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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的草原令人神往，内蒙古的
沙漠更令人陶醉。来自内蒙古各地的
五彩细沙，在画沙人的手中，流成了一
首首飘向远方的诗。

乌日尼勒图：打造瓶子里的草原

在锡林浩特市中国马都文创园乌
日尼勒沙艺工作室内，摆满了各种特色
的沙瓶画。沙瓶画是一种独特的绘画
形式，需要制作者将各色沙子灌入形态
各异的玻璃瓶中，过程中不使用任何粘
合剂。

“沙子的可塑性强，用特殊的工具
如针、小勺子等，一点儿一点儿填充，勾
勒出沙的造型，沙子与沙子挤在一起就
构成了骆驼、马、蒙古包，慢慢形成一幅
画。”制作者乌日尼勒图说。

乌日尼勒图的沙瓶画是用锡林郭
勒当地的沙子进行制作，沙子种类大概
有30多种。据他介绍，大一些的圆瓶
相对容易，而扁瓶内需要双面作画，更
需要难度，瓶口越小难度越大。

在各大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叫“沙
艺哥”的沙瓶画制作者，拥有上万粉丝，
那就是乌日尼勒图。基本上，每晚 8
点，他都会准时出现在直播间，向全国
各地的网友介绍沙画艺术，答疑解惑。

平时他会将随手捡来的各种玻璃
瓶制作成精美的沙瓶画，并将其剪辑成
视频更新出来，新颖有趣的视频经常收
到数万人点赞。直播带货让乌日尼勒
图乐在其中，与网友交流互动，是他最
快乐的事。

乌日尼勒沙瓶画是乌日尼勒图自
创的草原特色旅游纪念品，目前已经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是具有环保属性的艺
术品。今年，他又研发出新产品——立
体沙雕。为了提升自己的技术，近年
来，他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和比赛，曾获
得“全国休闲农业创意精品大赛华北东
北地区产品创意银奖”、第十届中国美
术书画艺术大赛三等奖等。2015年，

在内蒙古旅游商品大赛上获得银奖。
2018年，他的作品在“多彩中国——民
族微型艺术国际大展”中被意大利贝纳
通学术研究基金会永久收藏，并参与了

“意向世界”国际巡展。
乌日尼勒图的家乡在苏尼特草原，

所以他的作品主要依托草原文化。将
草原的美景浓缩在小小的瓶子当中，沙
瓶画作品被人们带到世界各地，就是他
的初心和梦想。

苏龙嘎：沉醉于阿拉善的沙

与沙画师苏龙嘎相遇，是在一次展
览上，作为一名女沙画师，她的作品细
腻敏感，展现了查干特莫沙画的别样风
情。最让苏龙嘎自豪的，是她来自阿拉
善，还有阿拉善的沙。

“阿拉善的沙子有200多种，各地
地质不一样，沙子颜色也不一样，红色
沙子来自吉兰泰镇，黑色和棕色沙子来
自额济纳旗。有时候，你会感觉很多沙
子是一个颜色，其实不是，颜色的细微
差别必须要拿在手中进行比对，才能看
出来。”苏龙嘎说。

“我喜欢用细沙，不喜欢用粗沙。”
说到沙画的制作，苏龙嘎兴致勃勃。她
介绍，阿拉善查干特莫沙画都是采用阿
拉善当地天然沙粒制作，色彩都是纯天
然。沙子取来后，要经过筛选。先把主
体画出来，然后抹胶、上底色，用沙子把
主题全部撒出来。

“用手工撒出来的沙画，特别自然，
动物的毛发栩栩如生。”苏龙嘎说，每个
地区的沙画做法都不一样，她制作的沙
画都是纯手工撒出来的，不是用笔画出
来的。

阿拉善是一个有历史有故事的地
方，苏龙嘎的作品中不仅有动物也有人
物，阿拉善的骆驼、风景都是她的灵感
来源。在额济纳博物馆，陈列着一幅她
创作的长8米、宽1.4米的巨幅皮沙画
《东归英雄》，展现了渥巴锡汗率领土尔
扈特部回归祖国的历史故事。

苏龙嘎从事沙画创作多年，观察到
沙画大多制作在木板和纸板上，不方便
携带，很多人因此放弃了购买。她潜心
研究，对沙画载体进行创新，将沙画和
皮画进行结合，创作出了皮沙画，这种
沙画不怕卷、不怕摸，更不用担心沙子
脱落，实现了顾客远程定做邮寄的需
求。

担任阿拉善少数民族民间艺人协
会副秘书长期间，苏龙嘎多次组织开
办沙画技能培训班，传授沙画技能，
为阿拉善沙画艺术贡献着自己的一份
力量。

阿拉塔毕力格：画中有话

说起浑善达克沙画，没有人不知道
阿拉塔毕力格。他将内蒙古沙画带到
了世界舞台，目前，他的工艺美术作品
被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心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雕塑专家委员会
评审评定，当前的润格已达到3万元/
平方尺。

阿拉塔毕力格的沙画作品代表了
内蒙古沙画的较高水平。今年7月，经
过测评考试，阿拉塔毕力格获得了中国
工艺美术大师的称号，达到了国家艺术
职称、国家美术师职称审定标准。

出生于1982年的阿拉塔毕力格，
虽然还只是一位年轻的画师，但对沙画
的理解却十分深刻，不仅仅是因为他土
生土长在这里，更是源于对自然环境的
热爱。

小时候，他就喜欢用沙粒拼出各种
形状，长大后，他自创浑善达克沙画，坚
持“取一捧沙，植一棵树”的信念，在家
乡正蓝旗坚持沙画事业的同时，恢复当
地生态，取沙、种树是他工作的常态。

“沙画另辟蹊径，就地取材，将沙子
变害为宝，创造出神奇的沙画作品。”
这是阿拉塔毕力格对沙画的理解。

“在沙画中你看见了什么？”阿拉
塔毕力格喜欢用沙画讲故事，通过沙画
表达一些想法，传达一些东西。

目前，他担任世界文化艺术研究中
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委
员、香港特别行政文联美术家协会会
员。同时，他也是正蓝旗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长，至今创作了2000多幅沙画作
品，徒弟上百人，获得奖项不计其数。
曾创作 36 平尺沙画作品《元上都遗
址》，制作162平尺《胡杨林》沙画被认
定为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幅纯天然沙画
作品。2019年，个人沙画作品成功入
围人民大会堂展示区。不久前，阿拉塔
毕力格用家乡纯天然颜色沙粒制作抗
疫沙画作品《中国必胜》，表达自己对抗
疫英雄的敬意。

这些来自内蒙古各地的沙画师们，
用家乡的沙子讲述家乡的故事，用最自
然、最淳朴的色彩描绘着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憧憬。他们是用沙子绘画的艺术
家，也是来自草原的画沙人。

□文/图 本报记者 徐跃

呼伦贝尔不仅有美丽的草原，还有
各式各样的珍贵玉石，在一位年轻玉雕
大师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呼伦贝尔的
奇石世界。

于昊明从事玉雕这一行已经有20
多年，而他自己才刚满30岁。因为家
庭原因，于昊明从小就对石头非常感兴
趣，“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家里人在山
上、河边、农田里寻找各种类别的石
头。直到20岁，一次机缘巧合下认识
了玉雕启蒙老师宋少军，拜在其门下5
年，学习各类玉雕技法。随后又经前辈
介绍到苏州精修了其它玉雕技法。”于
昊明说。

出师之后的于昊明回到了家乡呼
伦贝尔，开始了与呼伦贝尔当地石材的
奇妙故事。

于昊明说：“刚开始我认为呼伦贝
尔当地的各类石材没有传统的中国四
大名玉可雕性强。但是在全身心研究
之后，我才发现当地的石料一点也不
差。”

“当地的玛瑙色泽丰富并且自然醇
厚，自然光下透彻轻盈，用其承载出来
的作品灵动性极强。”

“呼伦贝尔的鸡肝石也是极具收藏
价值，大体主要分为两种颜色，一种是
充满激情的红色，另一种是充满生机的
绿色。当地的鸡肝石质地细腻油润，用
来承载仿古类和瑞兽类题材的雕刻内
容是再好不过了。”

还有不得不提的呼伦贝尔彩玉，呼
伦贝尔彩玉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因为其
颜色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并且质地油
腻温润，自然光下光彩夺目。用它的俏
色雕出的作品令人惊叹，可雕性和可塑
性非常强。

于昊明说：“自从呼伦贝尔彩玉横
空出世，就让很多玉石玩家爱不释手，
让很多的玉石雕刻师为之疯狂。呼伦
贝尔的石材种类可以说是数不胜数，还
有很多小石种也是非常不错的雕刻材
料，雕出的作品丰富多彩，蛋白石就属
于呼伦贝尔彩玉的一种。”

一次意外的发现和尝试，他发现呼
伦贝尔的泥石也是非常不错的雕刻石
材，经过几次尝试和改进，他利用当地
的泥石开发出了以民族元素为主题的
雕刻作品《蒙古马鞍》《马头琴》等，并且
在文创比赛中获得了诸多荣誉。

2019年的夏天他和一些石头爱好
者成立了“呼伦贝尔奇石协会”，成立协
会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把呼伦
贝尔各地的石材展现给全国的石友们。

“2019年的年末，我们成功地举办
了呼伦贝尔奇石成品展，通过这次展
览，我们将当地石种的知名度打开了。”
于昊明说。

经过不断的学习，2019年于昊明
所在的工作室被呼伦贝尔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评选为“呼伦贝尔民族工
艺制作大师工作室”。“因为这次的评选
我更坚定了自己的目标，我想通过我的
作品，更好地向喜欢石头的朋友和不了
解呼伦贝尔石材的朋友介绍当地石材，
让大家对我们当地的各类石种有更深
入的了解。同时，在以后的玉雕道路中
开发出更多以当地石材和文化为基础
的作品。”于昊明说。

最微小的沙粒，也是最
有力量的分子，它们随风飘
荡，却具有最强大的叙事能
力。这些仿佛具有生命的
颗粒，透过沙画师的双手，
一扬一撒，凝结成画，演绎
出草原一幕幕动人的故事
与传说。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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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日尼勒沙艺作品。

乌日尼勒图制作的沙雕作品。

沙瓶画《蒙古包》。

乌日尼勒图制作的沙瓶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