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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2岁岁老老人人1111年年雕雕刻刻““齐齐文文化化””
开发了四五个系列镂空木盘，有的还获得了国家专利

赵学明告诉记者，完成这些作
品之后，也想过要注册商标，但一直
没有付诸行动。“刚开始做这些工艺
品完全处于一种爱好，但完成后就
有亲朋好友相劝注册商标，能够更
好地发展和传承齐文化，于是我也
开始考虑。”

“我看报纸时会时常关注这些
有关齐文化的报道，这让我意识到，
我也可以借鉴这些方式，将齐文化
传播出去。发扬齐文化单凭个人力
量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我相信只要大家关注的多
了，齐文化肯定能传播的更广，我就
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
人了解齐文化。下一步我会寻找一
些跟我一样的齐文化爱好者或者有
意向开发齐文化的企业，跟他们一
起承担起文化传承的这份责任和义
务，将齐文化推向社会，让更多的人
了解。”赵学明对记者说。

尽一己之力
推广齐文化

走进张店72岁退休教师赵学明的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摆在桌子上的四个木质刻
盘。2002年退休以来他便把精力放在了这些工艺品雕刻上。“齐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只希望能够将这些宝贵的文化财富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了解齐文化。”赵学明表示。

赵学明的部分雕刻作品曾获得国家专利。 本报记者 张汝树 摄

赵学明告诉记者，在“战
国七雄”作品获得国家专利
后，他觉得动力倍增，在研究
古典史书的过程中，随时记录
设计灵感，并一连推出“三国
苑”、“三国鼎立”、“春秋五霸”
等有关齐文化的一些雕刻工
艺品。

赵学明告诉记者，从这些设
计的构思到最终呈现过程经历
了数十次的否定和尝试，最终才
确定下来。“刚开始的木盘想采
用椭圆形，但尝试过后觉得在美
观和雕刻上都有不妥，又改为了
圆型，而且木盘的尺寸的大小以
及木盘的材质都需要尝试过之
后才能判断到底好不好，所以在
尝试了几十次之后才出现‘三国
苑’、‘三国鼎立’等作品。”赵学
明对记者说，他从来没有接受过
美术训练，各种绘画技巧也是自
学而成，所以在绘图的过程中也
会出现很多差池，只能一遍又一
遍的修改以求得完善。

在“三国鼎立”成型后，赵
学明就将更多的经历放在了
有关齐文化方面的研究上，其
中一个《春秋五霸》的作品即
将完成。“现在完成了最难的
设计图像的部分，剩下的就是
雕刻了。”赵学明说。

赵学明是张店马尚一中的
退休语文教师。退休后虽然自
由的时间多了，但赵学明并没
有闲下来。“虽然不教课了，但
还是放不下古典史书，以前没
空看的书，现在退了休都翻了
一个遍。”赵学明告诉记者，很
早之前他就对齐文化非常感兴
趣。退休后，在读书的过程赵学
明突然产生了想用一种独特的
方式记录下齐文化历史的想
法。于是经过深思熟虑，开始了
雕刻“齐文化”——— 镂空木盘的

工程。
“2002年退休以来，一直在

做这一件事情。‘战国七雄’是
我的一个大工程，光设计图案
就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最
后又用了大半个月才把设计雕
刻呈现在木盘上。最后到2003年
12月份去申请了国家专利。”赵
学明告诉记者，在整个过程中，
最难的部分就是设计形象和意
象，“我有了大体的设计构思
后，便去请教很多在这方面比
较有见解的专家，他们给我提

了很多建议，我根据这些建议
再完善后才将设计图最终成
型。”

据赵学明介绍，他设计的
这套“战国七雄”，是把《列国
志》上千页文字用图的形式展
现出来，在表达丰富文化内涵
的同时又赋予其新的造型美，
能够给人美的享受。“这个工艺
品用了七个醒目的古体汉字，
形象地再现了战国时期七雄争
霸的场景，这也是当初设计时
的灵感所在。”

几十次否定尝试

力求作品完美

本报记者 张汝树 见习记者 王欣

赵学明展示自己的雕刻作品。
本报记者 张汝树 摄


	Y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