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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新年暖万家，文化大拜年”十位老艺术家现场亮绝活

幸运观众有机会获名家真迹
本报1月12日讯(记者 刘

清源) 15日在烟台毓璜顶公
园西门，本报联合烟台市书刻
艺术家协会主办的“迎新年暖
万家，文化大拜年”活动现场，
10多位著名艺术家将展示精
品创作、现场秀绝活。星期天
上午九点，大家一起来毓璜顶

公园西门，和民间艺术大师亲
密接触，看看大师们是怎么进
行艺术创作吧。

本次活动邀请了10位平
均年龄在50岁以上的老艺术
家，现场每位大师都有绝活，
真本事。市民可以看到烟台
市书刻艺术家协会会长张洪

泰写春联、“福字”，幸运观众
更可获赠大师真迹，现场写
现场送。其中高春利、夏国
玉、祁曜光师徒三代将展现
不同的葫芦技艺，一只葫芦
可以雕刻、可以烙画、可以压
花，各有各的绝技。面塑大师
陶永广捏的面人，惟妙惟肖，

让您看看古代四大美女是怎
么捏出来的。烟台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朱曼华
现场剪纸，为幸运观众当场
剪生肖作品一件。喜欢篆刻、
雕刻的市民们，也可以现场
观看大师精雕作品，学一两
招真传。失传多年的老烟台

泥磕重现活动会场，还有看
着图画创作出来的五牛雕
塑。用手指写书法，让您看看
大师的“二指神功”如何妙笔
生花。

10位老艺术家全部现场
亮绝活，还可以与观众互动，
说说创作里的故事，现场更

设置多份大师赠品。只要您
到了现场，认真听艺术家讲
故事，踊跃回答主持人问题，
就有机会获得大师赠送的精
美艺术品一份。周末带着孩
子老人一起来毓璜顶公园西
门，学学传统民俗的精髓，给
你带来新春的第一份祝福。

高春利，烟台市人，自
幼酷爱葫芦雕刻艺术，以
葫芦为载体，擅长人物、花
鸟、山水等艺术创作。可以
在外壳硬内里软的葫芦上
雕刻可是件手艺活，制作
者在异形葫芦上因材施
艺，均释放出独特的艺术

魅力。2006年作品《福禄寿
喜》曾获得山东省第15届
书画刻字艺术大展赛最高
荣誉奖，现任山东省书刻
艺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
葫芦艺术委员会理事，烟
台市书刻艺术家协会常务
理事。

夏国玉，烟台人，生于
1974年，酷爱葫芦雕刻，可
以在葫芦上雕、刻、烙画，鱼
鸟花虫跃然在葫芦上，精美
绝伦。曾在烟台市文化局举

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六十
周年书刻大展中荣获二等
奖，从事葫芦雕刻五年，能
够心默手追，不打草稿直接
在葫芦上从事艺术创作。

祁曜光，生于1955年，
舅爷、母亲都喜欢写字绘
画，祁曜光从小便对绘画产
生了兴趣。擅长手工雕刻葫
芦、石刻、根雕工艺品，雕刻
画面精细，字体优美。每件
工艺品都创意新颖，决无雷

同，祁曜光的家里几百个形
态各异的葫芦见证着主人
的成绩，每一个葫芦作品都
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他制作
的葫芦刻品已经成为很多
雕刻大赛的常客，还获得了
一个“葫芦王”的雅号。

张洪泰，现任中国民
族艺术家协会副会长，山
东省书刻艺术家协会副会
长，烟台市书刻艺术家协
会主席他自幼酷爱书刻艺
术，着意追求艺术真谛，尤
其擅长刻字，双手施刀，左

右开工。书法、刻字艺术善
于将传统和时代贯通，讲
究高品位，刀技娴熟。作品
入编《中国二十世纪名人
刻字大观》，作品被著名画
家欧阳中石、王琪等人以
及国外有人收藏。

朱曼华，出生于剪纸
世家，中国民间艺术家协
会副会长、世界华人艺术家
协会理事、烟台美术家协会
顾问，烟台大学民俗研究室
主任，烟台剪纸艺术研究院
院长等职务。在60年的剪纸

生涯中，秉承先人的艺术精
髓，大胆进行艺术创新，形
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果，被
书画家协会，艺术家资格审
查委员会授予“世界杰出艺
术家”荣誉称号。

蔺焕魁 ,烟台市芝罘
人，山东省书法家协会会
员，中国书画家学会会员，
山东省书刻艺术家协会会
员。自幼便喜爱书法绘画，
后因工作繁忙搁置下来，
但对艺术的追求从未曾懈

怠。退休后便刻苦钻研书
法篆刻。篆刻作品多次入
选国家、省、市书画比赛并
获奖，其中多幅作品发表
于省、市多家报刊、杂志，
并由烟台电视台进行过专
题报道过。

沈明坤 ,满族 ,祖籍辽
宁省新宾县永陵镇,中国民
间艺术家协会会员梅河口
市老年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沈明坤微刻艺术特点为意
念微刻,不借助任何光学仪
器自然刻写;其次是书法作

品,无论多微均具有碑帖金
石韵味,在放大镜下书体显
现,微而不失其真;其三,能充
分利用各种石材的天然属
性,纹理色彩进行构图,填词
补画 ,使整个作品诗情画
意,浑然一体。

戴洪寿，有10多年雕刻
史，几年前开始挖掘失传的
烟台泥磕。戴洪寿说制作烟
台泥磕，雕刻用泥很讲究，
俗称“石缝泥”，要在石头缝
里扣出来，他从在南郊的某

个山上采泥。戴洪寿的烟台
泥磕每件作品都要一天的
时间。”作品《蝉》在省民间
工艺博览会获得三等奖，

《女娲造人》在第五届民间
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李岱彬，自幼喜好书
法，在泰安上学期间，经常
爬泰山去岱庙摹碑抄录楹
联祭文，精勤临池。拜泰安
书法家孟庆甲大师学行草
指书，经手指的直接触墨，
婉转流畅，点划变换多姿，
柔婉俏丽。其草书挥洒自
如，神融笔畅，充分展出草

书的洒脱流丽艺术魅力。经
过40多年的摹炼，多次获得
过省、市级书法大奖。2007

年获《山东省第十五届书画
刻字艺术大赛》前三名。
2008年为邹平县，长山镇范
公祠指书《岳阳楼记》全文
横联作为文献资料永久收
藏，供游人瞻仰。

陶永广，山东省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烟台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烟
台市书刻艺术协会高级画
师。擅长面塑，以人物为

主，尤其古代美女，并配有
乐器等配件，作品有独立
环境。制作精致、造型优
美、色彩搭配鲜明，作品可
保存多年不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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