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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八仙可谓是
中国民间史上风头最劲、影响最大的神
仙，至今他们依然是老百姓们津津乐道
的故事。在莱西，就藏有一位画“八仙”的
民间高手，年逾八旬的他依旧沉醉于绘
画的世界，数十年来他的作品均是只送
不卖。3月18日上午，半岛全媒体记者拜
访了这位自号莲花寨主的艺术家，了解
他在艺术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83岁老人擅长画“八仙”
“在莱西有一位老人最擅长画八仙，
好多人都慕名求画。”近日，市民周先生
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跟随老人学习绘
画技巧。他所说的老人就是83岁的解玉
琛。3月18日上午，记者跟随周先生来到
解玉琛家中，年逾八旬的解老先生开门
迎接，精神矍铄，毫无耄耋之年的痕迹。
记者看到屋内墙上挂的都是解玉琛自己
的画作，而客厅悬挂的正是解玉琛的得
意之作《八仙图》，他笔下的八仙人物，细
微之处有传神，人物画面栩栩如生，呼之
欲出。
“因为对‘八仙过海’情有独钟，就想
着挑战自己，便开始琢磨每个人物的特
点，在脑海中构思加以创作，历经一周有
余才最终有所成。”当谈起“八仙图”创作
心得和体会时，解玉琛便滔滔不绝。解玉
琛告诉记者，他从小喜爱绘画艺术，可以
说是走到哪里画到哪里，画所见所闻的
各种事物。自从2002年退休后，他就一
心扑在中国画上，主攻中国神话人物画，
重点倾向于八仙人物的创作。

只送不卖乐在其中
“我画画完全是凭着兴趣爱好，自身
悟性，自学成才。”解玉琛说道，这么多年
来他并未拜过师傅，“当时的条件也不允
许啊，没有机会接受系统专业的艺术教

育，自己摸索着学习着，一步步就这么走
过来了。”2023年11月，经多方努力，解
玉琛自费筹备的《解玉琛画集》正式出
版，收录其从2005年至今，共计170余幅
作品。“这是对自己艺术生涯的总结和肯
定，也是最大的鼓励。”谈及这部画集的
出版，解玉琛兴奋地说道，他几十年来坚
持不懈地绘画，博采众长，希望能够通过
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爱中
国书画艺术。
“我所作的画都是只送不卖！这么多
年来从没卖过钱！”解玉琛告诉记者，他
并不是为了画画而画画，完全是出于对
绘画的一种热爱，单纯是为了享受其中
的乐趣，享受艺术之美。“不管对方什么
身份，即使是看门的老头，只要是我们聊
得开来，我也送他一幅画。”

笔耕不辍源于热爱
走进解玉琛的工作室，记者看到，墙

上挂着解老先生创作的一组“八仙图”组
图，地上也摆着几幅作品等待晾干，解玉
琛告诉记者，他还有近百幅绘画放在柜
子里。最近，他正在做一幅《四郎探母图》
的收尾工作。“加上前期准备、后期收尾
等工作，差不多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画出
一幅满意的作品。”解玉琛先生告诉记
者，对他来说，在晚年生活，能够继续做
自己热爱的事，是一种非常幸福和满足
的感觉。
“不仅要花很多心思，还更需要有绘
画精神，这样创作的作品才有灵魂。”解
玉琛表示，他虽然没有学习过素描等专
业的绘画技巧，但凭借对中国画的一腔
热爱，锲而不舍，才有今日成就。如今解
玉琛已年逾八旬，但是他依然勤奋不懈
地从事创作，同时希望将自己的绘画技
巧教给更多年轻人，不断传承和发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姜宁

寿星八仙图。

“八仙图”技惊四座
年逾八旬笔耕不辍

近日，莱西市杭州路小学以
“‘Playing with Math’游于数”为主
题，拉开了第一届校园数学节帷幕，使同
学们在趣味游戏中感受数学之美。
在动感的音乐声中，一场充满数学

元素的T台秀精彩上演。同学们利用彩
纸、纸箱、塑料袋等材料，把各种数学元
素融入到服装设计上，头戴高帽、手持盾
牌、长剑等，带着一股最炫“数学风”迎面
而来，让台下的老师和家长鼓掌不断。
24点大PK、幻方填写、四巧板挑

战……各种益智类游戏吸引着同学们不
断尝试、挑战自我，在轻松欢乐的气氛
中，大家与时间赛跑，比准确、比速度，显
示出了扎实的数学基本功，也增强了彼
此间的团结协作能力。莫比乌斯环、时间
表盘、魔方拼图，让同学们在“动手玩”的
过程中，能够享受数学带来的乐趣，体会
数学的价值，取得更大的进步。
据了解，此次数学节活动将持续到

本月底，后续还将开展“我是数学小讲
师”、数字华容道等活动，以及各项游戏

总决赛。“我们希望通过丰富的活动，让
学生们体会思考的快乐，感受数学的无

限魅力。”杭州路小学三年级数学老师、
班主任于倩说道。 李云天

炫酷、好玩、好学———

莱西小学首届校园数学节开幕

《水浒传》里一百单八将的故事一直
被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形象也通过小
说、影视作品和美术作品，历经时代更迭
却深入人心。在莱西，他们的形象正在被
一名70多岁的老人烙在葫芦上，让人啧
啧称奇。3月15日上午，半岛全媒体记者
亲眼目睹了这位痴迷葫芦烙画技艺术的
老人——— 周强一的创作过程。

小葫芦烙上水浒108将
“水集二村文化市场有个老人，正在
葫芦上烙水浒108将！”3月15日上午，市
民张女士向记者爆料自己刚刚发现的稀
奇事。她所说的老人是76岁的周强一，
他退休后探索、创作葫芦烙画艺术的故
事，曾被本报多次报道，并引起社会各界
强烈关注。闻讯他又有新创作，记者随即
赶到他搬到水集二村文化市场上的新工
作室。周老先生正在工作台前埋头烙葫
芦，记者看到，他老人家烙画的正是水浒
人物李逵。
在一个个头稍大点的葫芦上，已烙

上了“宋江、林冲、吴用、卢俊义、公孙胜”
5名水浒人物的“合影照”。记者看到，每
个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和在影视和美
术作品上的基本一样，但更多了立体感，
看上去感觉更有视觉冲击力。周强一告
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水浒传》的人
物故事，以前也曾在纸上画过，但总是感
觉不满意。“他们各有鲜明的性格和特
点，就想着将这一百单八将运用烙画的
工艺将其在葫芦上展现出来。”去年冬
天，他突然萌发在葫芦上烙画108将的
想法，并立即行动起来。至今，他已烙画
了40余个水浒人物，今年年底，108将就
会全部在葫芦上“安营扎寨”。

千余个作品给外国友人收藏
“感谢你们《半岛都市报》对我的报

道，让我成了‘名人’，让我更有动力去创
作更多更好的作品！”周强一老先生对记
者说，自己16年前退休后就开始创作葫芦
烙画艺术，一直默默无闻，连家人都不支
持他“瞎闹腾”。2019年8月起，《半岛都市
报》先后多次报道了他的故事，“不务正
业”的他被大家理解、支持，他自己也增添
了动力和激情。周强一说，这些年，他的作
品和他本人获得很多荣誉，但他最珍惜的
还是本报初始对他的报道。
周强一自豪地说，除了市民们喜欢他
的作品，还有不少外国友人也对他的烙画
葫芦情有独钟。“在青岛市举办的亚泰旅
游博览会，我制作的1000多个工艺葫芦被
国际友人收藏保存！就在半个月前，我创
作的非遗工艺葫芦作品《乐欢天》送给了
来访的牙买加大使，受到国际友人的高度
赞扬。”周强一从手机里翻出当时的报道，
边向记者展示，边兴奋地说道，自己的作
品能走出国门，让他更有了信心。

欲把技艺传授给年轻人
“在葫芦上烙画和在纸上画画不同，
更考验创作者的真功夫。”周强一一边展
示成型的烙画葫芦工艺品一边说，“还要
根据葫芦的形状、大小，来确定构图及各
元素的位置，一幅完美的作品处处体现
着创作者的巧思和心血。”周强一表示，
他于2023年5月被山东省文化产业职业
学院聘为客座教授，每年会不定期前往
学校，义务为学生讲授葫芦的制作工艺。
“我作为一名非遗传承人，我有责任
去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手艺。”周强一介绍
说，他累计授徒800多人，收徒30多人。但
他还是希望有更多年轻人愿意坐下来、沉
下心去学习这门手艺，将自己的手艺教给
他们，去传承葫芦烙画，将这门手艺传承
下去并发扬光大！他表示，自己将更专注
于艺术葫芦的创作与传承，让更多的人感
受到中国传统民俗工艺的古典魅力。姜宁

葫芦烙画老人有新作
一百单八将“安营扎寨”

周强一与他的葫芦“一百单八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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