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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宁陕学滑雪”
记者 张乔

趁着刚开学， 汉滨区非遗传承人冯增惠剪了
不少“冰墩墩”的剪纸样子，为下周溢和小学的剪
纸课做好准备。

早在 2021 年的 2 月份，冯增慧便着手冬奥会吉
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的创作。 “最早是准备冬奥
吉祥物的系列作品，参加省手工艺协会的评展，后来
因为创作抗疫系列的作品和恒口示范区十年追梦的
作品就给耽搁了，现在剪‘冰墩墩’和‘雪容融’纯粹
是因为孩子们感兴趣， 带着孩子们一起为冬奥加
油。 ”冯增慧说，自己走到哪儿，剪到哪儿，送到哪儿。
看着孩子们感兴趣，自己心里就欢喜。

说起“冰墩墩”和“雪容融”，冯增慧有着自己
的理解。 “‘冰墩墩’偏向男性角色，更阳光，更有力
量， 你看他透明的外壳， 像不像一层有力的保护
罩。 ‘雪容融’的红围巾和头顶上的雪的线条都很
柔和，更能突出女性美。 ”一边说，冯增慧手中的剪
刀一边上下翻飞，说话间的功夫，一沓“冰墩墩”的
纸样子就剪好了。

不仅是冬奥会吉祥物，每次创作新主题时，50
多岁的冯增慧都会变身“新生”，先进行“体验式”
研究学习。 剪芍药时，冯增慧带上孙女去植物园，
观察牡丹和芍药花叶上的细微区别； 创作示范区
十年追梦系列作品时，她看小场子、学打太极，刻
画最普通的群众生活，国泰民安随之跃然纸上；学
习套色剪纸时，冯增慧更是来到大街上，看大人小
孩儿穿什么，将颜色搭配铭记于心。 “既然能穿到
身上，我做成剪纸作品，大家也一定能喜欢。 ”不断
地琢磨，不断地练习和创作，冯增慧乐在其中。 如
今，剪纸已经占据了她大部分的时间和心力。

多年与剪纸的“亲密接触”，让冯增慧对这种
民间艺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剪纸最基本要素是
圆、尖、方、缺、线，圆要圆如明月，生动饱满；尖如
麦芒，细而挺拔；方如书本，线条明朗；缺如锯齿，
渐次有序。 而直插刀法、开口刀法、暗刀法和旋转
刀法等多种刀法则需要根据创作的主题形象配合
使用。 在冯增慧看来，这些就像书法中的墨法、笔

法、 章法一样， 剪纸作为传统的民间艺术表现形
式，也有着自己的门道。 “一把剪刀一张纸，看起来
简单纯朴，但入门容易精通难。 真正入行了以后，
看一眼就能知道是谁的作品。 ”冯增慧笑着说。

能与剪纸结下不解之缘， 冯增慧最感谢的人
是已经去世的母亲。 “小时候遇见谁家接亲有喜，
我母亲就会剪上喜庆的图样送去， 都是她白天干
完活儿晚上剪，看着看着，我也就学会了。 ”在冯增
慧的记忆中，纺线绣花、种地卖菜，母亲那双勤劳
灵巧的双手仿佛无所不能。

“我妈妈也是随母学艺，她擅长剪蝴蝶、花卉、
瓜果，以折剪为主。 她的剪纸花样变化多，构图新
颖，刀法流利，线条明晰。 取材小，但都很富有生活
气息。 1989 年， 她获陕西省艺术节民间美术特色
奖，被选送澳大利亚国际文化交流展出，后来多次
参加省、地、区的展览获奖，作品被编入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国剪纸》卷。 ”正是因为母亲一路来
的鼓舞与激励， 后来的冯增慧才在剪纸中收获了
诸多乐趣与成就。

“我说话很快，看着是个急躁的人。 但剪纸时
我能一坐一整天。 ”冯增慧说自己开过食堂、做过
理发师，母亲去世后，唯有剪纸时她才能从沉痛的
思念中脱离出来。 此后，她便放弃其他工作，专心
剪纸。

随着这些年获奖作品越来越多， 来找冯增慧
教剪纸的人也是络绎不绝。 培新小学、安中高新分
校、江南幼儿园……教学对象不同，冯增慧的教学
方法和内容也不同，不变的是，冯增慧一直从身边
的人和事物中获取素材。

冬奥会主题结束后，冯增慧计划着创作《本草
纲目》主题的系列作品。 “这几年安康的中医药产
业欣欣向荣， 我也想为咱们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发
展尽一份心，出一份力。 ”冯增慧说，无论题材怎么
创新，自己剪纸的出发点都是脚下这片土地，是身
边的人和正在发生的事。 而这，也是自己从不会灵
感枯竭的原因。

伴随着冬奥的脚步， 一股冰
雪运动热潮席卷安康。 2 月 15 日
上午， 陕西省第八届滑雪大会暨
2021—2022 年度陕西省越野滑雪
公开赛， 在宁陕县秦岭峡谷乐园
开幕。

据悉，秦岭峡谷乐园四季滑雪
馆曾在四个月内建成了国内首个
拥有三条雪橇、雪车和钢架雪车出
发训练道的冰屋基地。 2019 年 9
月，安康国家雪上项目训练基地在
此落地。 面对疫情严重形势，2020
年四季滑雪馆主动放弃市场经营
项目，自筹资金，打造出国家队运
动员全封闭隔离、 训练专用区域，
为国家选手备战冬奥创造了非常
重要的训练条件。 北京冬奥会双人
滑冠军隋文静、韩聪曾代表中国花
样滑冰协会为安康基地送上“分忧
解难伸援手 助力备战保安康”的
锦旗，以表达感激之情。

赛事采访结束后， 记者来到
四季滑雪馆，和冰雪来了一次“亲
密接触”。

一千个人滑雪， 就有一千种
感觉。 但所有人都会告诉你，这种
感觉“爽”， 对于滑雪高手来说滑
雪是一种吸引力超强、刺激无比、
乐趣非凡的体育运动， 而对于像
我这种级别的“菜鸟”来说 ，在真
正体验那种滑雪的快感以前必须
经历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感受。

在大厅领了滑雪板、雪鞋、雪
杖，我进入了滑雪馆，当滑雪馆的
主管陈明进得知我是第一次滑雪
时， 非常热情地教了我基础的滑
雪技巧。

他告诉我， 站立时两脚尖相
互靠拢，两脚跟同时往两边蹬，以
防两只滑雪板重叠。 滑行中即将
要摔倒时，身体向侧倾斜，往后仰
容易出危险。 关键要记住，两个脚

后跟使劲往两边蹬就停下来了 ，
这叫“刹车”。

在掌握了基本要义后，我进
行了试滑 ,可是控制不了 ,差一点
摔倒了。 由于膝盖很难控制力度，
站在原地都觉得很困难。 刚想往
前滑，就重心不稳摔了一跤。 我刚
想爬起来， 却被雪具绊了一下倒
在了地上。 一时我又忘了保持重
心，摔倒在雪地里。

几次试验过后， 我觉得身体
已经逐渐适应了滑雪的力道 ，手
脚也变得比较协调了。 教练再次
提醒滑雪时姿势要正确， 一定要
两脚跟使劲往八字蹬。 默念着教
练说的几点试了一下， 我居然慢
慢滑出一段距离。太好了！打铁趁
热 ， 我又滑了几次 ，5 米 ，10 米
……成就感油然而生。 我一边偷
笑一边幻想着自己也能驾驭自如
的样子，可突然脚底一滑，重重摔

在了地上，我沮丧地坐在地上，真
不想再起来。 可是看到周围的人
也是摔了又摔， 却丝毫没有放弃
的意思。 自己又暗暗鼓劲，一定要
学会为止。

我和朋友们边练习边琢磨 ，
很快就掌握了基本要领。 当我胸
有成竹地学着运动员的造型 ，把
雪棍夹在胳膊肘下， 保持着平衡
快速下滑，板刃切进雪面，耳边响
起吱嘎声。 此时的心情感觉格外
舒畅，原本感觉滑雪离我们很远，
现在却如此亲近， 原来对滑雪一
直感到恐惧，不敢尝试，没想到我
竟然很快学会了基本技巧。

短短的几十分钟滑雪练习，我
真正体验到了“飞翔”的感觉，一种
自信的力量自脚下油然而生，那种
自由自在、放飞自己的感觉真是妙
不可言，在滑雪的过程中，我感受
到了生命的奔放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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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红与冰雪蓝的碰撞中，2022 年北京冬奥会正式落下帷幕。 参与开幕式演出的石泉青年志愿者何孝贤，用剪纸版“冰墩墩”“雪容融”助力

冬奥的非遗传承人冯增惠，以及体验冰雪运动、抢购吉祥物“冰墩墩”、观看“冬奥大电影”的普通安康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冬奥、助力冬奥。
在 19 个比赛日中，赛场上运动员们龙争虎战，挑战人类极限。 作为普通观众的“我们”，也在冬奥中收获了独一无二的快乐。

2 月 20 日晚， 惊叹于冬奥会闭幕
式诸多巧思的同时， 石泉小伙儿何孝
贤又不禁想到了开幕式， 心里再次沸
腾了起来。

“不需要想下一步动作，上场之前
想过无数次、练过无数次，已经是下意
识的动作。 我们上场的那一刻，鸟巢上
空正燃放着绚丽的烟花， 当时只想着
一定把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全世界 ，展
现出属于中国青年的风采！ ”虽然距离
冬奥会开幕式已经过去了半月有余 ，
作为开幕式 “致敬人民” 环节的参演
者， 何孝贤仍能将当时的场景还原得
极为细致： 队服和轮滑鞋的颜色都是
“中国红”， 地屏上的线条随着大家的
轮滑动作穿梭交织，串联成中国结，线
条的上方显示出“更快、更高、更强、更
团结”的奥林匹克精神要义。

2020 年毕业于石泉中学的何孝
贤， 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教育专业的
一名大二学生。 “听我们同专业的学长
讲他们参演‘北京 8 分钟 ’的经历 ，觉
得羡慕又自豪。 ”何孝贤幻想过自己若
能有这样的机会该多好。 所以当得知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导演组来学校选拔
演员时，何孝贤第一时间便赶去报名。

“去年 9 月份，导演组来学校招募
演员，我报名时很忐忑，不知道自己能
不能入选。 ”第一轮筛选，让何孝贤最
为印象深刻。 “导演和编导都在，我们
先上去介绍自己的基本情况， 然后在
小场地展示自己的技巧。 我展示的是

轮滑里的正滑、倒滑、转身这些基本功
动作。 接到入选通知后以为自己就能
登上冬奥的舞台， 当时那种高兴和激
动难以言表。 ”何孝贤回忆说。

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的是 ，
接下来何孝贤又经历了两轮筛选才正
式进入训练过程， 最终报名的 150 人
中最后只留下 24 人，其中有国家队退
役运动员，也有冰上学院的健将。

“进行第二轮筛选时，场地出现了
意外情况， 上面有水， 现场还有摄像
机，更加考验我们的心理素质。 ”平稳
发挥的何孝贤顺利进入联排阶段。 12
月 6 日， 他和队友们第一次踏上鸟巢
的地屏舞台。

“地屏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一块冰，
我们滑到哪里， 下面的线条就走到哪
里。 最开始地屏上播放录好的视频，我
们追线条。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练习以
后，就是地屏实时捕捉 ，线条追我们 。
为了节目效果， 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都
经过了反复推敲。 ”持续的高强度训练
和频繁受伤没能难住何孝贤， 最考验
他的信心的环节出现在最后的冲刺阶
段。

“最开始采用速度滑冰的专业动
作，后来导演觉得太单调了，离节目验
收还剩 7 天把动作全部推翻， 加上了
街舞的元素。 ”学街舞动作时，何孝贤
问自己：我能做好吗？ 我的动作做得标
准吗？ 好看吗？ 七天时间里，除了吃饭
睡觉，何孝贤和队友们就在舞蹈房、训

练场和鸟巢里， 从天没亮练到晚上十
点。

十几次的队形变换和穿插， 怎么
跟前后的队友保持固定的距离， 并且
兼顾舞蹈动作呢？ 何孝贤说，解决办法
就是一边又一遍的重复练习， 在舞台
和灯光环境的指引下， 靠肌肉记忆完
成动作。 最终，在导演组和专业舞蹈老
师的帮助下，节目顺利完成验收。

2 月 4 日晚，冬奥会开幕式上何孝
贤和另外 23 名队友“踏雪”而出，随着
红色身影蹁跹， 一条条乐谱似的痕迹
串联成中国结， 展示出中国青年的朝
气与活力。 而绝大多数观众都不知道
的是， 他们所看到的这个节目一直是
两个方案，由人或者机器人来完成，所
以一直到节目排练三个多月后成功验
收， 何孝贤和队友们才能确定自己的
努力没有白费。

“在我们出场之前，随着一排群众在
地屏上向前走， 他们的脚下会出现一面
照片墙，照片上也都是普通群众。正如节
目的名字，致敬人民。 ”何孝贤觉得，北京
冬奥会看起来是专业运动员的竞技赛
场，其实更像是一场全民盛会，自己也才
能因此出现在世界瞩目的舞台上。

作为一个在陕南小县城长大的孩
子， 何孝贤大学前没有接触过冰上运
动，但是大学接触过后，每次上冰何孝
贤都会很激动。 他说：“每个人都应该
尝试各种运动， 说不定就能找到你蕴
藏天分的那一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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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遇上“冰墩墩”
记者 陈楚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