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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

剪纸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装饰艺术的一
种，历史悠久。据资料记载，起源于汉、唐时期，
此后逐步发展，全国各地民间都有不同风格的
剪纸作品。

李锐士剪纸源于家族传承。其曾祖父李春
山、祖父李项辰、父亲李智三代均对民间工艺美
术、书法、绘画有一定的造诣。李锐士受三代家
学影响，从小就喜爱剪纸，剪纸艺术成为他的爱
好和追求。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李锐士剪
纸以其独特表现形式，赋予剪纸艺术以新的内
涵，即以历史人物、中华精英、古代才女为题
材，并配以诗词传记，作品既表现剪纸艺术，
又突出历史人物，使其有机地融为一体，艺术
地再现这些古代人物和中华英杰，形成自己的
剪纸风格——诗意剪纸。

为了不断地扩大“诗意剪纸”的影响，1998
年李锐士剪纸作品《中华英杰》出版发行。李锐
士用一把剪刀表现了从1840年以来的300余
位民族精英，并配以翔实的文字说明。出版当
年，作品被列入白城市“两史一情”教育辅助材
料。在此基础上，2006年又出版了第二本剪纸
艺术专集《绝艳惊才》。该书集中再现了300余
位古代才女的形象，并配以诗词、传记，图文并
茂，技法高超。作品多次在白城博物馆展出，并
被选为白城市政府礼品用于馈赠国际友人。

1998年随着一部《民间剪纸讲座百集》在
吉林省教育电视台和山东教育电视台联合播

出，白城地区的王岩剪纸在国内的影响也骤然
升温，且影响越来越大。

王岩剪纸源于家族传承，其母梁桂芬剪纸
造诣颇深。王岩从小就喜爱剪纸艺术，并在母
亲和外婆传授技艺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的突
破。在她12岁的时候，作品《加油》在首届国际
少儿春笋杯书画大赛上荣获佳作奖。其后，又
多次参加全国、省、市级美展及剪纸专题展览并
获奖。1993年，被吉林省文化厅授予“民间剪
纸艺术家”称号。1995年，参加首届中华巧女
手工艺品大奖赛，获优胜奖和“中华巧女”称号。

身为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的安秀侠，
其剪纸作品也独树一帜，她的作品大多取材于
民间，博采众长，涉猎广泛，创作独特，技法翻
新，其刀法简洁明快，大处气势磅礴，小处精致
细微，构图注重章法，颇具国画神韵。借鉴通榆
年画的艺术特点，传承民族传统剪纸技艺，刀剪
并用，兼工代写，并在李向荣、李锐士二位先生
的影响下，将中国书法小篆等艺术融入作品，使
作品文化内涵丰盈，艺术表现力强。为壮大她
创立的“侠刀秀艺”剪纸品牌，她赴北京张氏装
裱中心学习技艺，回到家乡开办了安秀侠剪纸
工作室。

安秀侠的剪纸作品代表作有向海珍禽系
列、向海风光系列、心雕龙纹系列、宗教图腾系
列等。她的剪纸影像在吉林电视台曾作为《新
农村》和《中国梦》的栏目开片反复播放。

2013年，安秀侠荣获“吉林省民间文化艺
术突出人才”荣誉称号。

（白城市文联供稿）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正当全国人民满怀
热情地投入到新中国建设时，朝鲜内战爆发。1950年10月初，
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
边境。侵朝美军飞机多次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给人民生命
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危急关头，应朝鲜
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党和政府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
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赴朝
作战。作为中朝边境线最长的省份，吉林省因其特殊的地理位
置成为这场伟大战争的重要后援地。

集结出征——吉林省是志愿军入朝的重要
通道

吉林省地处祖国边陲，其延边、白山、通化地区与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仅一江之隔。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志
愿军第42军、第38军、39军、20军、26军、第50军等多支部队
就是从吉林省的辑安（今集安）奔赴朝鲜战场。

党中央决定出兵朝鲜后，拟先派出两个军两个炮兵师，后恐
鸭绿江桥被炸，兵力不易集中，故改变原计划，将集结于中朝边
境的4个军和3个炮兵师计26万大军全部出动，秘密渡过鸭绿
江，其中需要在通化辖区辑安口岸渡过的有2个军和1个炮兵
师，共12万大军。1950年10月11日，志愿军后勤第一分部由
辑安渡过鸭绿江，进至朝鲜江界以南的别河里、武坪里地区设置
兵站线。10月16日晚，42军先头部队124师370团在副师长
肖剑飞率领下，从辑安渡过鸭绿江至满浦，深入朝鲜境内30多
公里进行先期侦察，为大军过江开辟通道。在此期间，中国人民
志愿军第42军军部及125师于10月15日由驻地向辑安开进，
驻三源浦及柳河的两个师也到达辑安。10月21日，第38军开
始至辑安羊鱼头（今集安上、下解放村附近）地区集结。炮兵第
8师和第5师44团的驻通化部队，分别于10月15日、23日开始
向辑安以北地区开进，总计10余万志愿军部队将云集辑安，随
时准备渡过鸭绿江向朝鲜战场出动。

为全力以赴支援和配合志愿军行动，通化地委提出了：“支
援抗美援朝战争，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一切为了战争，一
切为了胜利”等口号。各级政府成立了战勤科，辑安等沿江县委
增设了战勤委员会。地委抽调了大批得力干部，具体负责志愿
军赴朝作战的各项战勤服务工作。地委还成立了修桥建桥指挥
部，组织所属各县（市）抽调来的民工，以县为单位，分工负责，先
后在辑安鸭绿江上架起了多座便桥、浮桥，保证了志愿军部队和
大批军用物资的顺利渡江。

1950年10月中旬，在志愿军秘密渡江前，中共辑安县委、
县政府接到协助志愿军工兵部队抢建一座能够通过载重汽车的
鸭绿江便桥的任务后，立即动员机关干部和民工200多人，由县
长荆志坚亲自率领奔赴现场，配合架桥部队，奋战一夜，在通沟
河入鸭绿江口处与朝鲜筏登岛之间，建起了一座便桥。

辑安最早的便桥架设，主要是为了保障首批入朝的两个军
和兵种部队过江使用。这座便桥在辑安城南三公里处的鸭绿江
上，这里河床较平，水流较缓。河床中有一片种满高粱和玉米的

江滩，便于过桥部队疏散隐蔽。这是一座“水下桥”——用铁轨
和油炸木（涂满沥青的枕木）在水面下架设，桥面距离水面40厘
米至50厘米，河水灌不进汽车的排气管，又可以用水面遮蔽桥
面，使敌人在空中侦察时难以发现。架桥部队还在“水下桥”附
近架设了假浮桥，隐真示假，吸引敌人的火力。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敌人始终无法搞清楚，为什么渡口内的桥梁明明已经被“炸
断”，志愿军的部队和物资仍然能够源源不断地顺利过江。

在我党政民的全力支持下，志愿军各部队完成了整训任务，
开始陆续渡江。10月19日18时，第42军5万余人从辑安至朝
鲜满浦的铁路桥西面临时搭建的浮桥上开始渡江。20日炮8
师、22日第38军、25日炮兵5师44团，从辑安口岸全部顺利过
江，分别向朝鲜的长津湖、江界等地区集结。

据统计，自1950年10月16日至1950年末，中国人民志愿
军第一批从辑安秘密渡江赴朝部队总计12万人。第1次战役
开始后，陆续从辑安过江的部队总计30余万人。到1953年春，
从辑安渡江入朝的志愿军作战部队总数共计42万余人。另外
还有后勤保障人员10余万人。

参军参战——吉林儿女舍生忘死谱写英雄
赞歌

为全力支援前线作战，吉林省积极完成东北局、东北人民政
府下达的扩军任务。抗美援朝期间，28700名吉林青年参加中
国人民志愿军。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东北局下发了《关
于动员新兵的指示》；1950年11月11日，省委、省人民政府发
出《关于扩兵工作的指示》，决定在各市县扩兵22950人。

肩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吉林儿女在战场上舍生忘死、奋勇
杀敌。1951年12月，吉林籍志愿军崔昌学（入朝后被编入朝鲜
人民军）在三八线附近某高地争夺战中用自己的身体堵住敌堡
机枪口，被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认为“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英雄”，授予“共和国英雄勋章”和“一级国旗勋章”。
1951年2月，吉林籍志愿军某部副班长关崇贵，在第四次战役
中带领战士顽强坚守614高地，并用机枪击落一架P-51G型敌
战斗机，创造了用轻武器打下飞机的先例，荣获二级战斗英雄称
号，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在朝鲜战场上，吉林儿女的
英雄故事不胜枚举，荣立特等功、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和获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的郭忠田、徐长富、杨宝山；
荣立特等功、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和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三级国旗勋章的关崇贵、高云和等；荣立一等功、获二级战斗
英雄称号的王景洲、支全胜等都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据统计，
在长达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共有18499名吉林籍
指战员牺牲在朝鲜战场，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
英雄赞歌。

坚实保障——举全省之力服务战勤

保障军服、军粮。为做好战勤准备工作，全省先后成立了军
服加工委员会、军粮加工委员会、炒面委员会等组织机构，派专

人负责，迅速落实人员、设备、场所，及时完成任务。仅1950年
8月，吉林市就先后接受加工棉大衣2.06万件、棉军衣2.25万
套、棉被3.8万床、炒面90万斤、军粮9576吨的战勤任务。同
月，长春市也采取动员群众带机入厂的办法，动员缝纫机3123
台、随机入厂技工3123人、女工5130人、组建4个军服加工厂、
接受加工棉军服4.3万套、棉大衣4.1万件、棉袜10万双、铁路员
工棉大衣1万件，若干粮袋、手榴弹袋等战勤任务。

开展增产捐献运动。全省各级党组织通过广泛生动宣传，
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在
工矿企业里，许多工厂的职工都提前完成了增产节约计划，捐献
工资和奖金。在农村则普遍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农民多打粮食，
开展副业生产，增加收入，用增收部分捐献。工商业者改善经营
管理，踊跃捐献。机关和学校成员参加各种业余劳动，增加的收
入用来捐献。到1952年4月，全省人民在爱国增产捐献计划中
共计捐献710万元，完成原计划的123%，可购买47架战斗机。

派出担架队、民工大队、运输队赴朝支前。抗美援朝战争
中，吉林省派出5.3万人赴朝参战，其中担架队员3.8万人，运输
队员1732人，汽车司机1713人，翻译7235人，武工队员1080
人，各种技术人员1007人，各级干部2552人，其他人员365
人。在朝鲜战场，担架队员在硝烟炮火中及时把弹药、物资补充
上去，把受伤的志愿军战士抢救下来，转移到后方医院，有的担
架队甚至跟随主力部队参加五次战役，越过了三八线，许多担架
队员牺牲在了运送途中。吉林铁路局以2490名干部职工和全
局半数以上的机车、车辆加入了抗美援朝大队，在敌机的疯狂轰
炸中，他们用生命和鲜血筑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
输线，把一批批弹药和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粉碎了美
国侵略者实行“重点轰炸、封锁咽喉”的阴谋。此外，吉林省还动
员了大批民夫、司机、船夫、木工、翻译等随军入朝服务。

与此同时，吉林人民肩负着大后方的各项战勤工作。1950
年，在建山城镇军事备用机场任务中，仅海龙、辉南、柳河3县就
出动民工3万余人，柳河战勤队被东北人民政府民政部授予“模
范中队”称号。1950年10月17日，通化地区组织民工10余万
人，经过23天的艰苦奋战，整修路面346.5公里，新建木桥63
座，补修木桥12座，过水桥4座，水泥桥2座，完成全部抢修任
务，比原计划提前了5天。在架桥、修桥上，共出动5万余民工，
在鸭绿江上建各种便桥、浮桥10余座。1951年3月31日下午，
辑安鸭绿江铁路大桥被炸，按照上级命令，需要抢建一座临时便
桥。辑安县委、县政府发动县直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城镇居民、学校师生千余人、帮助志愿军铁道兵和吉铁分局工务
工程队运送建桥物资，县城许多居民甚至将家中的木料、绳子、
门板捐献到抢修工地，有力保证了建桥任务的完成。通化铁路

广大职工，充分发扬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冒着敌机的狂轰
滥炸，奋不顾身，排除敌特和敌机安放、投掷的大量定时炸弹，抢
修铁路桥梁，使通化铁路成为“打不垮、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据统计，抗美援朝战争期间，通化地区组织战勤民工仅有据可查
的就达81.6万人次，占当时通化全区总人口的91.99%。党的坚
强领导下，吉林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经受住了战火考验，不怕牺
牲、积极支前，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勤任务，为抗美援朝战争的
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无私奉献——救治伤病人员安置朝鲜难民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吉林省是中朝两国整休部队和救治伤
员的大后方，大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病员先送到通化抢救
治疗后，再转到后方疗养。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半年多时间
里，仅通化市就转运伤病员9万余人。地市机关干部、学校学
生、广大群众积极投入到转运伤病员的工作中，无论白天黑夜，
不管雨天雪天，只要有任务就有他们的身影。

当时通化各医院都没有血库，为解决用血问题，中共通化地
委号召广大党员、团员带头，发动青壮年为志愿军义务献血，并
要求各县（市）组织义务献血队伍。从1950年冬到1953年夏，
1011人参加的通化献血大军，共计鲜血110多万毫升，挽救了
无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伤病员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从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开始，至1953年7月停战，在不到3年时
间里，通化随军入朝和在国内参加转运志愿军伤病员的担架队
员总计达17.2万人，共转运伤病员18.2万人，占全部志愿军伤
病员的65%以上。

1950年11月初，吉林省人民政府将接待安置朝鲜人民军
第7军团（约3万人）到吉林省整训任务交给磐石县人民政府。
磐石县人民政府接受任务后迅速行动，发动全县群众出房出物，
妥善安置朝鲜人民军。到11月21日，磐石县人民政府为朝鲜人
民军提供高粱米93.4万斤、大米20万斤、菜金23.78亿元（东北
币），保证了朝鲜人民军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1952年10月，吉
林省人民政府接到东北人民政府安置朝鲜难童的指示。其中，4
岁-14岁朝鲜儿童共7608人，同时还有朝鲜工作人员1082人。
接到任务后，全省各安置部门立即行动，准备安置事宜，为朝鲜
儿童进行健康检查，并对朝鲜儿童全部供应细粮。各安置地还根
据儿童年龄特点，开办了13所初等学院、5所爱育园、6所人民
学校。在接收安置朝鲜儿童工作中，舒兰县委、县人民政府受到
东北局民政部表扬，并将安置经验印发给东北各省。战争期间，
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被美机炸毁。经国务院批准，文化部责成东
北电影制片厂（今长影）协助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完成拍片任
务。从1951年5月开始，朝鲜国立电影制片厂利用东北电影制
片厂设备和器材先后拍摄了《少年游击队》《为了祖国》等7部故
事片，制作了《粮食战线》《八·一五》《走向胜利》等12部纪录片。

71年前，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吉林人民以“以人
人争当战斗英雄，个个要做支前模范”的爱国主义精神竭尽所
能、无私奉献，这种精神是夺取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力和
源泉，在这种精神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艰难险阻，没有不可战
胜的敌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这种精神
更加可贵，已经和必将永远成为吉林人民的精神动力。

（据《吉林日报》）

吉林省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后援地
●王永君

聚焦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血 脉

Ｂ 白城记忆

文
化
产
品
（
五
）

有节即是有所节制，有所保留，不把弓
拉满，不将势用尽，预留出腾挪空间和回旋
余地，避免陷入亢龙有悔、势尽反败的困
境。

《韩非子》中讲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故
事。一个楚国人，既卖盾又卖矛。他夸耀
自己的盾说：“我的盾坚固无比，没有什么
东西能够穿透它”；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
的矛锋利极了，任何坚固的东西都穿得
透”，结果是把自己置于逻辑的死胡同，进
退不能，就因为他把话说得太满了。

《庄子·外篇》也讲了个类似的故事，战
国时期有个叫东野稷的人擅长驾驶，他
在鲁庄公面前夸下海口，他驾车无论是
进还是退，车轮的痕迹都像木匠画的墨
线那样直，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旋转打
圈，车轮的痕迹都像木匠用圆规画的圈
那么圆。鲁庄公叫他驾车表演，说一圈
两圈不叫本事，兜一百个圈子再返回原
地那才叫高手，结果东野稷车仰马翻，输
了个底朝天。

可见，凡事皆有度，过则生变，再强的
硬弓，势穷力竭之后，连薄如蝉翼的丝绢都
不能穿透，故而先哲才语重心长地劝诫：

“势不可使尽，福不可受尽，话不可说尽。”
尽则满，尽则竭，尽则穷，古今中外，莫不如
是。

鉴于此，为防止重蹈“尽”的覆辙，《管
子》提出量力而行，勤俭节约，避免消费无
度造成奢侈浪费，“审度量，节衣服，俭财
用，禁侈泰”，否则，居家就会难免饥寒，治
国就会面临危险。唐代贤相陆贽也强调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
用之无节，则常不足”。成书于清代的《格
言联璧》则认为，凡事都要知道有所节制，

“言语知节，则愆尤少。举动知节，则悔吝
少。爱慕知节，则营求少。欢乐知节，则祸
败少。饮食知节，则疾病少。”言行举止，饮
食起居，看似平平常常，微不足道，但其中
的学问却不可小觑，知道守正有节并躬行
不辍一以贯之，这很难，却也很重要，古人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修身，强调小事也
要做好，就是因为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
成败。

有节不只是一种值得推崇的生活态度，
更是极具远见深识的大智慧。

古人曾发明一种特殊的“座右铭”，名
曰欹器，其上有双耳可穿绳悬挂，底厚而收
尖，口薄而敞开，其上放置匀速滴水，特别

之处在于它“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古
人制作此器的目的在于提醒人们，凡事都
要懂得节制，刚刚好是最高境界。孔子有
感于此，谆谆告诫他的学生，只有做到智慧
超群而不显锋芒，功高盖世而不居功自傲，
勇武无敌而示以怯懦，谦虚谨慎，戒骄戒
躁，才能保持长盛不衰。

有节要求懂得守拙与谦退，有功劳推
一推，有机会让一让，“行不去处，须知退一
步之法；行得去处，务加让三分之功”，风光
不独占，“众乐乐”强于“独乐乐”。有节要
求懂得知足常乐，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知道
自我克制，做柳宗元笔下喜欢背东西、生性
贪得无厌的小虫子蝜蝂不仅累，而且也没
有好结局，而见到别人在物质上强于自己
也不必眼红，要知道“良田万顷，日食三餐；
大厦千间，夜眠八尺”，真正要紧的是在精
神境界上的见贤思齐。

有节则无虞，懂得有节也许并不难，要
做到有节却需要大智慧，这其中的取舍之
道，值得我们细细琢磨。

有 节 则 无 虞
●马军

王岩剪纸作品《美
丽的向海我的家》

李
锐
士
剪
纸
作
品
《
孔
夫
子
像
》

安秀侠剪纸
作品《百寿图》

白菜，古称“菘”，古人
认为，白菜具有松树般傲霜
斗寒，凌冬不凋的特性，于
是其名就用“松”字加了个
草字头 ，成了一个“ 菘”
字。恰如 《埤雅·释草》 所
载：“菘性凌冬晚凋，四时常
见，有松之操，故名菘。今
谓之白菜，其色表白也。”

秋冬，正是白菜上市的
旺季。唐代白居易吟咏白菜
道：“浓霜打白菜，霜威空自
严。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
甜。”诗人表达的是风刀霜剑
带给自己久经历练的淡然，
其实，从科学角度来讲，白
菜对低温环境自有一种适应
能力，在寒冷的侵袭下，白
菜自身多糖水解成单糖，细
胞液浓度升高。因此，它不
仅没有被寒霜打倒，反而去
掉青涩，由此变得醇厚丰
满，更加甜美。

白菜以其甘美的品性，
博得了历代文人雅士的青
睐。宋代范成大直言白菜比
肉还好吃：“拨雪挑来踏地
菘，味如蜜藕更肥醲。朱门
肉食无风味，只作寻常菜把
供。”清代汤成功的《题〈菜
羹图〉》诗云：“十亩菘花陇
外香，田家况味逊膏梁。谁
知一入高人手，别有山风野
露香。”在其看来，百姓家的
日常白菜虽不及富贵之家的
肥美食物，但一经巧手烹
制，却别有一番风味。

提起白菜，就想起了大
画家齐白石。齐白石一生非
常喜欢画白菜，常以其肥
大、嫩白、翠绿的特点入
画。他笔下的白菜新鲜水
灵，生机盎然，看上去饱满
又结实。他有许多著名的白
菜画作，如枇杷白菜、白菜
昆虫、白菜辣椒等，妙趣横
生。他其中在一幅白菜辣椒
画作上题写道：“牡丹为花之
王，荔枝为果之先，独不论

白菜为菜之王，何也？”齐老
为白菜鸣不平，话中充溢着
对白菜之喜爱。

有位画家想学齐白石画
白菜，可是却怎么也画不
像，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
就去问齐白石画白菜到底有
什么诀窍。齐白石听后哈哈
大笑：“你通身无一点蔬笋
气，怎么能画得和我一样
呢？”齐白石出身农家，熟悉
白菜，了解白菜。在齐白石
眼中，如果一个人通身无一
点“蔬笋气”，当然画不出像
他那样的白菜。他还作了一
幅以白菜、竹笋等为主题的
画作《蔬笋图》，并在画上题
写道：“入酒肆，食鸡豚者，
不知蔬笋味，余故画之，以
晓士大夫。”

齐白石将画白菜之浓淡
墨色喻为“苍生色”。白菜一
生朴实可爱，带着浓浓烟火
味，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
家常菜谱的常客，常吃不
厌。于是，人们视白菜为

“百姓之菜”。
据记载 ，明代万历年

间，江西铅山县令笪继良勤
政清廉，曾立有一块“白菜
碑”，碑上刻一株硕大白菜，
并书“为民父母，不可不知
此味；为吾赤子，不可令有
此色”，立于县衙门口。其意
为：作为地方父母官，不能
只图自己安逸享乐，不问民
间疾苦，不知青菜的滋味；
作为子民百姓，不能让他们
缺衣少食，面带菜色。

笪继良主政铅山期间，
正值明王朝后期，统治阶段
的苛捐杂税、地主豪绅的巧
取豪夺，压得穷苦百姓喘不
过气来。笪继良上任，励精
图治，力改弊政，铅山百姓
在朝廷的狂征暴敛和地主的
盘剥压榨下得以安居。士民
深怀其恩德，集资兴建“笪
公”生祠以祭祀。

晚菘历霜味更甘
●缪士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