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8日 星期五

编辑：钟雪凌 E-mail：ncdzzxl@163 .com

9月10日中午12点，在鄄城县
彭楼镇中学任教的谢新建，放了学
回到家中，简单和家人打过招呼
后，便走进西屋，忙活自己的“宝
贝”去了。

谢家砖塑第五代传承人，是50

岁的谢新建的另一个身份。西屋里
雕刻台上摆放的狮子、马、人物等
造型的“宝贝”，就是他制作的砖
塑。

清朝光绪年间，谢氏家族就在
制作砖塑了，并以此为生。谢家砖
塑以普通胶泥为制作原料，主要有
戏曲砖塑和花鸟砖塑两种，花鸟砖
塑题材多样，手法朴实率真。戏曲
雕砖内容非常丰富，人物造型和情
景表现形式种类繁多，神态栩栩如
生。

到20世纪70年代，谢新建的爷
爷和父亲那两代砖塑发展得最兴
旺。当时家里的土窑每天都烧着，
一窑能出300-400件砖塑，很多买
家到家里拉货，一套能卖30元。

他从小耳濡目染，跟着爷爷和
父亲一起做砖窑，学习砖塑捏塑手
法和图案艺术，十几岁就可以独立
制作出惟妙惟肖的砖塑作品。直到
20世纪80年代后期，平顶房和楼房
兴起，用砖塑的越来越少，最后砖
塑生意无法再维持家里生计，就放
下了。后来，他上学考学，1994年
大学毕业，成为一名教师。

2008年，谢家砖塑申请成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留的优质
砖塑作品收藏在中国鲁锦博物馆
里。2012年，彭楼镇政府为传承和
发展砖塑文化，与谢新建沟通，希
望他能传承这一文化。经过思量
后，谢新建决定重拾砖塑手艺，在
老院里新建了直径 2米多的圆形
窑，还专门聘请了烧窑的人。

“虽然砖塑现在市场有限，但
也不能让老手艺断档。”谢新建

说，砖塑制作手艺复杂，很费时间
和精力。由于现在原料胶泥并不好
找，所以他一有时间就四处找胶
泥，储存起来备用。

“储存的胶泥大多都晾干了，
用之前需要提前一晚用水浸泡，泡
到变成粉末状为止，然后像和面一
样揉软，揉到干湿适中，泥面光滑
才可以。之后将胶泥捏成人物或动
物形状，用柏树木制笔画出细节花
纹，画完后放置阴凉处晾干。”谢
新建说，等砖塑里外晾干后，再放

到窑里烧12-13个小时，最后呈青
砖色的砖塑作品便制作完成。“我
们都是晚上烧窑，为把握火候得用
木头烧才行，还要一直有人守着，
非常辛苦。”

谢新建说，制作一件砖塑，至
少需要两天，除去教课，一有时间
他就投入到砖塑制作中，现在基本
上“两耳不闻窗外事”。“要做就
得用心做，做到精致、写实、有神
韵。”谢新建说，虽说现在市场大
不如从前，但还是有不少客户上门

找他定制砖塑作品。
2018年，谢新建被评定为省级

非遗传承人，相较于商品价格，他
更看重砖塑的文化价值。“平常节
假日里，有不少相关专业的大学生
到我这里观摩学习手艺，看到他们
对 手 艺 感 兴 趣 ， 我 心 里 挺 高 兴

的。”谢新建说，他的儿子今年26

岁，在上海工作，放假回了家，就
会跟着他学习砖塑制作手艺。他希
望儿子能挑起传承砖塑手艺的重
担。

农村大众报记者 张婷
通许员 房正

三十年后，他重拾砖塑手艺
作为谢家第五代传承人，谢新建希望扩大砖塑的文化价值

谢新建制作的砖塑作品。

谢新建家屋脊上的砖塑。

谢新建的空闲时间，都放在砖塑上了。

农村大众报临沭讯 （通讯员
王裕栓）“由于积水较深，天又黑了，
水流还特别急，我先将一岁多的孩
子给抱上岸，然后又一趟趟地将大
人给送到安全地带。”说起一个多月
前的事，陈学章很平静。

陈学章，临沭县石门镇陈官庄
村人，8月14日晚，受强降雨影响，
石门镇降水量暴增，上游河水需要

进行泄洪，陈学章开车从老家去农
场抢救自己的物品。当车开到陈官
庄村西旅游路附近时，听到有喊救
命的声音。他打开车灯，看到前方有
人和车辆被困在水中。陈学章什么
都没有考虑，停下车就急忙去救人。

据了解，被困水中的何先生，
当晚一家五口从老家回临沭县城，
从老家出发的时候还未下雨，也不

知道上游正在泄洪，走到陈官庄村
旅游路时，被湍急的洪水冲到了低
洼处。一家人趁着没有被水淹没之
前，都爬上了车顶。幸亏路过的陈
学章发现，将他们救出。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抢救，何先
生一家五口被安全救出。陈学章接
着联系陈官庄村村民来帮忙拉车，
待人员、车辆全部脱困后，才再次
出发去抢救自己农场的物资。

谈到自己农场的物资时，他
说：“那些东西与人命相比很渺
小，哪能为了那点东西就见死不
救。”

暂缓抢救自家农场物资

洪水中，他选择先救陌生人

农村大众报滨州讯 （通讯员
胡德民）日前，滨州市公安局派驻
滨城区三河湖镇的第一书记于洋和
他的同事们按照建设标准，依次将
衣柜、学习桌、床、床头橱、椅子
等家具，以及风扇、床单、被子、
枕 头 等 生 活 用 品 搬 入 “ 希 望 小
屋”，小女孩张灵宝直接拎包入
住，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学习园
地、生活空间。

今年13岁的张灵宝家住三河湖
镇高湾村，父亲张玉明患白血病已
经10多年，仅每年的维持治疗费用
就得2万多元，她的姐姐张翠珠是

江西财经大学的在读大学生，84岁
的奶奶年老体弱，孱弱的母亲一个
人照看着6亩农田，一家5口的日子
过得非常紧巴。

也正因为如此，当张灵宝这间
洁净整齐的“希望小屋”建成时，
邻居和家人都不敢相信破乱不堪的
家里能打造出这么一个让孩子安心
学习的地方。父亲张玉明清楚地记
得，小屋初建成刚刚铺上地板时，
女儿都舍不得穿鞋进去。

“这孩子聪明懂事，比一般家
庭 的 孩 子 早 熟 ， 学 习 成 绩 也 很
好。”当看到张灵宝推开屋门时脸

上掩饰不住的惊喜时，于洋和他的
同事们既欣慰又心酸。

“小屋建成后，镇团委和爱心志
愿者们还结对跟踪陪伴，帮助解决
成长和学习中的困难、问题，助力良
好习惯养成和自立能力提高。”三河
湖镇团委书记李翠翠说。

“希望小屋”是2020年共青团
山东省委、山东省青年联合会共同
发起的儿童关爱项目，针对经济困
难家庭无独立居住和学习环境的8

至14岁儿童，依托原有住房，打造独
立空间，配备床、书桌等必要家居和
学习生活用品建成“希望小屋”。张
灵宝是当地“希望小屋”的首批援助
对象之一。目前，三河湖镇团委已在
在高湾、前尹、石家等8个村建成了
首批8个“希望小屋”。

困境女孩张灵宝有了安心学习的“希望小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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