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荩 获得金奖的作品

《乐园———盛世太平》

均四岔河监狱供图

人到中年第六次“进宫”

“给自己制定一个小目标

……”

“长大后要当老师……”

“新年我希望可以……”

设定目标， 犹如航海者立指南

针， 方向始明。 为自己定下一个目

标并为之努力， 似乎是一件再正常

不过的事。 可是， 对阿翘 （化名）

来说， 他已经很久都不知道“目

标” 是什么了。

阿翘今年 47 岁， 小时候因为

患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而导致左腿

残疾。 由于身体的关系， 阿翘从小

就没什么朋友， 对学习也提不起兴

趣。 阿翘的家里人也没有接受过太

多文化教育， 说不出身残志坚这类

大道理， 只希望阿翘以后找一份能

养活自己的工作， 像普通人那样

正常生活。 阿翘初中毕业后没考

上高中， 家人便托人为他找了份

工厂流水线操作工的活。 阿翘虽

然腿脚不好， 但是手却很灵活， 干

起活来挺麻利， 和工友们相处得也

很融洽， 下班后还经常一起打牌吃

饭。

回想起来， 那或许是阿翘自力

更生后过得最平凡安稳的日子。 可

惜， 没多久， 阿翘就在牌桌上接触

到了毒品。 从第一口时被呛到， 到

后来不可自拔， 阿翘陷入毒品与犯

罪的泥沼， 浑噩半生。

贩毒、 盗窃、 诈骗……从

2000 年开始， 阿翘就不断在“进

出宫”， 吃完五次官司， 阿翘已人

到中年。 阿翘也想过要安稳过日

子， 但从来没有一技之长的他也不

知该怎么“过日子”， 于是又在浑

浑噩噩中走上了犯罪老路。 这一

次， 他因为诈骗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 并于 2021 年到四岔河监狱

服刑。

“不惹事， 但在服刑中并不积

极主动， 话也不多， 没什么明确目

标， 有种混一天是一天的感觉。”

这是阿翘的主管民警余峰钒最初对

他的印象， “平时他和家里人也有

联系， 主要是父亲和哥哥。”

阿翘年纪已经不小， 还有那么

多次前科劣迹， 家人能做到不离不

弃已是不易， 他们最大的期盼就是

阿翘“太平” 地生活。 在监狱， 有

民警看管教育， 他们反而是放心

的。 可是， 在民警看来， 如何让阿

翘在刑期中和刑满释放后都“太

平” 地生活才是难题。

非遗技艺“嫡传弟子”

“这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对牢狱生活已经“驾轻就熟”的阿翘

有时也会发出这样的疑问， 但能解

答这个问题的只有他自己。 也许是

想尝试改变， 也许是想给自己寡淡

的生活找些色彩，2023年，得知监区

有参加麦秆画艺术矫治项目活动的

机会后， 阿翘主动报名参加了。

阿翘曾见过监狱展示的麦秆画

作品， 毫不起眼的麦秆， 经过妙手

加工就成了令人赞叹的艺术品。 这

就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盐城大丰麦秆剪贴画， 也

是地处黄海之滨四岔河畔的四岔河

监狱在进行艺术矫治项目时发现的

“宝藏”。

四岔河监狱教育改造科民警杨

鑫是该项目的负责人， 他告诉记

者， 麦秆画由隋朝发展至今， 是一

门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民间艺术。

发现这一艺术宝藏后， 四岔河监狱

民警还意外得知该项技艺的传承人

吴永龙就在“附近”， 于是他们辗

转寻到吴永龙， 说明想通过艺术矫

治促服刑人员新生的计划。

“没想到吴老师非常支持我们

的工作， 很快答应了与我们合作，

还到监狱亲自教授服刑人员麦秆画

技艺。” 就这样， 四岔河监狱于

2021 年成立了“清心” 麦秆画工

作室， 旧麦新装清心境， 意在清空

内心、 摒弃杂念、 弃恶从善， 让心

境至美。

杨鑫介绍， 近年来， 四岔河监

狱创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上善若水”的深刻内涵，打造以“水文

化”为核心的“清心”麦秆画、“濯心”国

画、“涤心”沙画的“三心三画，洗心洁

行” 绘画艺术矫正项目体系， 并拓展

“泓艺”音乐坊、“淮艺”戏剧社、“沐艺”

合唱团的“三艺三曲， 重塑新生” 音

乐艺术矫正项目体系。

虽然阿翘报名了麦秆画项目， 但

他什么基础都没有， 能学会吗？ 杨鑫

告诉记者， 参与艺术矫治项目的服刑

人员几乎都是“零基础”， 学习的过

程既是创造美的过程， 也是“新生”

的磨砺。

选麦秆、 高温脱脂、 温水浸泡软

化、 晾晒、 刮秆、 取秆皮层、 秆皮层

分类、 构图、 描图、 分解结构图……

在吴老师的精心指导下， “零基础”

的阿翘上手挺快， 十多道制作步骤他

不多久就学了个七七八八， 参与制作

的作品屡次获得好评。

阿翘当然也遇到过瓶颈， 在参与

制作一幅准备在监狱文化节展出的作

品时， 阿翘总是做不好那繁复的服饰

和细致阴刻， 在烙坏几次已制好的衣

摆贴片后， 他心中已磨平许多的浮躁

又悸动起来。 但每天都会去工作室跟

进成员们制作进度的杨鑫发现了这个

问题， 耐心沟通、 细心引导， 不知不

觉那些困住阿翘的难关竟也让他一一

通过了。 他的手在一次次制作中逐渐

沉稳， 心也在一次次的磨砺中更为沉

静。

出自大墙的“金奖”作品

吴老师和民警都对阿翘的麦秆画

“天赋” 很惊喜， 而更令人欣喜的是参

与项目后阿翘的变化， 他的眼里看到

了美， 也有了“光”。

让杨鑫印象深刻的是阿翘在完成

一幅竹子作品后分享的感悟， “他说

自己以前因为身体关系老是被看不起，

但是在做麦秆画后发现自己也是有价

值的， 他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努力会

被认可、 被珍惜。 他不是一个擅长言

辞的人， 说到这些的时候能明显感觉

到他的情绪波动。 他还说自己以后想

像竹子一样， 节节高， 明显对未来有

了希望和憧憬。” 杨鑫表示， 监狱开展

艺术矫治的目的之一就是在重塑服刑

人员人格的过程中， 用“美” 来陶冶

他们的性情，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回归人性的本真与健康状态， 从而更

好地回归社会。

克服种种困难， 通过自己的努力

完成一件作品， 本身就会有一种成就

感、 获得感， 在得到他人的肯定后，

这种收获感会加倍。

2024 年 11 月， 第十五届“艺博

杯” 江苏省工艺美术精品博览会举办，

四岔河监狱选送了由吴永龙指导的

“清心” 麦秆画工作室作品《乐园———

盛世太平》 参赛， 这幅作品在千余家

参展单位 （厂商） 和过万件工艺美术

作品中脱颖而出， 斩获“金奖”。

《乐园———太平盛世》 由全麦秆

制作而成， 生动刻画了五只熊猫悠然

自得的场景。 在洒满阳光的乐园中，

它们或剥食竹叶， 或围竹嬉闹， 或卧

地小憩，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

代理念得到了生动诠释。

《乐园———盛世太平》 的创作主

力虽不是阿翘， 但他也与有荣焉， 更

多了学习和创作的动力与热情。

“变得有目标了， 每天不再是浑

浑噩噩的状态。” 对于阿翘的变化， 余

峰钒的感受很明显，“他在写给家人的

书信里提到自己在学麦秆画，还准备以

后以此谋生，甚至给自己拟定了其他的

学习计划。我们都很欣慰他能掌握一门

技艺， 终于对未来有了打算。”

阿翘对自己未来的规划不是妄想，

据介绍， “清心” 麦秆画工作室自成

立以来先后有 30 余名服刑人员接受麦

秆画培训， 工作室累计创作麦秆画艺

术作品 200 余幅。 2024 年， 监狱开始

探索麦秆画项目产学业一体化的实施

路径。 经过多方沟通协调， 四岔河监

狱计划与黄浦区司法局共同携手打造

集合回归帮扶、 就业过渡、 终端销售

的“麦秆画回归驿站”， 真正实现麦秆

画艺术教育的闭环。

“艺术可以成为一扇窗， 连接过

往与未来， 我们把文化艺术带到服刑

人员的身边和心里， 指引他们在文化

艺术柔性力量下矫正恶习， 拥抱新生。

我们也希望得到社会各方的协助， 和

我们一起为熟练掌握相关技艺的服刑

人员搭建走向新生的桥梁。” 杨鑫说。

□ 记者 徐荔

经过十余道工序， 依麦秆本身的光泽、 纹彩

和质感进行剪裁、 粘贴， 制作出的人物、 花鸟、

动物作品给人以古朴自然、 高贵典雅之美……麦

秆画本是一项已传承千百年的艺术技艺， 谁能想

到， 它在给人带来美的享受的同时， 竟也成了一

束穿透厚重铁窗， 照亮那些被遗忘角落的光， 给

原本浑噩的人带去希望， 因它而有了前行的方向，

寻回失落已久的目标。

在四岔河监狱里， 正上演着这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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