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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萨仁老师清晰地记得，就在 7 月 15 日，习
总书记来到赤峰市松山区兴安街道临潢家园社
区，当时她正在给社区“民族融合小课桌”的孩
子们上课。当看到萨仁和孩子们共同完成的纸
艺作品《56 个民族是一家》时，习总书记高兴地
说：“非常好！非常有意义！”

总书记赞美的作品《56 个民族是一家》就
是红山蒙古族纸艺的代表作。早在 2016 年 6
月，“红山蒙古族纸艺”就被列入第五批自治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它的名气虽不算大，但足够有特色。
“红山蒙古族纸艺的特点，就是手撕、拼贴、

拼色。内容和题材主要是以蒙古族人民生活、
文化礼仪、宗教信仰、民俗活动等作为创作内
容。它是由剪纸技艺创新而来，在推陈出新的
过程中，赋予了独特的民族风情。”萨仁说。

萨仁是红山蒙古族纸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1967 年 5 月出生于内蒙古通辽
市扎鲁特旗。母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剪花、绣
花能手，她受母亲的影响自幼酷爱美术，1986
年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系，开始跟随蒙古
族著名学者、著名剪纸艺术家、内蒙古师范大学
教授阿木尔巴图学习剪纸。

在继承民间传统剪纸的同时，萨仁探索出
了一条适合表现蒙古族精神、优秀文化的新路
径，继承传统的单色、拼贴剪纸的同时又创新了
撕纸拼贴、撕纸彩绘、皮剪纸、皮彩绘剪纸等形
式。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探索，最早是制作一些
比较粗犷的剪纸，后来开始探索撕纸，在此基础
上进行拼贴，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这个特色。

“撕纸的边界不是很整齐，会产生一种粗犷

感，再加上各种颜色的拼贴，色彩又很丰富炫
丽，和蒙古族豪迈和大气的性格特质很贴合。”
萨仁说。

萨仁的作品主题明确、构图严谨，在色彩的
运用上也比较明亮大胆。例如作品《赛马》，表
现的是蒙古族赛马的场景，运用了对比色红色
和绿色、白色和黑色，表现力强，更能凸显出蒙
古族的人文特点。在保留传统的同时，融入现
代手法，塑造形象、表达情感。

当然，红山蒙古族纸艺作品的原材料还不
局限于纸，她的很多作品是用皮革刻制而成
的。“内蒙古是皮革的故乡，蒙古族的生活离不
开皮革。皮革质地粗糙，且柔韧，适合剪刻。在
没有发明纸的年代就是剪刻皮革。用皮革制作
既能突显地域特色，又能和其他省市剪纸区分
开，打造内蒙古地区自己的品牌艺术。”萨仁
说。

30 多年来，萨仁创作出了大批红山蒙古族

纸艺作品，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她多次参加国
际研讨会和展览，她的作品先后在法国、瑞士、
新加坡、日本、泰国等地展出，获奖无数。

令她印象深刻的是 2014 年，《吉祥草原系
列》荣获“中国梦·草原情”剪纸艺术作品展金
奖；2018 年，《丝绸草原》在中华剪纸巡回展香
港站展览中获一等奖。今年又有一些突破，在
3 月 7 日举办的中华剪纸巡回展（泰国站）展览
中，她的作品《扎鲁特》荣获一等奖。她说，大家
肯定她的作品，让她信心满满。

多年来，萨仁经常进社区、入学校，到农村
去。她说：“做这些的目的就是传播民族文化，
让更多人了解红山蒙古族纸艺。”

萨仁坦言，总书记的到来给了她极大的鼓
舞。总书记嘱托，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
传承，支持和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培养好传承
人，一代一代接下来、传下去。

目前，萨仁正在积极规划，努力实现自己的

理想：建立红山蒙古族纸艺展示传习馆，扩大对
外宣传，提高影响力和知名度；开设培训班，不
断扩大传承人队伍，传承剪纸，弘扬民族文化，
让剪纸艺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开展非遗进社
区、进机关单位、进部队学校等活动，进一步扩
大项目影响，打牢群众基础；撰写有关红山蒙古
族纸艺研究文章，创作大量纸艺作品，加强对外
交流；2019 至 2020 年，建立赤峰地区示范推广
基地；2020 至 2023 年，建成国家级示范推广基
地⋯⋯

萨仁说，传承弘扬红山蒙古族纸艺是一件
具有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社会价值、科研价值
的事情。为传承中华文化、民族文化，她会一如
既往，更加努力。

传承人们多年来默默地坚持与付出，让古
老的技艺得以传承，民族技艺之花开遍世界。
萨仁的梦想还有很多，每一个梦想都在实现的
路上！

知青们在机耕生产队农具场参观。

知青们在永胜观光采摘园木耳种植基地合影留念。

苏沁牧场地处祖国北疆，内蒙古的东北角，辽阔的
呼伦贝尔大草原腹地，是个今天也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
的地方。

曾几何时，当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新
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首当其冲要解决的是
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陆续成立和诞生了一大批农垦企
业，苏沁农牧场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建场伊始，白手起家，老一辈的苏沁人还清楚地记
得，当时整个农牧场的全部家当是仅有的 960 亩撂荒
地，223 头（匹）农用役畜和一些破败不堪、难以遮风挡雨
的土坯房。创业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展开
的。50 年来，几代苏沁人艰苦创业，硬生生用一双勤劳
的双手在广袤无垠的荒原上，书写出农垦人战天斗地、
负重前行的时代华章。

今天的苏沁，场容场貌、队容队貌和职工的生活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逢盛夏，沃野千里、阡陌纵
横、麦浪滚滚、油菜飘香，整个农牧场生产过程，实现了
机械化。目前苏沁农牧场拥有 35 万亩肥沃的良田，185
台（套）各类大型农业机械，实现粮油总产 10.084 万斤，
经营利润达到 4500 余万元，职工人均收入 6.3 万元，黑
土地上的收获物阜年丰，硕果累累。抚今追昔，苏沁人
思绪万千、感慨万千。

时光回到 1969 年，304 名风华正茂的海拉尔市知
识青年响应号召，告别城市，告别父母，来到苏沁插队落
户。这批年轻人的到来，无疑成为苏沁农牧场未来发展
与建设的后备队与生力军。苏沁有了年轻的身影，苏沁
有了青春的活力。那一刻苏沁的生命律动如此生动，那
一刻苏沁的发展蓝图开始擘画，还是那一刻，牧场职工
和知识青年联手，共同书写属于他们的创业史。

知识青年的到来，无疑给平静的苏沁带来了青春活
力。然而当热闹的欢迎场面褪去，这群来自城里的孩
子，将开始面临具体而实在的日常生活，开始迎接接踵
而至的挑战。

这些知青，大的高中毕业，刚满 18 岁，小的还没读完
初中的课程，只有 16 周岁。今天看来还是懵懂少年，还
可以在父母面前任性。但是一来到这里，大家稍加休整
就被分配到各生产队的生产岗位，和农牧厂的职工一起
投入到春种、夏管、秋收、冬藏的农业劳动当中。康拜因
收割、打草机打草、小麦场院上垛、砖瓦厂脱砖坯、建筑
工地帮工⋯⋯凡是农牧场职工的工作岗位，都能看到知
青们的身影。日常生活中，挤牛奶、剪羊毛、拉沙子、打
拌子，更成为每个知青必须学会和完成的常规性农活。

面对每天周而复始的生活，困难远比想象的大得
多。居住的土坯房夏天漏雨，冬天透风，隆冬时节夜晚
墙上挂霜，常被冻醒。进入盛夏蚊虫叮咬，奇痒无比。

农牧场的环境是艰苦的。呼伦贝尔的冬天寒冷而
漫长，气温常常在零下 30℃以下。一次正值隆冬，一个
组的女知青，身着翻毛皮大衣，脚蹬毡嘎达，头上戴着
大皮帽子，全副武装，套上牛车去较远河槽拉沙子。没

成想在返回的路上，一头牛突然受到了惊吓，挣脱了柍
具在白茫茫的荒野狂奔，随后其它牛见状，也一同狂
奔。事情来得突然，吓傻了这些不知所措的女知青。
当这些筋疲力尽的女孩子跌跌撞撞返回驻地时，已是
漆黑一片的深夜，那一刻她们抱头痛哭。

还有一次，正值深秋时节，一位刚满18岁的男知青和
农牧场职工盛文忠师傅，每人赶一辆马车去很远的草甸
子给队里的马匹拉过冬的草料。当赶着装满草料的马车
返程途中，前面盛师傅的车走得较快，转过了一个山头就
不见了。为了能赶上前面的车，知青拼命地抽打马匹，没
想到由于装车经验不足，加上山路崎岖颠簸，小山一样的
草撒了满地。那一刻，无助、寂寞、饥饿、疲惫、委屈一起
涌上心头。正在难过时，赶在前面的盛师傅发现掉队的
知青，及时赶回，手把手帮他装车固定才又踏上返途。当
知青聚会时，大家谈及此事，既为当时的幼稚好笑，也从
盛师傅身上感受到了农场职工亲人般的温暖。

恶劣的环境磨砺了人的意志，超强度的劳动锻炼了
人的体魄，多种多样的农活让我们掌握了生存的本领。
许多年之后，回顾难忘的知青岁月，每个人心中都会涌
起一股豪气——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苦都不
怕！

农牧场的生活是单调的。今天，当我们徜徉在城市
美仑美奂的高楼大厦，充分享受信息化和物联网带给我
们的高效快捷，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包括购物、缴费、订
票、送餐、打车等一系列服务。这在当时是想都不敢想
的。当年插队时，唯一能带给我们一些新鲜感的，就是
生产队那只有几十平方米的供销社。在物资匮乏的年
代，能在这里购买到想要的生活用品是他们最幸福的

事。
农牧场的生活也是刻骨铭心。一次在中秋时节开

展小秋收，组织采摘野果，一个女知青一不留神被毒蛇
咬伤了手指，其他知青见状，当即用在农场职工那里学
到的急救知识，用手绢勒住手腕，用嘴吸吮出毒液，为后
续治疗争取了宝贵时间，挽救了这位女知青的生命。在
苏沁插队的岁月里，知青与知青之间，知青与职工之间
相互帮助的感人故事数不胜数，正是这种真情互助，使
我们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成就了人生弥足珍贵的战
友情谊。

苏沁是一块难以割舍的黑土地，当年那些质朴善良
的农牧场老职工，视知青如己出，言传身教，关爱有加，
无疆大爱，润物无声，用真情温暖着这些懵懂的孩子
们。知青们在这里学会了生活的本领，学会了生产的技
能，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做人的道理。50 年后回头看，知
识青年在这里扎根落户，也在这里长大成人。

今天，当 87 名当年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再一次踏上苏
沁的土地，带来的是 304 名全体知青对第二故乡的祝
福，带来的是对黑土地割舍不断的深情。大家怀着热
切、期待的心情希望早一刻赶到苏沁，在久别重逢的现
场，大家辨认着彼此，在人群中寻找当年熟悉的面孔，互
相叫着小名，喊着绰号，重温 50 年前留在心灵深处的故
事和打上烙印的人生！

50 年的光阴，足以让一个满怀着梦想的青年变成花
甲老人，谈到知青岁月和逝去时光，他们打开话匣子，欢
快的气氛在苏沁的上空回荡。

插队后期，知识青年陆续返城，许多人失去了联系，
但苏沁这所社会大学的深造经历，为我们的人生提供了
不竭的动力，304 名知青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

有的和当地青年真心相爱，喜结连理，成为苏沁永
远的守护人；有的重拾书本，刻苦读书，搭上了高考的头
班车，成为社会的栋梁；有的入伍当了兵，为祖国安全保
驾护航；有的继续在苏沁的黑土地上大显身手，成了技
术能手、能工巧匠、劳动模范和生产标兵。

知青高俊强就是他们当中的优秀代表，留在苏沁的
高俊强继续奉献和耕耘在苏沁整整 26 个年头，在这里结
婚生子，后又成长为苏沁农牧场的掌门人，用自己的坚
守和奉献承诺了一代知青对黑土地的忠诚，继续关心、
帮助和支持着苏沁的发展，规划着苏沁的未来。也有一
些知青英年早逝，遵照其遗嘱埋在了苏沁的土地，实现
了与黑土地永恒的相守。

知青聚首，感受的是 50 年情感的浓缩，蹉跎岁月，
人生无悔，在这里几天所经历的一切，将化作一缕最美
的人生晚霞！我们祝福苏沁的明天更美好！

再见，苏沁，再见，苏沁的亲人们！
（图片由苏沁农牧场党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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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阴 荏 苒 ，岁 月 如
歌。50年前，304个风华正
茂、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告
别城市、告别亲人，踏上了
那片辽阔的黑土地。

近日，以中国共产党
成立 98 周年、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契机，以当年下
乡出发的时间为节点，这批
当年的知青代表，故地重
游，受曾经的第二故乡——
额尔古纳市苏沁牧场的盛
情相邀，踏上当年的知青创
业路，回到阔别多年的边陲
小镇，回到苏沁牧场⋯⋯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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