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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文进

平原、高山、河流、荒野、成片的高粱，在莫言的小说里，高密东北乡充满了魔幻与现实的交织。而如今，东北
乡大片高粱地之间，一处大型废旧金属回收加工中心也在化现实为魔幻。一年多的时间里，来自全国各地上千吨
废弃钢材变成雕塑艺术品，走进城市的广场、公园和商场。

钢雕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融合了金属文化和艺术创意，近年来大受欢迎。8月25日在高密的这家钢雕创作车
间，由大小不一的钢钉和齿轮组合成的猫头鹰憨态可掬，由上百种机器零件做成的变形金刚手脚灵活，尖牙利爪的恐
龙、剑拔弩张的蜘蛛，更绝的是由废旧金属做成的高粱秆和高粱穗，即便放进真的高粱地里，也让人难辨真假。

车间一名工作人员介绍，这家钢雕创意工厂隶属于当地一家再生资源公司，是我国江北最大的废钢加工配
送基地，也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重点项目。

通常，一件钢雕作品从创意到制作要经过分拣、焊接、喷砂、抛光等十几道工序。由于不同的作品需要不同外
形和不同材质的废料，因此最难的步骤是作品创意。为了让作品新颖前卫，车间必须聘请全国著名的钢雕艺术家
驻厂创作指导。

目前，公司正在高密建造全国最大的钢雕公园，公园内已经建成的高7米、长16 . 5米的火车头，是镇园之宝。
火车头设计者徐国华说，他和厂里的工人日夜兼程用了整整一个月才完成，而火车头的废旧零配件则来自全国
上百家废旧金属收购点。

钢雕作品注重艺术价值，更顺应了当前提倡低碳经济的大环境。徐国华希望用自己的努力，不仅让灰色的钢
架披上绚丽的外衣，让冰冷的废铁拥有温度和灵性，更要向全社会传播节约和环保的理念。

废废钢钢新新生生
千吨旧钢化身艺术品走上街头

经过精心设计，锈蚀的废旧材料变成了蜘蛛。

这件重达40吨的火车头钢雕作品，零配件来自全国上百家废品收购点。

“变形金刚”和它的制作者们合影。
钢雕艺术家赋予这些工业碎片以甲克虫的造型。

钢雕“红高粱”在蓝天白云的掩映下几能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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