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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

非遗传承人

本报讯 随着天气转冷，集中供热进入倒计
时，供暖成为近期群众关心的最迫切的问题。为
让群众度过一个温暖的冬天，近日，岚县城乡环卫
和市政服务中心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扎实高
效推进冬季供热各项准备工作，为做好城区供热
保障奠定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岚县将做好冬季供热保障工作作
为一项重要民生工程，提早谋划，以推进“冬病夏
治”、统筹管网更新改造、分析研判能源供应、畅通
投诉渠道为抓手，扎实推进冬季供热保障工作。
目前，该县今冬供暖各项准备工作有序推进，各供
暖企业供暖前注水试压等准备工作已就绪，确保
正常供暖如期进行。同时，该中心及时公布监督
电话及集中供热、投诉电话等方便群众咨询、监
督，并建立供热投诉快速处置机制。

针对城区部分片区供热设施老旧、管网铺设
不合理不科学的现象，该中心严格督导集中供热
企业落实供热保障主体责任，全面排查供热设施
隐患问题，集中力量开展管网检修工作，聘请专家
团队逐户探访、实地勘测，对县城区域 19 个供热
效果不佳片区制定了“一片一策”改造方案，结合
老旧小区改造、向阳路升级改造项目统筹实施，预
计投资一千余万元，对龙山街制杆厂宿舍、坡上村
王八沟、工行宿舍老旧等片区进行了管网改造，铺
设管道 4560余米，其余片区正在有序推进中。

结合“冬病夏治”工作要求，该中心坚持“早发
现、早研究、早排除、早解决”原则，利用夏秋季供
热间歇期有利时段，全面梳理上一供暖季居民集
中反映的供热问题，督促民宜供热有限公司和丰
达源通热力有限公司两户供热企业对辖区内全部
供热设施、设备及管网等供热系统进行全面检
修。目前，4 台燃煤锅炉、5 台备用天然气锅炉及
43座换热站已全部检修完毕，动态燃煤储备一万
五千余吨，确保冬季供热质量，提升居民满意
度。同时，预计投资三千余万元在县经开区新建
一处备用应急热源点，承载普明村及经开区 50万
平方米供热，工程正在有序推进中。“目前，我县冬
季供热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我们将继续
与各部门密切配合，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
全力以赴做好供热保障工作，力争让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温暖、舒适的冬天。”该县城乡环卫和市政
服务中心主任路成表示。

（李泥平）

“面塑俗称面花、捏面人，是用面粉、
糯米粉等为原料，调成不同色彩，用手和
简单工具，制作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或
动物形象的传统民俗艺术，其特点是颜
色丰富、造型优美，体积较小、便于携带，
材料便宜，制作成本比较低廉，是珍贵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国人联系情感的
一种纽带。”日前，有“面人王”之称的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塑传承人、吕梁市
工艺美术大师、孝义市面塑协会会长王
钟高兴地对笔者说。

王钟今年 56 岁，做过矿工、凉菜师
傅，当过孝义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膳食
股副股长，因从小受母亲言传身教，对
面塑情有独钟。20 岁那年，他不满足自
家祖辈们的手口相传，不断外出向老艺
人拜师请教学习交流，并一鼓作气创办
了自己的面塑工作室。先后制作出鱼戏
莲、手拉手、石榴蹦仔欢乐家、西游取经
等作品，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
这些作品多次在省市以及全国面塑大赛
中荣获金奖、银奖。

孝义的面塑技艺历史悠久，作品五
彩斑斓，争奇斗艳，多是寄托民众对美好
生活向往及祈求一年五谷丰登厚望的作
品。在孝义，每当人们婚丧嫁娶、逢年过
节、满月、生日做寿时，村村社社身怀绝
技的巧妇用面塑造形态各异的人物、动
物、花草之类。在上面点红缀绿，摆在桌
上，或供天奉地，或祭祀故人。“从传承的
谱系来说，原来我记忆里都是农村老太
太、妇女们来做，过节日我母亲每次也做
花馍，我就帮大人做。如今，很多老人不
在了，有些技艺确实失传了。所以对我

而 言 ，一 是 研 究 ，二 是 挖 掘 ，三 就 是 传
承。”王钟对面塑传承一直坚定不移。

今年是甲辰龙年，王钟创作了多组
以龙为题材的面塑，其中制作的“双龙戏
珠”作品活灵活现，整个形体气势非凡，
金龙身姿飘逸、龙口怒张，身上的龙鳞和
犄角很好地体现了龙的特征，一展指尖
上的年味。

“双龙戏珠”虽然是很简单的 4个字，
但要把龙的气势神态体现在一件面塑作
品当中还是挺难的。捏面塑是个细活，
拿手搓、揉，剩下就是捏。捏这么一副作
品，还是非常考验功夫的。难度在于如
何把龙的神韵表现出来、龙身做得形象
生动、姿势做得活灵活现、四肢做得有
力，特别是眼睛要做得有神，必须要把龙
的气势神态做出来。“我现在创作时，首
先会选好主题，然后大脑中再想象一下
主题里面还需要有什么元素，同时极尽
所能地挖掘古老的民间意义，然后再与
新时代文化融合到一起，从而来衬托整
个作品的完美。”王钟说。

捏好面塑作品模样，还要进行醒馍，
醒馍就是防止馍上笼蒸以后出现迸裂。
醒馍后到蒸馍环节，还要讲究一个火候，
火候一开始不能旺，不然容易出现裂缝
儿，文火到一定程度，旺火再蒸，大约四
五十分钟馍基本就熟了。蒸熟的馍下屉
后，还要进行上色，有了色彩的衬托，作
品才能完美。“为了做好这些工序，我除
了向前辈们讨教，便抽出所有闲暇时间
反复做试验，直到完全掌握了每一个关
键环节。”王钟说。

在圈内，王钟以面塑技巧纯熟、刻画
细腻、敷色华丽、结构准确、制作过程干净
利落，尤其擅长塑造动物著称。在每年的
孝义年俗文化活动期间，他都要为三皇
庙、贾家庄、天福广场等多个地方提供节
日面塑作品。2015年他参加中央电视台

“乡村大世界”制作，2016年参加“高手在
民间”栏目，2017年参与电视制作《咱俩邻
居不好惹》，同年 4月参加陕西子州第二
届子推文化节全国面花大赛获团队组织

奖和个人优秀奖，当年 10月应邀参加欧
洲（荷兰海牙）传播面塑非遗文化活动，受
到中国大使馆和国际友人一致好评。

非遗文化是国之瑰宝，需要人去弘
扬、去传承。为了让孝义面塑发扬光大，
王钟筹备了一个面塑协会，注册了工作
室，设计了展览馆，开辟了学习基地，还
有交流平台，2020年培训面塑爱好者 100
多人。这几年他除编写了两本教材，还
多次组织协会会员走出去开展非遗文化
进社区、进校园活动，参加省内外非遗大
赛，先后获得“全国金手指面花大赛”金
奖、“华夏名家榜全国美术大赛”优秀奖
等多项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王钟不仅是面塑高
手，更是剪纸达人，在孝义人眼中，他是
个“艺术家”。眼下，他不仅面塑出了名，
而且还是山西省民间剪纸协会会员，他
的剪纸作品形态各异，风格独特。争奇
斗艳的团花、张牙舞爪的龙、凌空飞翔的
凤……令人眼花缭乱。

王钟：

巧手捏面塑巧手捏面塑 指尖传非遗指尖传非遗
□ 李竹华 武竹青

魅力吕梁魅力吕梁
精彩故事精彩故事

走基层 讲故事

岚县扎实推进

供热保障工作

精美的面塑作品

本报讯 近日，笔者获悉 70岁的山西
工艺美术大师杨延平正在制作山西万荣
楼木雕作品《梦牵万荣飞云楼》。

在我省运城的万荣县内，有一座原汁
原味、富丽精巧的纯木结构楼阁，“以高则
数十仞，以围则九宫八卦”“北带汾流，南
襟孤峰，西跨龙门，东瞻后稷”“上接云衢，
下临无地，层檐叠角，如革而如飞，画栋雕
梁，晖月而映星”，这就是人称“中华第一
木楼”的飞云楼，与晋北的应县木塔并称
为三晋大地上的“南楼北塔”。

古往今来,飞云楼一直受到广大游人
和建筑学者的称赞。飞云楼和它所在的
万荣东岳庙究竟始建于何时，历史文献
上没有记载现已无从得知。据说，早在
唐代贞观年间（公元 627-649年），就已经
有了飞云楼和东岳庙。在元、明清时期，
人们曾对飞云楼和东岳庙进行过多次维
修和重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飞云楼则
是乾隆十一年 (公元 1746 年)重建后的遗
物。飞云楼外观三层，还有两个暗层，实
为五层，通高 23.15 米。全楼有 32 个翼
角，山花向外，造型独特、美观，似这种形

态的我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物，还有北京
故宫的角楼等。

杨延平老师制作的飞云楼门栏清晰
可见，斗拱做工精细。木雕制作流程经过
选材、备料、下线、加工、组装、装饰等多道
工序，计划三年完成。木雕外观古朴典
雅，内部结构严谨，层次分明，极为美观，

表现了中国传统古建筑的艺术风格。
杨延平为方山县文化局退休人员，

2012 年 12 月荣获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称号，木雕《大武观音楼》在 2019 年第四
届山西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获得“神
工杯”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

（闫吉平）

方山七旬木雕师计划三年制作飞云楼模型

杨延平正在制作飞云楼模型

王钟和他的面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