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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年春节，我在网上买年货时，偶

然刷到有人在直播间里卖中国非遗产

品纸翻花，不禁大喜过望，毫不犹豫下

单买了一个。

收到纸翻花后，一有闲暇时间，我

就坐在温暖如春的阳台上，反复审视和

把玩，惹得身旁的小猫也好奇地伸爪试

探。喜悦里，许多跟纸翻花有关的往事

翩翩飞进脑海，少年时代里因纸翻花而

带来的清脆笑声也仿佛在耳边声声回

荡。

少年时代初次遇见纸翻

花，是元宵节时在临汝镇临

四大队业余剧团的唱戏剧

场里。那位儒雅可亲的老爷

爷的摊位上，摆满了形状各

异的纸翻花，有的像彩虹

桥，有的像石拱桥，更多的

是形形色色的绽放花朵，五

颜六色，姿态优美，栩栩如

生。看我直勾勾地盯着那些

纸翻花，老爷爷说：“这叫纸

翻花，能变换好多种造型

呢。”一边说着，一边随手拿

起一个纸翻花，变换各种花

型给我看，一会儿是一朵叫

不上名字的绚丽花朵，一会

儿又变成了一只展翅欲飞

的小鸟，一会儿是色彩绚丽

的彩虹桥。我被这神奇的变化深深吸

引，心中充满了惊喜和好奇，问清价钱

后，立即买了一个。

买了纸翻花后，我兴冲冲跑到了

看戏的座位上，照着卖翻纸花老爷爷

教给我的方法，变出了一个又一个美

不胜收的花型。身旁的小伙伴们露出

羡慕的目光，纷纷向我打听在哪个摊

位上买的，问家长们要了钱后，也雀跃

着去买。

自此，纸翻花成了我最好的伙伴

儿，陪伴着我度过了一段又一段美好

的时光。每当放学回家，我总会迫不及

待地拿出纸翻花，一个人静静地玩耍

到暮色四合。后来，我又将纸翻花带到

学校，课间时玩上一会儿，放学后再玩

一会。班级里，不只我一个人有纸翻

花，好几个女同学也有，我们常常在一

起交流纸翻花的玩法，议论这种好玩

的玩具是如何制造出来的。有一次，有

纸翻花的几个女同学提议举行一场纸

翻花大赛，看谁翻出来的造型多。由于

平时玩得多，也可能买的纸翻花好，在

这次比赛中，我翻出来的造型最多，尤

其翻出来的花型最多最漂亮，惹得围

观的同学们纷纷叫好。我得意极了，少

年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喜悦。

后来，某一个星期天，我正专心致

志在院子中玩纸翻花时，突然起了一

阵狂风，把纸翻花吹折成了两半截。我

心疼极了，尝试用糨糊重新粘起来，可

无论如何都不能粘成功。看我极端失

落的样子，父母又给我了一些钱，让我

再去买一个。遗憾的是，我跑遍了小镇

的大小商店，都没有买到。此时，元宵

节已经结束，戏场里那些流动小商贩

早已经不见踪影，不知道来自哪里又

回归到哪里。无奈里，我盼望着第二年

春灯节唱戏时，会有外地的小商贩再

次来卖纸翻花，但这个愿望落空了。

日子是翩飞的落叶，岁月的流转

里，我跟纸翻花一别就是四十多年，却

没想到，这次居然在网上买到了我念念

不忘的纸翻花。

纸翻花的起源可追溯至清朝昌盛

时期，最初是作为祭祀和节庆活动的装

饰品而诞生的。据传，它由湖北天门市

郭氏家族在清康熙年间创立，被称为

“变花”“十八变”“十八翻”等。制作一个

完整的纸翻花总共要经过罩染等20多

道（手工）工序，需要用糨糊把百十来张

纸制成蜂窝形状的粘连纸张，而且上一

种颜色就要晾干一次，仅纸张的制作、

上色就要耗费四五天的时间。历经数百

年的传承与发展，纸翻花逐渐融入了更

多的艺术元素和技巧，从简单的民间手

工艺到受到宫廷的青睐，再到2014年被

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纸翻花见证了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与无尽魅力。

如今，纸翻花已不仅仅是一种玩

具，更是承载着历史与文化记忆的宝贵

遗产，是一种独特的非遗艺术形式和一

门古老的传统技艺，是中华民族古老的

艺术瑰宝之一，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再次遇见中国非遗纸翻花，让我

更加感受到了它的神奇之处和独特魅

力，为我们祖国能出这样的能工巧匠而

倍感骄傲和自豪。

七、龙泉夜月

《直隶汝州志》所载的《汝州八景诗·

龙泉夜月》这样写道：

清流澈底湛天光，皓月何分上下方。

倒影双丸寒耀彩，俯临十尺净含芒。

龙宫此夕宜浇酒，兔窟何人独捣霜。

特地乾坤新世界，一般都向镜中望。

汝州的龙泉寺是古代“汝州八景”之

一的“龙泉夜月”所在地，遗址就在今汝

州市温泉镇冯店村的西南。相传，古时

候曾有一条石龙头伸出地面，龙头后有

一股清泉，泉水晶莹，涟漪荡荡，流经一

片含翠欲滴的竹林，流入牛涧河。公元

1359年，有一禅师慕名远道而来，在此修

筑寺院，念佛修行，并把寺院取名为龙泉

寺。又说是因寺址在五龙山半腰，故取

名为龙泉寺。这五龙山也有一个传说，

说是上古时代，这里是一片穷乡僻壤，十

年九旱，寸草不生。玉皇大帝为了拯救

一方百姓，派了五条龙来此地降雨。可

那大雨直下了七七四十九天，旱象仍未

解除。那五条龙一气之下，落在地上，变

成了五个山头，在山腰间生出一口山泉。

因此，人们就称这座山为“五龙山”，称这

眼山泉为“龙泉”。为了感谢玉皇大帝的

大恩大德，还在山腰建了寺院，叫作“龙

泉寺”。后来，人们还在泉边砌砖垒石，

建成一个弧形大水池。池边遍植杨柳，

使这里成了一处风景旖旎的地方。特别

是在有月亮的夜晚，来这池边赏月，更是

一大享受：仰头看看天上的明月，再低首

望望水中的嫦娥，龙泉寺建筑的倒影映

在水中，既像龙宫，又像月宫；再听杨柳

在微风拂动下窃窃私语，又听寺院内钟

响磬鸣，怎不使人飘飘欲仙呢？

难怪元代汝州进士张政欣赏了龙泉

夜月后，禁不住挥笔写下了一首绝句，道

是：

汉主中兴天下归，龙泉涌出紫骝嘶。

一轮明月擎苍翠，万古团圆影不移。

当然，经过沧桑之变，如今的龙泉寺

也已经今非昔比了。岁月的脚步带走的

不只是一代代人的青春，还有大自然所

赐予的美。

八、妙水春耕

一般人们所指的“风景”，多是静态

的，或是准静态的。而古代汝州八景之一

的“妙水春耕”，却是一幅富有动态感的

画面。也就是说，它是由景物和人、畜共

同构成的活动画卷。请看看《汝州八景

诗·妙水春耕》的描绘吧：

瞻蒲望杏趁良辰，遥听声声叱犊频。

半水半山腴美地，一蓑一笠太平人。

课农花发犁争出，按部风清雉亦驯。

最是服畴关至计，红泥绿草绘图新。

好一幅“春耕图”啊！这幅图描绘的

是位于临汝镇境内的白云山脚下的古代

景象。因那里有一座寺院叫“妙水寺”，所

以叫作“妙水春耕”。妙水寺建于公元

1359年，它北枕白云(山)，南望崆峒，松

竹环绕，泉流内涌。据传，很久以前这里

十年九旱，河干井涸，人们无法生存。一

位叫作妙云的姑娘眼见爹娘饥饿而死，

便也跳崖自尽。她死后上天面见玉帝，

哭诉百姓不堪之状。玉帝深受感动，赐

她一枚神簪，回故乡为民造福。妙云姑

娘化作一朵白云，飘然回到故乡，下了

一场透雨后，又用神簪向地上一划，地

下就流出了一股清泉，四季不断流。她

又十分眷恋故乡，就倒下化作了一座

山。因此人们就把这架山叫作“白云

山”，把山下的清泉叫作“妙水泉”，还在

泉旁建了寺院，叫“妙水寺”。从此以后，

这里不再干旱，五谷丰登。每至春耕时

节，这里人欢马叫，一派繁忙景象，妙水

泉声淙淙如歌，寺内钟响袅袅不绝，真

是“画图难足”啊！元代汝州进士张政当

年来此游览后也欣然题道：

春满乾坤水满田，一犁耕尽雨和烟。

待看秋后黄云熟，共听民歌大有年!

如今，妙水寺已成为历史遗址。虽房

屋建筑犹存，却无了经声钟声木鱼声，泉

水也大不似从前。但这里每年的春耕季

节，那场景，那画面，还是十分美丽的，仍

不失为汝州一景。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汝州市王寨乡西边，有个小村儿叫“孙庄村”。“孙庄村”从

前又叫“火烧孙”。在汝州，知道“孙庄村”的人不多，提起“火烧

孙”，大人小孩都知道。

传说很多年前，孙庄西四里远有个村子叫郭店，村里有个

年轻人，爱走南闯北赶会卖东西。一天，他在北山赶会，遇一白

胡子老头。老头知道年轻人是郭店人，就要他往家捎封家信。年

轻人很奇怪：“我不知道您老的家在哪里呀？”白胡子老头儿笑

道，“你回家路过孙庄，看到村西南边有一棵大杨树，那就是我

家。树下有块大青石，你坐在青石上，闭上眼，用石头敲三下大

杨树，就会有人出来。”老翁边说边把信递给年轻人，就突然不

见了。

年轻人会罢摸黑往家赶，天快亮时，赶到了孙庄。大老远就

看见了大杨树，年轻人顾不上疲劳，就坐在大青石上，闭上眼，

用石头敲了三下大杨树。睁开眼一看，自己已站在一处大宅院

里，年轻人被迎进客厅，一个老头接见了他。年轻人呈上书信，

老头看罢信，高兴地说：“大当家的来信了。”随即，摆上了酒宴，

招待年轻人。吃饭时，年轻人内急，老头让家人引路去厕所。路

过一间房子时，只见屋内灯光通明，柱子上绑着一个年轻女子。

女子长得貌如天仙，奇怪的是胸前插着两只燃着的蜡烛，女子

的表情十分痛苦。年轻人看那女子，很像他表妹，可又怕认错人

闹笑话，就啥也没有说。

回家时，老头子送到大门口，客气地说：“你帮俺捎信儿，就是俺的朋友了，可

你今天在这儿见到的事，回去后千万不要对别人说。”说罢，老头儿让年轻人闭上

眼睛，过一会儿再睁眼，当年轻人再次睁开眼时，大宅院不见了，眼前还是那棵大

杨树，自己还坐在大青石上，年轻人揉了揉眼睛，摸了摸装满酒菜的肚皮，迷惑不

解地回家了。年轻人回到家，他娘告诉他，村西头的表妹，这几天也不知怎么了，

乳房上长了疮，疼得难受，家里已准备了后事。娘的话，使年轻人忽然醒悟过来。

他对娘说：“娘，您老放心，表妹的病包在我身上！”

当天夜里，年轻人又来到了大杨树下，坐在大青石上，闭上眼，又用石头敲了

三下大杨树，他一下子又站在了大宅院里。老头见了，高兴地往客厅里请。年轻人

婉言谢绝了，忙讲了回家后表妹病危的事。老头听罢，好大会儿不吭声，后来才自

言自语：“按理这事实在不好办，既是挨近亲戚，我就破次例吧！可这是我费了几

年的工夫，为大当家的选的儿媳妇呀！若放了，我到哪里再找这样的好媳妇呀！”

说来也怪，年轻人刚回到家，有人捎信说他表妹的病已好了。

三天后，年轻人外出赶会回来，他娘又对他说，他的堂妹也是两个乳房长疮，

找谁都没法治，母亲又让他去救堂妹。

当晚，年轻人又去见了老头。知其来意后，老头不情愿地说：“小伙子，念你捎

信的份上，我再成全你一次。你要好自为之，再遇上这种事儿，你就不要来了！”

年轻人回家后，母亲欢天喜地地告诉他堂妹的病已好了，家人正等着谢你

呢！

一月之后，村里另一姑娘又得了类似的怪病。吃药打针，折腾了好几天，没一

点儿起色。姑娘的父母哭得泪人一样，跪在小伙子面前，恳求救命。年轻人十分为

难，不去吧，良心不忍，去吧，老头儿有言在先。犹豫了大半天，只好硬着头皮又来

到了大杨树下。

老头儿见了年轻人，气不打一处来，恼怒地说：“你这孩子真不知天高地

厚，你啥也别说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都像你，何

年何月俺家才能娶上媳妇儿？”说罢，袖子一甩：“送客！”只见屋里蹿出两个家

丁，架上年轻人，狠命地一丢，只听“咕咚”一声，把他摔在了大青石上。

年轻人一瘸一拐地回到了村里。听了他的哭诉，村子里的人都恼了，一个老

人指挥着男女老少齐出动。拉的拉，背的背，挑的挑，往大杨树下运柴禾的队伍成

了一字长龙，不到一天，大杨树下的柴禾堆成了山。年轻人咬着牙划着了火柴，顿

时，大杨树周围成了一片火海。初开始，人们还听到了大杨树上传来的哭喊声呢。

后来，有人说，大杨树上原住的是一家狐仙，也有人说不是狐仙，是一群白兔

成了精。究竟是什么，多少年来，谁也说不清楚。可是奇怪的是，那场大火之后，周

围村里的年轻妇女们再也没有类似的怪病了。正是这场大火，使孙庄村的名字变

成了远近闻名的“火烧孙”了。据说，那

棵大杨树被大火烧后，树桩还立在那里

好多年。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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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给我推荐几款梅花玉

原石杯子……”近日，位于市区双

拥路的梅花玉汝石馆刚开门，便接

待了一位来自鲁山的客户，经过一

番仔细挑选后，客户买走了三套杯

子。

经营梅花玉汝石馆的馆主叫

张现林，原是平煤梨园矿的一名退

休干部。走进汝石馆内，一块通体

黑色的古陨石原石静静伫立着。十

多年前，它还是伏牛山深处一块沉

睡的顽石，如今，经过打理后，它已

成为价值不菲的艺术藏品。

自幼喜欢画画的张现林，对山

水情有独钟，特别喜欢上山、下河写

生。1996年的一天，至今让张现林

记忆犹新。当时，他在伏牛山写生，

无意间发现几块质地奇特的石灰

岩，回到家后，他仔细清洗石头，石

头焕发新生，令张现林爱不释手。

为了探寻汝石和伏牛山地区

陨石的遗迹，张现林翻阅大量史料

追根溯源，走过遗迹的每一寸土

地，发现挖掘好的奇石和古陨石标

本。2009年，借助互联网，张现林自

学在淘宝上开了一家“福星阁陨石

网店”，实现网上销售汝石原石和

古陨石标本，店铺生意红火，成交

量可观。至今，淘宝网店还在经营

中。2013年，张现林借助微信平台，

结交了五湖四海的藏友，也为后期

产品的销售奠定了稳固的人脉资

源。

馆内博古架上陈列着类别、大

小不一的石头，“这些石头是我 30

多年来的珍藏，一楼展厅有陨石、

汝石、梅花玉等艺术品，还有汝石

饰品、茶具等。二楼展厅有汝石夏

凉垫、汝石床垫等系列产品。”张现

林介绍着陈列的产品。

在发展汝石产业的道路上，张

现林一直遵循“以藏养藏”原则，好

的东西需要展示才可以发挥价值，

让有缘人来结缘。

在汝石馆的二楼展厅，“汝石”

有了现代诠释，“科技 +传统工艺”

的模式，让汝石价值更加生活化。

展示出来的汝石床垫和汝石家居

产品，让人眼前一亮。“我在老家寄

料镇有加工厂，把加工好的汝石毛

片经过几道工序，做成成品床垫、

坐垫、夏凉垫、眼罩等产品。”张现

林介绍说。

问及如何销售产品时，张现林

给出了答案：产品销售通过网络的

奇石圈、陨石圈，为家居健康类店

家代加工产品。他有 100多个微信

群，购买所售产品的大多数是回头

客。微信群里积累了不少人脉资

源，都是几十年的石头藏友。他们

使用后，口碑相传，吸引了有需求

的客户购买，产品销往各大城市及

台湾，出口到韩国等。

石头不会说话，但好的作品

能替它讲述千年的故事。张现林

说，汝石馆除了展品外，还有文化

展示，把涉及汝石的史料记载、遗

迹分布等，用图文结合的形式展

示出来。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我将

把汝石馆建设完善好的同时，铆足

干劲，尽最大能力在汝石深加工上

继续下功夫，借助外部力量，研发

生产更多汝石产品，用科技赋予汝

石多彩价值，让汝石产品服务大

众，走进大众生活。”谈及新一年打

算，张现林目标明确地说。宋盼盼

“这几天九峰山景区的游客络绎不绝，供电可不能掉以轻心，

负责景区供电的 10千伏寄新线需要进行特巡，景区内的线路也

需要再巡视一遍。双庙河台区下户线还要再排查，李店村用户装

修房子申请安装三相表。”近日，张武利在晨会上向所长汇报工作

后，立即催促班长下达任务工单。

43岁的张武利是市供电公司寄料中心供电所一名普通的供

电服务员工，负责寄料镇李店村、平王宋村 20个台区、1800多名

用户用电保障和 10千伏寄新线运行维护工作。

“1月 27日和 1月 31日的两场大雪让 10千伏寄新线杨西分

支线路一些线杆被雪压断的树木砸倒，虽然已经处理完了，但山

区温度低积雪化得慢，我还得上去看看线路运行情况。”上午 9

时，张武利已经走在还存有积雪的山路上。

10千伏寄新线长 20千米，共有 749基线杆，因为处于山区，

供电线路延伸很远，并且部分分支线路处于山上或山谷里，给检

修和维护带来很大不便。为了使这些延绵在山里的线路运行良

好，张武利不仅要对线路全面巡查，及时处理压在线路、线杆的树

障，还要重点检查线路杆塔稳固性及绝缘子状况，及时为线路清

除结冰，排查杆塔倾斜风险，对电杆进行加固，处理各种缺陷。

上午 11时，张武利完成 10千伏寄新线杨西分支线路巡视

后，又马不停蹄来到九峰山景区。九峰山景区是我市文旅主推的

旅游景点，“冰挂仙境”“冰雪玫瑰”观赏点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拍照

打卡。别人到景区是去欣赏风景，而张武利到景区是保障景点用

电安全稳定。

“这两台变压器大年初三当天出现故障断电，我打张师傅电

话，那么冷的天，他二话不说冒雪就过来了，很快就送上了电。”九

峰山景区内部负责用电人员王要政看到张武利后，连连感谢。

“景区有什么用电问题您只管给我打电话。”张武利熟练打开

工具包拿出红外测温仪、检修工具，开始设备和线路运行情况。

设备有无积雪、温度是否正常、导线有无松股断线、绝缘子有

无裂纹倾斜……张武利加大巡检频次，深入景区巡视，全面掌握

线路、供电设备的安全状况，对存在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整改消

除，20年的工作经验让张武利工作起来有条不紊。

中午 1点后，在山下一个公路口简单吃过一碗面条后，张武

利又匆匆赶到双庙河台区和李店村，帮助用户接上三相表，安装

表箱和墙单。处理完用户用电问题，已经是下午 4点 30分了。

“武利，家里电视正看着不亮了，你过来给看看吧。”下午 5

点，张武利接到八角沟村用户田强的电话。因为山路崎岖，汽车和摩托三轮都无法

到达，张武利只能背上工具步行上路。他走了近 2个小时，到现场一检查，原来是插

座的保险烧了。10分钟后，张武利处理好了故障，和村民打了声招呼，便又摸黑往回

赶。

晚上 9点，忙完一天的工作，张武利回到家后，妻子崔燕娜赶紧把饭端到了桌

上。“武利的电话称得上是很多老人的‘救助电话’，年前下大雪他去八角沟村给一

户老人家里修电，天黑路远，大雪封山，我不放心，带着儿子陪他一块儿去了，整整

走了 6里地，摔了好几跤。但他的工作是为了服务大家，我支持他。”

“乡亲们用电的事不分大小，能帮到就做到。”面对用户和同事的夸奖，张武利

总是这样谦虚地表示。

李晓伟 韩笑 马笑丹

刘善琦：化“腐朽”为神奇 让奇根奇石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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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现林：让汝石走进大众生活

“最近，我利用家里现有的崖柏，创

作打磨几个底座，为汝石作品配座

……”2月 12日，忙碌中的刘善琦介绍

说，春节期间，他在家中足不出户为部

分汝石配座的同时，还为 3月份参加焦

作市的崖柏根艺展做准备。

新年伊始，对刘善琦来说，也有了

新的奋斗目标。“前两天，焦作的一位朋

友来与我交流根艺奇石，我收获颇多，

对根艺和汝石的创作结合有了新的认

知，也更加坚定了我用崖柏根艺与汝石

完美搭配的创作目标。”刘善琦说。

田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刘善

琦的家里，他建造着属于自己的“世外

桃源”，这片“世外桃源”便是根艺。对于

根艺，刘善琦有着切身的感受，他说，

“刚接触根艺时，只是欣赏美，随着越玩

越深入，越玩越着迷，只要看到任何植

物的根，都会向要发掘其独特之处，并

结合传统工艺，随心性和见识，把根艺

做到极致。”

走进刘善琦的家里，只见大自然的

气息扑面而来，纵观整个客厅，每一个

角落都被各种各样的根艺与奇石装饰

着。“你看，这是我把崖柏与汝石创意结

合的作品———‘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

作品———‘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刘善琦介绍说。看着一组又一组

别出心栽的作品，让人无不称赞。

“20世纪 80年代，我在市文化馆

翻阅一本花木盆景杂志后，对盆景的兴

趣油然而发。自学种植盆景，对于没有

种活的树木不舍得丢掉，便摸索着把树

根加工成根雕作品。通过不断学习，了

解了更多的根艺知识，对根艺的追求也

从未停止。”谈起收藏根艺的由来，刘善

琦说。

根艺创作贵在发现，这需要发现者

具备对根材形象特殊的敏感性和眼光

的独到性。对根材选用、取舍都离不开

根材本身的自然天趣之美，创作时因材

施艺，在天然材质上的提炼与发挥，保

留自然美。这些时刻考验着刘善琦的根

艺功底，也是他善于走出家门交流学习

的源源动力。

为了寻觅更多精品，“翻山越岭”是

刘善琦闲暇时间的标配，背上背包，拿

上工具，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寻根寻

石”之游。

“2003年，我对根艺认知跟刚开始

做的时候又不一样了，此时的我，也对

汝石有了更浓厚的兴趣。如何把根艺和

汝石结合，创作出独一无二的作品，对

我来说，是一种人生的追求。”刘善琦

说，“创作需要对根艺和汝石的灵性和

悟性的理解，它不是简单的以摆放搭配

鉴定一个作品的好坏，而是给人整体的

协调和谐的感觉，呈现一种自然美感。”

奇根和奇石是大自然的杰作，它们

各自具有独特的美感和价值。在别人看

来是极为平常的自然物象，但在刘善琦

眼里，它们是至宝。“根艺 +汝石，以小

见大，它们是自然的缩影。它们最吸引

我的地方是在创作上和制作上，我可以

有更多发挥想象的空间，通过读根、读

石，从中找到好的切入点，完美呈现。”

刘善琦说。

通过学习交流，刘善琦对根艺和汝

石的认识更加深刻，2014年，他带着收

藏的崖柏根艺和汝石参加河南省首届

文博会，一经展出，吸引了众多游客，对

其作品啧啧称奇。同时在交流中，他也

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藏友。

奇根＋奇石作品不仅要具有美感，

还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如何起个好

名字，也是刘善琦孜孜不断学习的动

力。他翻阅自然、文化、历史等书籍，挖

掘奇根和奇石的内在价值，将其融入作

品中，使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文化内涵，

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无论根艺还是奇石，它们本身富有

天然艺术的妙趣，把汝石与根艺相结合

的作品均是孤品，如何做到天衣无缝的

结合，这也是刘善琦不断探索它魅力的

所在。

30多年来，不管是崖柏根艺还是

汝石，刘善琦从最初的喜爱到收藏再到

钻研，这其中的乐趣不言而喻，但在他

心中一直坚信并秉持：“劳动最光荣，劳

动创造美！”正是在这种信念指引着他

做任何事情，都要脚踏实地，走出属于

自己的路。

谈及新一年计划，刘善琦说道：“我

想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创作出更多具

有美感和价值的奇根＋奇石作品，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欣赏这种独特的艺术形

式。同时通过参加展览、文化交流等方

式，将根艺＋汝石作品传播得更远。”

宋盼盼

刘善琦

张现林

汝石作品———吉祥鸟

作品“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作品“崖柏根艺”

作品“汝石———月上柳梢头”
作品“相看两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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