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摄影 聂影

2 0 2 1

年1 0

月2 0

日

星
期
三

责
任
编
辑

时
志
敏

责
任
校
对

王

钰

技
术
编
辑

刘
艳
苹

新
闻
热
线
：3 15 57 7 0

18

小
记
者

扫码看视频
新闻料更多

快 来 扫
描二维码，和
解放路小学晚
报小记者一起
参观篆刻作品
展吧。

星星点灯★
★

运河区解放路小学小记者站专版

篆刻不容易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6年级7班）冯苑昕

那一首首红歌
那些篆刻作品都是红歌的名

字，有《东方红》《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我们走在大路上》等。

透过这首首红歌，我仿佛看
到了战士们为保家卫国在枪林弹
雨中英勇奋战的雄姿，也更加感
叹今天这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此次篆刻作品展展出的是作
品，抒发的是情怀。此时此刻，我
想大声说：“如果信念有颜色，它
一定是中国红。”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
学5年级2班） 姚瑶

我刻了一枚印章
我们了解到，没有书法和文

学的支撑，是刻不出一枚好印章
的。

篆刻印章有很多技巧，其中
最有意思的是篆刻的字要左右反
着刻，且越大的字越难刻，因为长
笔画很难刻直。

我用青晶石篆刻了一枚印
章。抚摸着自己亲手篆刻的印章，
观赏着美术馆里那一枚枚印章，
我仿佛走进了篆刻的历史文化长
河中……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
学6年级7班）王冠硕 感受篆刻魅力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6年级8班）范舒畅

10月 11日，我们走进沧州
美术馆，感受篆刻的独特魅力。

“篆刻，就是以刀代笔，在印
材上按照已经写好的书法或画
好的图像进行刻写。它是中国一
门独特的传统艺术。”李泽成爷
爷的讲解让我们对篆刻有了初
步的认识。

李爷爷告诉我们，篆刻主要
有“冲刀”和“切刀”两种刀法，并
邀请我们体验。我本以为篆刻就
像写字一样简单，却发现手里的
刻刀根本不听使唤，刻出来的线

条也歪七扭八的。原来篆刻不是
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要坚持不
懈才能刻出完美的作品。

我们还了解到，篆刻历史悠
久，它的发源可以追随到秦朝前
后。能刻出气势磅礴的字和栩栩
如生的画，是篆刻师们经年累月
练就的功夫。

李泽成爷爷还送给我们每
人一本篆刻作品集。我拿到后非
常激动，赶紧去找李泽成爷爷签
名留念。

难忘“东方红”印章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5年级1班）郑庆熙

10月 11日，我们解放路小
学部分晚报小记者参观了李泽
成爷爷一家的篆刻作品展。

走进展区，看到那一幅幅篆
刻作品，我们特别震撼。参观中，
我们了解到，李泽成爷爷一家祖
孙6人，从去年年底开始创作篆
刻作品，篆刻了《东方红》《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英雄赞
歌》等100首红歌歌名。

李泽成爷爷依次给我们讲
解了那些篆刻作品。我印象最深
的是一方名叫“东方红”的印章，
它整体呈棕红色，篆刻的“东方
红”3个字使用的是毛体。这方
印是李泽成爷爷最为满意的作
品。

参观完李泽成爷爷的作品，
我们又参观了李泽成爷爷孙女
创作的作品。看完她的作品，我
们无不称赞：小小年纪竟能创作
出这么好的篆刻作品，真了不
起。

之后，我们了解了篆刻作品
的制作过程：第一步，把翡翠或
玉石放入印床；第二步，在玉石
上写出要刻的字，注意一定要从
左开始写；第三步，用刀刻出刚
才写下的字。听说仅仅几个字，
有时就要花上整整一天来刻呢。

通过这次参观，我不仅了解
了篆刻，还学到一些书法知识，
更是对李泽成爷爷一家的爱国
爱党情怀有了深刻的认识。

那些篆刻作品吸引了我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5年级2班）于笑懿

10月 11日，我们怀着激
动的心情走进沧州美术馆，参
观东方红·“印人一家”百首红
歌篆刻作品展。

李宝棠叔叔绘声绘色地
给我们讲述了中国文字的起
源和古时候各个朝代使用的
文字。我知道了甲骨文、金文、
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行书、
草书等，它们都有着各自鲜明
的特征。

“好精致的印章啊！”“这
篆书的字体好优雅！”……画
廊中的篆刻作品让我们惊叹
不已！参观中，我们了解到，这

些是集李宝棠叔叔一家 6人
之力印刊的百首红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党啊，亲爱的妈妈》《东方
红》……这些红歌，我们不仅
熟悉，还会唱呢。

我们还体验了篆刻。“拿
刀的姿势和握笔姿势一样，力
度要掌握得恰到好处……”李
宝棠叔叔耐心地教我们篆刻
印章。

李叔叔一家精湛的篆刻
技艺深深吸引了我，他们的爱
国情怀更令我敬佩。

——运河区解放路小学校长

刘瑞梅

校长寄语

“做越来越好的自己”是我
们的教育追求，树立“和而不同”
的成功理念，倡导“和风细雨”的
教育形态，营造“惠风和畅”的人
际关系，凝聚“和衷共济”的团队
力量，我们将立足当下，着眼未
来，实实在在求慢成长，力争做
到越来越好；尊重差异，顺应天
性，朴朴素素做真教育，成就精
彩的自己。

10月 11日，我们解放路
小学部分晚报小记者参观了
李泽成爷爷一家的篆刻作品
展。

进入展馆，看到四面八
方大大小小如繁星一般的篆
刻作品，我被震撼了。在李泽
成爷爷的引领下，我们参观
起来。

激 动 人 心 的 环 节 到 了
——尝试篆刻。李爷爷拿出
一块儿石头，给我们演示起
来。他先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之后告诉我们其实写字也是
很难的，因为要反着写。写完
后，他拿出刻刀，一边讲解一
边刻。

“拿着刻刀的手要强劲

有力，角度也要找好，手也要
稳，不然很容易‘飞’出去。”
李爷爷演示完，又挑了几名
小记者体验篆刻。

我发现，小记者们有的
力度不够，刻得太浅；有的刻
得歪歪扭扭，很不好看；还有
的直接偏离了“轨道”。看着
那几名小记者吃力的样子以
及他们最后刻出的作品，我
认识到，篆刻还真不容易呢。

我们了解到，展厅里这
些篆刻作品都是李爷爷一家
祖孙6人刻出来的，这件件篆
刻作品蕴含着他们的心血。

这次小记者活动让我增
长了见识，真是不虚此行。

10月 11日下午，我们解放
路小学40多名晚报小记者走进
沧州美术馆，参观东方红·“印人
一家”百首红歌篆刻作品展。

据介绍，此次参展作品是
“印人一家”祖孙 6人为庆祝党
的百年华诞创作的，他们精选了
100 首红色经典歌曲作为创作
素材，有我们熟悉的《东方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
“篆刻起源于 3700 年前的

殷商时期，是书法与雕刻相结合
的艺术。刀法主要有冲刀和切刀
两种。篆文则分朱文和白文，朱

文即白底红字，白文即红底白
字。”李宝棠叔叔给我们讲解了
篆刻的相关知识。

李叔叔现场还教我们怎样
篆刻。只见那把刻刀在他手中如
同画笔一般，他轻轻松松就刻出
了漂亮的文字。

可是，我手里的刻刀和印石
却没有那么听话。我第一刀啥也
没刻上，第二刀虽然刻上了，但
是因为力量不够，刻出来的线条
歪歪扭扭的。我这才意识到，原
来看起来容易的事情，并没有想
象得那样简单。

手里的刻刀不听话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4年级4班）王羽丛

篆刻究竟是什么？一定很
有趣吧！10月11日，我们解放
路小学部分晚报小记者带着
疑问来到沧州美术馆，参观东
方红·“印人一家”百首红歌篆
刻作品展。

这次篆刻作品展别具一
格，展出的是“印人一家”李泽
成、陈秀玲、李宝棠、马静、李
若然、李照玺祖孙三代6人集
体创作的100首红歌歌名。

在李泽成爷爷和李宝棠
叔叔的带领下，我们走进篆刻
世界，参观起来。我这才知道，
原来篆刻就是在玉石或木头
等材料上刻字。

我发现，有的篆刻作品字
是凹进去的，有的字是凸出来

的；有的篆刻作品看起来非常
有立体感，有的只是一个平
面；有的篆刻作品上面印着花
纹，有的上面则印着动物……
我们饶有兴致地欣赏着，感受
着篆刻艺术的多姿多彩。

现场，李宝棠叔叔还一手
持刀，一手扶印，向我们传授
篆刻技艺。我们都伸长脖子，
聚精会神地看着、听着。

听完讲解，我迫不及待地
刻起来，可是根本刻不动。看
来篆刻绝非一日之功。

通过这次篆刻体验，我不
仅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无穷魅力，还懂得了学习篆刻
技艺离不开坚持与恒心。

走进篆刻世界
本报小记者（解放路小学5年级1班）宋思文

尝试篆刻尝试篆刻

留住这一刻留住这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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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车险
可出各种车辆保险，代理人保、太平洋、中

华、国任、华泰等多家车辆保险业务，价格优惠，
兼办验车服务。电话（微信）：13832738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