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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刘述亮先生荣获中国收藏家协
会扑克“中国扑克收藏百家”称号。

2003年,刘述亮在工作之余到北京游览，在天
坛附近的地摊上看到有出售“北京风光”和“故宫
风情”扑克牌，共 30多副，立刻被其丰富的文化内
涵吸引，从此对扑克牌收藏产生了兴趣。

在 20多年的扑克牌收藏中，他从《北京风光》
《故宫风情》系列起步，逐步拓展到红色经典、国学
经典、生肖特色、书画典册、酒与酒器、旅游风光、
虎牌经典、四大名著、外牌典册等 10多个门类，收
藏总量达 6000余副。

2016 年，刘述亮荣获“中国优秀扑克牌收藏
馆”及“中国杰出扑克牌收藏家”荣誉称号，并被山
西省收藏家协会扑克牌专委会聘请为“顾问”。

2013 年，山西省收藏家协会酒器专委会成
立，藏友们推荐刘述亮任专委会主任，他积极筹备

《山西省现代酒器精品欣赏》扑克牌的制作，内容
涵盖精品酒器图片、规格说明及收藏者介绍，共印
制 3000余副。作为专委会成立的文化纪念品，该
扑克牌以独特形式宣传了山西酒器文化，在全国
酒器、扑克牌收藏界广受好评。

2018 年，刘述亮在李维刚的指导下，自筹资
金与中国扑克牌收藏委员会共同制作了《旗袍之
美》专题长版扑克，这在全国尚属首类。该扑克牌
极大地宣传了中国非遗旗袍文化，填补了旗袍主
题在中国扑克牌文化的空白。

《古镇碛口》扑克牌由刘述亮于 2019 年联系
本村企业家刘元忠先生制作，主牌采用摄影家刘
奋爱的作品，一套包含 10副扑克牌。此套扑克牌
作为世界第四次古村镇大会纪念品，在北京“中国
扑克牌收藏馆”举办了首发式，是全国旅游扑克的精品。

《北武当山》扑克牌是 2020 年刘述亮和外甥高宏武自筹资金
制作的，采用摄影家刘和平的摄影作品，由北武当山研究专家王守
宁先生担任顾问，共印制 10000 副，成为方山县的县级文化宣传
品，取得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1996 年，山西省收藏家协会给刘述亮的家庭收藏馆授牌“博
雅堂艺术馆”。 （闫吉平）

青砖黛瓦浸斜阳，银剪红
纸诉沧桑。近日，在孝义老城
南稍门完成保护性修缮与现
代化升级之际，省级非遗传承
人、山西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常
务理事冯美英，以精湛剪纸技
艺创作《孝义老城南稍门》，为
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遗产保
护成果献上艺术贺礼。

孝义老城历史悠久，始建
于北魏太和十七年，3.5 平方
公里的城池宛如一部厚重的
历史典籍。隋唐驼队的铃声、
宋元战场的战鼓、明清商道的
幡影，都在砖石间凝结成不灭
的记忆。尽管往昔“商贾辐
辏，车马喧阗”的繁华已去，
但老城至今仍跳动着历史的
脉搏。2023年，凭借深厚文化
底蕴，孝义老城入选山西省首
批民间资本推介项目。建设
团队秉持“修旧如旧”理念，
让 护 城 河 重 现 “ 碧 水 绕 城
廓”的诗意，南稍门作为古城
南 大 门 ，也 在 修 缮 中 重 焕 生
机，成为孝义传承城市文脉、
激活文化精神的标志性符号。

冯美英与剪纸艺术的不
解之缘，始于祖母油灯下跃动
的花鸟剪影。在剪纸大师侯
丕烈、郭润芝的悉心指导下，
她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巧
妙 融 合 ，开 创 出 独 具 个 人 特
色的艺术语言。其作品在各
大展赛中屡获殊荣：1999 年，

《揭盖头一组》在建国 50 周年

全 国 剪 纸 展 斩 获 银 奖 ；2000
年 ，凭 借《福 禄 寿 喜》摘 得 跨
世 纪 全 国 剪 纸 展 银 奖 ，她 本
人也获评“中国德艺双馨”称
号。自 1999年起，冯美英走进
校园开设剪纸社团，7 年时间
共培养 2000余名学员，让非遗
技艺在青春血脉中薪火相传、
焕发新生。

为 创 作《孝 义 老 城 南 稍
门》剪纸作品，冯美英怀着对
历史与艺术的敬畏之心，多次
深入南稍门实地考察。她驻
足在古老的城门前，仰头凝视
飞檐斗拱的精妙构造，俯身细
究砖石上的雕花刻纹，用手中
的笔和相机，将南稍门的每一
处 细 节 都 深 深 烙 印 在 脑 海
中。经过数月构思，她以剪刀
为笔、红纸为墨，用利落刀法
和灵动线条，将南稍门古朴庄
重的风貌生动展现。这幅高
1.05 米、宽 47 厘米的作品，不
仅是对南稍门新生的祝福，更
成为孝义古城保护开发的珍
贵艺术档案。

“剪纸是活态的历史，是
指尖上的乡愁。”冯美英感慨
道 。 未 来 ，她 将 继 续 扎 根 乡
土，以纸为舟、以剪为桨，在传
统 与 现 代 的 碰 撞 交 融 中 ，创
作出更多承载文化基因的剪
纸 作 品 ，让 孝 义 剪 纸 这 朵 非
遗 艺 术 之 花 ，在 新 时 代 的 文
化沃土上绽放出更加绚烂夺
目的光彩。

剪纸传古韵 匠心映古城
——冯美英剪纸献礼孝义南稍门新生

□ 文/图 李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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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文化惠民曲
——文水县丽彬文化园小记

□ 本报记者 梁瑜

近年来，丽彬文化园精彩的活动引
来源源不断的人流，不仅丰富了大家的
精神文化生活，还进一步弘扬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市民们纷纷称赞。

文化惠民新举措

文水丽彬文化园自成立以来，坚持
文化润人，创意创新，充分发挥主观能动
性，实施多向度工作举措，在文化惠民、
服务群众等方面展现新作为，彰显新担
当。

今年春节期间，文水丽彬文化园的
永葆丽美术馆，别具一格的“大汉风华”
画像砖拓印展吸引来众多参观者的目
光，一幅幅拓印作品仿佛诉说着历史的
故事，让市民们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感
受到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丽彬科学中
心内，非遗手工制作活动同样引人注目，
市民们亲自动手体验，在实践中感受非
遗文化的魅力；民俗博物馆内，丰富的民
俗展品展示着文水的历史变迁和民俗风
情，让人们在参观中对家乡文化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文化园持续推进文化创新，创建公
益课堂，邀请文水文化界人士走上讲堂，
围绕传统文化、文化传承等主题开展宣
讲，内容涵盖文学、医学、书画等多个领
域，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举办书法励志学子公益活动，赠送
书法作品 500余幅；积极倡导志愿者服务
行 动 ，踊 跃 参 与 义 诊 、义 演 、非 遗 讲 解
……丽彬文化园充分发挥文化主体作
用，打造基层文化服务平台，推动文化惠
民更有“力度”和“温度”。

文化传承见实效

以武则天文化为代表，文水县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文物资源丰富多样。文
水丽彬文化馆团结文水当地文史专家，
专门建设武则天珍贵史料收集中心，已
完成武则天出版物收集达 120余种，碑文
等 80余篇，唐以前文物收藏上升至 60余
件，还建有女皇圣迹图库一座。创作《女
皇省亲》历史剧。

文化园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在深
入挖掘武则天历史资料的基础上，还深入
挖掘整理文水历史人文史料 5万余字，并
分类编辑史料《全唐诗里的文水人》《成语
典故里的文水人》《清廉文水系列人物篇》
等九编，结集成册，通过专门制作宣传推
广，阅读量超 6万人次。编辑出版《壁画
彩绘》图书，填补了当地古建壁画文字资
料的空白；参与编校《怡情集》，为研究子
夏山区风土人情提供了珍贵素材。

2024年，文化园承担省政协《山西地
域文化通览·吕梁卷》文水部分的资料收
集与撰写工作，撰写《卫绾及其儒家思
想》《狄青的军事才能》等史料文章 18
篇。同时还参与《一眼看千年：地上文物
看山西》丛书相关工作，撰写文物解说词
等。还组织撰写论文、积极投稿，在《文
史月刊》发表《子夏山隐堂洞子夏石室隋
代摩崖石刻略考》等多篇文章。

丽彬文化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文化园将在文化产业、主题活动、非
遗体验的基础上，努力形成文化产品的
开发与延伸，以高层次非遗文化传承研
究为主线，力争打造成为非遗文化园区
标杆项目、文化产业园区典型代表。

近日，在山西徐特立高级职
业中学 2025 年“一技在手 一生
无忧”职业教育活动周中，设置有
工业机器人、电子电路装调、电机
操作、汽车维修、建筑设计制图、
工程测量、园林微景观设计、口腔
护理、会计点钞、烹饪、绘画、非遗
传承、电商直播等职业教育展示
体验项目，邀请附近三所中小学
开展研学体验打卡活动，中小学
生通过参观体验职业技能操作，
近距离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增
强对职业的理解和认知。

冯增清 摄

近日，文水县博物馆举行了“快速变化社会中的博物馆未来”主题宣传活动，活动设立“博物馆人如是
说”“文创新看点”“青年志愿者讲解”“新媒体新视角”等特色环节，围绕馆内文物讲述历史故事，让观众感
受文化历史魅力。图为在传统技艺体验区，手工画扇面项目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记者 刘子璇 摄

手工画扇手工画扇

感受职业教育魅力感受职业教育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