍布大陆各地，“主

要是到各地看看，了解天南海北的文化，感

受不同地方的生活气息。”

作为一名“吃货”，梁宸郡在大学时就读

的是室内设计和餐饮管理专业，为此在大陆

的创业方向，她选择了餐饮业，“毕竟吃，我

是专业的。”

有了创业方向后，那么，将哪些台湾美

食“搬”到大陆？

台湾美食品种众多，梁宸郡陷入了“选

择困难”。

“原本想将台湾牛肉面作为种子选手。”

梁宸郡笑着告诉记者，但在市场调查后，她

发现台湾牛肉面在宁波并没有很强的竞争

力，“因为宁波当地有奉化牛肉面、象山海鲜

面、仓桥面结面等各大特色派系。”

基于市场调查和综合评判，梁宸郡最终

决定选择“台菜”作为创业的突破口，创立了

“梁家院”户外烧烤和台式私房菜，“我们走

街串巷发现，当地台菜市场还是一片空白，

于是决定将台味通过私厨和户外烧烤的模

式推向市场。”

“希望以色香味俱全及用心的料理来温

暖我们的胃，不仅将台味丰富化，更增加料

理的创意，提高美食的精致度，调理出一道

道令人惊艳的好味道。”梁宸郡如是说。

以台式烤肠为例，作为众所周知的台湾

小吃，梁宸郡通过创新将其推向了更广的市

场。

“我们台湾南部的口感和苏杭一带很

像，菜品中带着一些甜味。”作为梁家院的一

大主打特色菜，在梁宸郡的研发下，台式烤

肠成为预定最多的菜品之一，“很多台湾的

朋友想念家乡时，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吃烤

肠、聊家常。”

如今，梁家院的烤肠也带着家乡味，通

过便捷的物流网络飞往了各地。

除了原汁原味的台菜外，梁宸郡还将甬

菜与台菜融合，推出创新菜，“希望结合当地

人的口感推陈出新，推出两种菜系结合的新

菜。”

舌尖上品味的不仅仅是美食，也是“登

陆”台胞的家乡味，更是两岸相融的血脉情。

在梁家院，记者注意到，其大厅陈列了

很多贵州黔西南的特色产品。

“黔西南具有较好的蔬果产品。”通过实地

考察，梁宸郡引入黔西南蔬果，将其作为菜品

原材料端上餐桌，“黔西南常年气候温热，非常

适合种植蔬菜和水果，也希望通过我们微薄

的力量，让更多人了解黔西南产品。”

在梁家院，梁宸郡认识了一群爱吃爱生

活的朋友，他们在这里相识相知，一起打拼

未来。

“创业路上，还需要稳扎稳打。”在梁宸

郡看来，越来越多的台青们正融入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潮中，共享大陆发展机遇，

“如今台湾女性力量‘登陆’创业已是常态，

我也希望在这股创业创新的风口下，书写自

己的故事。” （来源：中国新闻网）

三月，你好
□万初升

三月 /是洒落在上下杭的春阳 /写就的诗 /明媚和煦

三月 /是荡漾在星安桥的春风 /作成的词 /顾盼生辉

三月 /是攀沿在老会馆墙头繁花 /妆点的画 /姹紫嫣红

三月 /是流淌在三捷河潺潺碧波 /谱成的曲 /灵动飘逸

图摄于福州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

（来源：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