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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薛振元老师就是一位这样
的人，初识薛老师源于一次偶然的机会，
拜读《薛振元作品选集》后，我对他的敬
佩之情更甚。这本书是凝结了他多年的
不懈努力和近年来精心书法、绘画、剪纸
而集成的专辑，见证了作者大半生的心
路历程，也是他大半生精力和心血的凝
聚。正如作者所言：“犹如十月怀胎般地
经过无数的艰辛和撕心的阵痛，才得以
面世，呈现在读者的眼前。”

苦难磨砺人生

1949 年，薛振元出生于平鲁区一个
累世务农、人口较多的家庭。自幼家境
贫寒，薛振元在十岁那年，才被父母送
进了学校。老师根据同龄学生的认知
水平，通过口试安排他就读了二年级。
但家中经济异常拮据，交学费、书费已
然捉襟见肘，为了减轻父母肩上繁重的
生活担子，所以幼年时的薛振元在校学
习的时间时断时续。

十四岁那年，薛振元刚好上完了五
年级。父亲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作，积
劳成疾撒手人寰。整个家庭陷入了极端
的困境。风雨飘摇的家也面临挣不足工
分便分不上口粮的现实。母亲愁肠百
结，不得不让薛振元退学。从那时起，他
正式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十四岁是
人生的美好时光，但他却用稚嫩的肩膀，
扛起了成年人承受的重担。几年的磨
炼，他以干一行爱一行的秉性，凡是庄稼
地里的农活儿样样都学会了，而且十分
娴熟。以至于这段经历长久留在乡亲们
的印象里，至今人们见到他还会说：“好
庄户人啊！”

回想起过往，薛振元用刻骨铭心来
形容在小煤窑背炭的那段日子。“一百四
五十斤重的背在背上，仿佛听到周身的
关节都在咯咯作响，经常接触筐底的皮
肉，创伤经久不愈。重筐压上感染的疮
口，伤口反反复复，渗出的脓汁一直流到
腿弯处，钻心的痛楚自不待言……”以至
于他在多年后的今天叙述那段经历时，
也不由喉头发堵、双鼻为之酸楚……

罗曼•罗兰在《名人传•米开朗琪
罗传》中说过：“痛苦是无止境的，它的形
式多种多样”。幼年时的薛振元所遭受
的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也是难以用
笔墨形容的。也正是上述所感知的那些

艰苦经历，磨砺了他奋发向上的志向，自
幼极贫极弱的家境更是浇注了他求知的
坚定信念，于是，他在心底暗暗为自己制
定目标。即便在生产队里劳动、务作自
留地和帮助母亲喂养猪羊的闲暇时，他
都用捡拾别人丢弃的旧纸片和自己节衣
缩食购置的笔墨坚持写日记，但凡是接
触到的旧书报上，看到感兴趣的书画和
文字，他都悉心剪辑。

出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平时看到
好的字画，除及时剪辑外，晚上躺在被窝
里，用手指暗中练习；白天劳作之余，用
小木棒、小石子在地上无数次地体悟。
为了弥补失去的读书机会，煤油灯下，常
常自学到深夜，甚至鸡叫黎明。那个年
代点灯用的煤油是很紧缺的，熬夜耗去
的煤油，使母亲心疼不已，多次干涉：“从
小看大，七岁至老。倒腾这些没用的，你
是能吃、能喝？”在理解母亲苦心的同时，
他就用被子和衣服，将住处不到一平米
的窗户从里面遮挡严实，不让母亲从外
面看到灯光。可就是靠着欺瞒母亲的这
些小伎俩，硬是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

受身边的人和事所启迪，幼小的薛
振元把当时农村修梯田、筑堤坝、积肥运
动和夜战的情景等作为题材，试着画过
不少连环画。天长日久，慢慢的积累了
经验，提高了自身水平，积淀的基本文化
素养也使村里人们熟知、认可。于是，村
干部也经常安排他去更换村里的黑板
报。这段经历以及后来的多次人生转
折，使他深刻地体会到：机会是留给有准
备之人的。

厚积薄发正当时

上世纪 70 年代,薛老师凭着他的执
着肯干，娶妻生子，开始另一段人生。
1975 年，他以平鲁县三层洞引水工程的
二级扬水站为题材，用工笔手法创作了
国画《兴建中的扬水站》，发表在当时的

《雁北报》上，后又转刊于《汾水》的封底，
并参加了全省美展，并被省文化厅授予
二等奖。此后，他经常被县文化馆和宣
传部推荐到省、地两级文化部门深造。
1975 年，在雁北地区美术创作学习班学
习期间,有幸得到国画大师亢佐田老师授
课指点，他的绘画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大师们的指导使他受益终生。

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1976 年，薛振

元被安排在北水村当民办教师。除日常
教学之外，凭着坚持不懈和勤学苦练的
精神,他自学完成了初中的全部课程,又
进修了中师, 并获取了中师毕业证书。
1978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在众多参加考
试的同事中脱颖而出，正式转为国家公
办教师。多年的付出得以回报之后，之
后他又自修了高中课程，在 1990 年以优
异的成绩完成了自修大专，拿到了毕业
证书。

付出总有回报，薛振元多次被授予
“优秀教师”和“先进工作者”等光荣称
号。1998 年,正值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
高潮阶段，他在完成这项艰巨任务的工
作中成绩卓著，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评
价和赞扬。1999 年，他荣获了“晋绥儿女
支持老区教育”的奖项。基于他的努力
奉献，2001 年晋升为小学高级教师，同年
担任了中心校长。

2009 年，经历了五十多个年头的艰
难曲折，薛老师从中心校长的岗位上退
了下来。回想起当年，少年时崇尚艺术
的火花再次点燃了他，薛老师蠢蠢欲动，
重拾旧时之物,开启了人生第二次艺术创
作的高峰。教书时，他的美术课最受学
生欢迎,常常把一年四季的美景画在了黑
板上。薛老师和村民们相处得相当融洽,
当时的农村时兴炕围画，他还经常利用
闲暇时间,把当地尉迟恭、张辽等历史人
物，画在村民们的炕围画上。炕围画被
人们誉为“民居壁画”，鲜艳豁亮，色泽持
久，是一种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一乡土艺术之花融壁画、年画、建筑彩绘
为一体，兼具实用和审美功能。薛老师
的炕围画深受村民们喜欢，大家争相排
队邀约。

行舟墨海剪华章

薛老师的画作以写意国画为主，他
将苍茫山影、娟娟细流、寥廓尘烟表现得
极富诗意。而他的山水中堂国画，吸纳
今古，有着悠久的历史感、旺盛的生命
力、强烈的时代感和很强的视觉冲击
力。正如薛老师学生所言：“师法自然兼
纳乾坤,长期从大自然中感受美,又摆脱
自然束缚,突破画种、古今、中外的分置格
局,观照自已内心真实的感受,从生活中
提炼美,创造美,表现出充盈着自强不息
的“精、气、神”的艺术境界和精神追求，

开创了视觉审美的新领域和新境界。”
薛老师的书法兼通草隶篆，融入了

儒家的坚毅、果敢和进取，也蕴涵了老庄
的虚淡、散远和沉静闲适。千百年来，书
法一直在随着文字的进化变迁由实用性
转为艺术性的审美，薛老师书画合一的
艺术手法诠释了书法的艺术审美特性。
而剪纸作为老百姓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
镂空艺术，薛老师更是用其独出心裁的
设计融汇绘画、版画元素，剪出《朔州踢
鼓秧歌》《朔州地方戏》《民族女英雄李
林》《中华门神尉迟恭》等代表当地地域
风格文化底蕴的剪纸作品，也屡次出现
在各类“民间工艺美展”上。原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雅安在观赏了他的作品后,
给予了高度评价。夸赞他的作品有看
头，具有时代特色、地域特色，尤其是系
列性的剪纸作品实为少见。继续在朔州
的艺术界树立榜样，做出贡献。”

经过长期摸索，薛老师传承创新剪
纸技法，花费二十多天时间收集整理素
材，创作出大型版画式剪纸《奋斗百年
路 启航新征程》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献礼，里面涵盖了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
期领导中国人民历经百年图治、启航新
征程的不同镜头。近年来,薛老师创作
出 300 多幅作品，其中有 70 多幅发表于
国家及省、市级报刊上，有 30 多幅荣获
国家、省、市级多种奖项，并被授予“朔
州市工艺美术大师”、“山西省优秀民间
美术家”等光荣称号。

岁序更替，华章又新。一路走来，薛
振元在书法、绘画、剪纸的创作上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而成绩的背后总是需要付
出长期的艰辛。他以其积极、豁达的人
生态度为自己剪画出圆满的答案，书写
出了五彩斑斓的精彩人生。

让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
——记朔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薛振元

本报记者 赵福胜 史振芩 薛彦明

【机会一直都是存在的，当
机会来临时，你自己准备的如
何？能否把握住呢？如何可以
在少者几十比一，多则几百比
一的竞争中突围？唯有提前准
备，提高自己的实力。

别让机会从你身边溜走。
机会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
的，但给我们每个人的机会又
都是不多的，而机会总是垂青
于有准备的人。我们每个人都
要时刻准备着，都要善于把握
每一次机会，让机会成为自己
成长的助推器。】

薛振元在创作美术作品

作品《上善若水》

作品《山河胜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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