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
海
龙
：
我
其
实
就
是
个
铁
匠

石家庄西部的鹿泉，有一处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之地。幽林深处有一间

门前小桥流水、屋内金属闪光的铺子。

店铺的主人是郭海龙。

郭海龙的头上光环耀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间工艺美术大

师”；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就连功夫巨星成龙、相声大师姜

昆、钢丝王子阿迪力都会请他制作一幅肖像。

但郭海龙自己却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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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叮叮叮”、“当当当” ……

30 年来，这样的声音一直响在郭

海龙的耳边。他的耳鼓膜无法抵抗这

日复一日的噪音，听力开始下降。

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说塞棉花球

可一定程度减低噪音对鼓膜的伤害，但

铁锤敲打时的震动，照样能通过手臂上

的神经传导到耳朵。

可一个铁匠，如何能放下手中的铁

锤？

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民

间工艺美术大师，是河北省级非遗传

人，他的作品入选过全国美展，那还是

在没有798也没有宋庄的时代，河北博

物院也收藏了他《太行风情》系列作品

50余件。著名书法家启功亲笔为他题

过词——“铁笔传神”，省文联副主席旭

宇也称他的手艺“华夏一绝”。

人们都在期待着他的下一幅作品

问世。

只好在每次拿起铁锤前，先拿起棉

花球。

年轻时做焊塑——那是焊接背景

强大的乌克兰最先发明出来的。郭海

龙的同事从杂志上发现后便学着做。

对当时在飞机制造厂钳焊车间工作的

郭海龙来说，这门艺术似乎就是为他而

发明的，于是也搞起了焊塑。

第一件焊雕作品是一头牦牛，至今

还威风凛凛地立在家中案头。

几年后，郭海龙就参加了在北京举

办的埃森博览会。四年举办一次的德

国埃森博览会相当于焊接行业的奥林

匹克。郭海龙的作品是《猪》，被一位其

夫人专门收藏猪的外国人买走了。

令郭海龙至今感到遗憾的是，他早

期的一件焊雕作品黄牛，原本送去工人

文化宫展出，却被主办方给弄丢了——

其实肯定是有人私下拿去收藏了。性

情温和的郭海龙也未深究，被人收藏总

也算是对他作品的肯定吧。

“弧光下的艺术”听上去很美，但弧

光却一次次灼伤了他的眼睛，让他的双

眼早早就患上了白内障，只好又去找医

生。

别人的白内障手术只要两三分钟，

他的时间却加了几倍。医生说，再发展

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长久的伏案低头劳作，颈椎不行

了，每隔一会儿就僵硬到不得不抬头转

动一下。多年待在阴暗潮湿的小屋，腰

椎也出了问题，走路总是下意识地用手

撑着腰。

二
生命的轨迹总有来路可循。

郭海龙出生于干部家庭。

他的父亲17岁就离开家乡参加

军队，在著名的“忻口战役”中跟

鬼子拼过刺刀。

父亲在山西交城担任区长

时，有一次被鬼子围在了一个村

庄。当敌人威胁不交出八路就要

屠杀全村时，他挺身而出，掩护了

全村的乡亲，自己却被捕入狱。

郭海龙提到这一场景，特别

为父亲骄傲，说父亲就像电影

《小兵张嘎》中的老钟叔。

几十年后，当父亲回到交城

旧地重游时，十里八村的乡亲

们，都赶来看望救了全村百姓的

郭区长。

新中国成立后，又上了五年

大学的父亲，担任了兵工厂的厂

长和总工程师。

因为这些经历，文武全才的

父亲总是告诫儿女们，一定要掌

握一门手艺。

大概是家庭气氛的浸染，郭

海龙的哥哥姐姐们从小都喜欢

画画。所以郭海龙在十一二岁

的时候也拿起了画笔，画素描，

画水彩。

画着画着就有了目标，要报

考中央美院。大约总还是欠缺

点火候，所以考试落榜。17岁，

在父亲参加革命的那个年龄，郭

海龙也穿上军装当兵去了。

他当的是空军，在航校的修

理厂。本应去车间干活的他却

当了资料员，绘画才能有了用武

之地。整天出黑板报，画幻灯

片，还用水泥给连队的喷水池雕

了一个两三米高的鲤鱼跃龙门。

复员后郭海龙分到飞机制

造厂钳焊车间，干的是钳工那套

活。后来搞铁板浮雕，所有的工

具全都自己做，这得算是当钳工

练就的童子功。

三
采访郭海龙时，我要求看看他的

手。

尽管用水洗过，他的手仍是一眼看

去粗糙不平，手心都磨出了茧子，是30

年锤与肉磋磨留下的印记。

妻子卢丽敏曾是个文青，为他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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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铁匠

铁板、榔头、錾子

是他须臾不离的伙伴

清脆震耳的声响

是他灵魂的歌声

他是用双手——放声高唱。

其实郭海龙可以不选这条路。二

十世纪 90 年代企业效益不好，他有机

会调到更好的单位去。但他实在放不

下已经开始了的铁板浮雕，就干脆停薪

留职了。

开明的母亲为他腾出了放杂物的

小屋，贤淑的妻子也承担了全部家务。

五平方米的屋冬冷夏热。怕敲凿声惊

扰邻居，夏天也要蒙上厚厚的门帘隔音。

郭海龙不善言辞，每天只是千万次

对着眼前的铁板敲来敲去。

铁板浮雕是把绘画、雕塑、钳工、钣

金等技艺融合到一起的艺术。每幅作

品要经过绘画、拓稿、阴文、起鼓、烧色

等十余道工序。

其实在中国，金属雕刻的历史从春

秋战国就开始了，称为“錾刻”，金银铜

器上常见花鸟鱼虫，山水仙人等，但在

铁板上雕刻，郭海龙却是古今第一人。

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郭氏铁

板浮雕”的声名飞出了五平方米的小

屋。央视《走进幕后》、《财富故事会》、

《家庭》等栏目纷纷报道，连英国的路透

社也跑到小屋一睹这个中国民间奇人。

著名策划人王平久，就是写出了奥

运会主题曲《我和你》的词作家，也曾带

着钢丝王子阿迪力和整个60人的团队

走进过他阴暗的小屋，并曾在上海世博

会期间邀他常驻。

此时的郭海龙，已修炼成所有人眼

中的大师。

后记

去山上拜访

郭海龙。汽车不

能直达，须在半途

下车换乘景区公

交。

司机的车开

得生猛，山间的几

个急转弯儿，惊得

我 几 乎 灵 魂 出

窍。我想他必定

是为了多拉客而

赶时间。小伙子

解释，因一路全是

上坡，开得慢便无

法爬坡，所以要加

足马力。

了解了郭海

龙就发现，他的人

生就一直在加足

马力。非遗传承

人不是浪得虚名。

只是，满世界

都看到了他的绚

烂，却没人能体会

那足可令人窒息

的孤冷与寂寥。

全部情感都

寄予了冷硬的铁

板。

五度去西藏，

收获了感动。藏

族阿妈手转经筒，

在他的铁板上呈

现着圣洁的光，也

让他的心更加安

详。

夫人说得很

对，他的作品“是

寂寞里开出的花

朵”。而他说的也

没错，他真的就是

一个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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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活法，
而他们更与众
不同。让我们
来记录那些独
特、传奇、精彩
的人生。

线索热线：
18632166221

信箱:
yzhzhou
mo@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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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龙作品《祈梦》

年轻时的郭海龙 伉俪情深

郭海龙在工作室郭海龙在工作室

郭海龙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