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层叠飘逸的裙摆、婀娜纤
细的身形、清秀细腻的面庞
……这些“仙气十足”的仕女面
塑形态各异、神情不一，有的灵
动活泼，有的闲适慵懒。

面塑，俗称“捏面人”。小
小的一块面团，经过面塑匠人
的巧手，变成了一件件活灵活
现、造型各样的人像作品。

王玓出生于1948年，从小
喜欢绘画，是街边小人书摊位
的常客。“我尤为喜欢临摹里面
的仕女图，这是我学生时期一
直坚持的爱好。”王玓说。

30多岁时，王玓不甘于仅
在纸上描摹古典仕女图，渐渐
地喜欢上了面塑的立体表现形
式。在天津医学院（现为天津
医科大学）从事人体绘画和模
型制作的她，很快便领悟了制
作面塑的诀窍。

她开始从中国古典传说、
名著、神话故事中寻找灵感。

“面塑多以精细小巧见长，在手
掌之上便可摆放一台戏。”王玓
把鹊桥相会等桥段，以面塑形
式展现出来。

此外，她还通过参观展览
向各类面塑匠人取经。“头天晚

上在电视里看到北京有面塑
展，第二天马上乘车去看，能看
一次面塑展特别开心。”

1988年，在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原主席冯骥才的鼓励
下，王玓在天津艺术博物馆举
办了一场个人面塑艺术展。“没
想到很多艺术专家给予我的作
品一致好评，这给了我很大
的信心。”2007年，王玓凭
借《八仙过海》面塑作品
获得第八届中国民间
文艺山花奖·民间工
艺美术作品奖。

“我喜欢创作积
极乐观、闲适温馨的
作品，让自己内心保
持愉悦的同时，也
给观赏者送去一份
快乐和安宁。”她说。

记者看到，王玓
在制作面塑时，先要
备齐小麦粉、糯米粉、
颜料以及各种辅料，然
后开始长达两至三小时
的揉面过程。“面团颜色、
弹性稍微没达到标准，就要
重和一遍。”

只见她揪出一块拇指大小

的面团，在手中几经捏、搓、揉，
再从桌上摆放的十几种工具中
取出一把尖头塑料小刀，灵巧
地点、刻出面塑人物头部的下
颚、鼻梁、眼眶的轮廓，再用手
搓出如丝般的睫毛、如芝麻大
小的眼球后，通过镊子仔细地
粘在相应部位。

“我会在脑海中一遍遍想
象人物的神情和状态，在面团
上反复试验，直至满意为止。”
王玓说，塑造作品《往事如烟》
时，为了准确拿捏主人公的面
部表情，她不停重复点刻、抹
平，历经几十次才塑造成功。

人像的头部完成后，王玓
又捏出人像身形进行黏合，通
过切、划、挑等手法，一条条地
做出衣纹的褶皱感。“有的服饰
需要展现出里外两三层的效
果，不仅要在颜色上有所递进
和区分，还要将纹理方向把握
得当。”王玓说。

近年
来，王玓塑造
出一批具有少数
民族特色、异域风情、民
国经典、古典风格的人像面塑
作品，场景形式多样，服饰颜色
绚烂，配件花样繁多。

王玓告诉记者，每一个作
品就是一个故事，每个人物都
有自己的灵魂。她的面塑技艺
不仅获得国内认可，更在国际
上崭露头角。

“这么多年来，我出国30
多次，走访过20多个国家和地
区，传播我们中国传统面塑文
化，受到很多外国人的喜爱。”
王玓说。

2000 年，王玓前往美国
得克萨斯州期间，接触到了一
千多名美国大学和中小学的
学生。“孩子们看到面塑很新
奇，热情很高涨，围着我跟着
学，有的看不到还使劲往里
挤。”

“也有不少喜欢面塑艺
术的外国人给我发邮件，希
望来中国找我学习面塑技
艺。”王玓说，“面塑不仅是一
门艺术，更是一种传承，它来
源于生活，是我们民族文化自
信的一种表达形式。能够学
习、继承、传播面塑技艺，我与
有荣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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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玓的面塑作品。王玓在制作面塑。（图片均由王玓提供）

7月18日，“平叙草书”侯
和平书法展在古元美术馆开
展，一百余幅草书精品将集中
展现侯和平草书“墨舞神飞”的
风采。

在18日展览开幕式现场
见到65岁的侯和平，他一身中
式对襟红衫，身材精瘦，很难想
象文质彬彬的他曾是“上马击
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军人。据

了解，侯和平军旅生涯35载，
从未放下墨笔，“‘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是描写边关军营
情景的唐诗，这种军人独有的
情怀可以和草书联系起来，我
逐渐喜爱上了草书。”侯和平
说。

侯和平书法风格鲜明，笔
走龙蛇，满纸银钩，正合了“道
有所悟，法便明，明则易入，入
则易化，化则可以任用自由”之
意。

他与珠海结缘已久。在珠
海举办书法展，是他一直以来
的愿望。

“1972年，南海舰队来河
南征兵，我就是奔着南海去的，
结果没当成海军当了陆军，和
南海擦肩而过。从那以后我心
里就有了一个梦，直到六十多
岁了，我还是想着南海舰队，也

想着珠海。”谈起青年时的梦
想，侯和平脸上仍有遗憾。

侯和平坦言，珠海的浪漫
与自由深深吸引了自己，草书
讲求“纵逸豪放、任意挥洒”，这
与珠海的城市气质不谋而合。

“我想来感受古元先生的灵气，
感受古元美术馆的大气磅礴。
我相信，此次珠海展览将给我
灵气、给我智慧，为我插上腾飞
的翅膀。”侯和平说。

侯和平最初师从魏碑，后
又转身帖学流派，走出了一条
碑帖结合的草书之路，同时十
分注重古今传承，从《草书势》
到《古诗四帖》，从《祭侄文稿》
到《醉翁亭记》，他将自己对古
代大师书法的感悟尽数吸纳，
化作墨韵，恣意泼洒，笔落风
雨。

练书不悟其道，则为字匠，
悟于道而不能力诸书法实践，
其道也不能在书法中得到体
现。侯和平临帖、练字，数十载
从不间断。“我练了半辈子书
法，始终觉得自己一直还在路
上，到现在我还是在仰望草
书。”侯和平说。

文/本报记者 郭秀玉
实习生 陆楚颖

图/本报记者 朱 习

“到现在我还是在仰望草书”
——访书法家侯和平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 实习
生陆楚颖报道：18日，“平叙草
书”侯和平书法展在古元美术馆
开展。侯和平擅长草书，书风古
拙散淡、自然天成、奇趣佳构，作
品曾13次入围中国书协大展、2
次入围中国书法兰亭奖。

本次书法展由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河南大学、珠海市古元
美术馆、珠海市书法家协会共同
主办，共展出侯和平草书作品一
百余幅，展览至28日结束。

开幕仪式上，侯和平将新作
《珠海赋》赠与古元美术馆，该作
品描绘了对珠海的向往之情，全
长4.1米，是草书长卷佳作。书
法界人士表示，此次展览给大家
提供了切磋交流的机会，也实现
了侯和平亲近大海、感悟瀚海墨
魄的愿望。

我市举办
“平叙草书”
侯和平书法展

人物简介
侯和平，中国书协会员、河南省

书协第五届草书专业委员会秘书
长，作品入展中国书协书法大展13
次，其中作品入展第二届、第三届书
法兰亭奖。

本报讯 记者廖明山 苑世敏 实习生陈颖芊报
道：18日下午，珠海电视台联合崇峰壹号院共同举
办的“崇峰杯”ZHTV第九届青少年钢琴大赛举行
了启动仪式。在比赛中表现优异的选手将有机会
在9月3日举办的珠海“郎朗见面会”上与著名钢琴
家郎朗同台演出。

本次比赛将分6场初赛、两场决赛进行。大赛将
为参赛选手提供专业的评审团，专业的录制和高端的
平台，让孩子们体验可贵的成长，为选手带来充实的
收获。

启动仪式上，往届青少年钢琴大赛的优秀选手到
场鼓劲并带来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获得第八届
青少年钢琴大赛E组金奖的选手邓珮彤带来钢琴独
奏《即兴幻想曲》，虽然她眼睛看不到光，但对生活的
热爱却透过如歌的琴声传递出来，感染着每一位聆听
者。另外，阿卡贝拉人声合唱《我爱你中国》、马克家
音乐工作室带来的非洲鼓表演等，也给观众带来精彩
的视听感受。

ZHTV青少年钢琴大赛是珠海电视台的品牌
项目，至今已成功举办8届。历经16年，大赛始终
坚持大力推行青少年素质教育，倡导新时代积极正
能量，彰显老品牌、新形态、大平台、强资源的品牌
力量。

ZHTV第九届青少年钢琴大赛启动

优秀选手将与郎朗同台演出

ZHTV青少年钢琴大赛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赵梓 摄

7月18日，观众在参观展览。
近日，为纪念达芬奇逝世 500 周年，“达芬奇 IN

成都”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对公众开放。此次展览
采用了全球先进的新媒体视听数字技术，带领观众走
进达·芬奇的世界。

新华社发

走进“达芬奇IN成都”
光影艺术体验展

侯和平书法展现场。

王玓的面塑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