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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庆天气情况：
今日，晴天，4-18℃；明

日，晴转多云，5-16℃。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程呈）
新的一周已经开启，未来几天安
庆依然是晴天“控场”，在阳光的
加持下，安庆大部分地区的最高
气温将超过 15℃。由于降水量
小，天气干燥，安庆市气象台提醒
市民需防火防燥，注意用火用电
安全。

自 12 月 3 日以来，气温“行
情”如同全线飘红的“牛市”，白天
充足的光照助力气温不断上涨。
上周末，全市超 200 个自动气象
站点最高气温突破15℃，太湖县
塔山、桐城市双溪、宜秀区大龙山
服务区等多处最高气温达20℃，
温暖如初春。如此气温下，安庆
这波入冬冲刺恐怕要以失败告终
了。不过冬季的脚步走得缓慢些
也好，市民又能继续享受秋高气
爽的深秋一段时日了。

虽然气温“行情”一路看涨，
但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最高
气温走上坡路，最低气温却不太
乐观。太阳下山后，没有了阳光
的庇护，安庆像掉进了冰窟窿，气
温骤降。上周末，全市仍有多处
自动气象站点最低气温在冰点以
下，昼夜间温差普遍超 10℃，局
部地区甚至达15℃，可以称得上

“早穿棉袄午穿纱”了。安庆市气
象台表示，大家一早一晚还是要
多穿点，小心感冒侵袭。

话说回来，明天将迎来二十
四节气的大雪节气，俗话说“冬
天进补，开春打虎”。大雪节气
是仲冬的开始，也是进补的开
始，此时应温补助阳，牛羊肉都
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大雪节气
这天安庆会有一股弱冷空气象
征性地来扰，空中云系增多，冷
空气过后，气温略有下降，降幅
为 2-4℃。不过大家可以放心，
这股冷空气还远远达不到前几
波寒潮的影响力，做好防寒保暖
工作就好。

气温“行情”一路看涨

昼夜温差大 注意保暖□ 全媒体记者 汪迎庆

心中有字不打底稿，手持剪
刀翻转纸上，剪字全程没有纸屑，
一“剪”到底，实心字、空心字两
幅剪字作品同步完成。近日，安
庆市退休工程师“杨工”因其独特
的剪字技法，在网络上悄然走红，
尤 其 是 他 历 时 三 个 月 剪 出 的 20
多米长卷作品《蜀道难》，更是令
人惊叹。

无底稿、无纸屑
一“剪”两幅作品

“空心字难写，在一张白纸上凭
空剪出连体字则更难，非脑洞大开
者不能为！”一网友看到“杨工”的剪
字作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为一睹其剪字技法，12 月 1 日
下午，记者前往恒大绿洲小区的“杨
工”家中，应记者之请，他当场创作
了“有戏安庆”四字作品。

没有记者想象中的工作台，也
没有什么精细的工具，“杨工”坐在
阳台的小凳子上，右手持一把剪
刀，左手拿起一张宽约 6 厘米、长
约 30 厘米的白纸，不用打底稿，略
加思索后，剪刀便在纸上不停地

“游走”。
“杨工”剪字均为隶书繁体字，

且繁体字“戲（戏）”和“慶（庆）”笔
画 复 杂 ，但 他 心 中 有 字 、手 到 剪
到。十来分钟后，“有戲安慶”四字
下半部分便依次成形。又过了十
来分钟，字的上半部分也全部成
形，隶书繁体“有戲安慶”四个实心
字跃然眼前，笔锋苍劲有力、字形
古朴典雅，且字与字之间均有笔画
相连。

记者发现，“杨工”剪字技法
确实不一般，剪字过程中没有出
现纸屑。“我剪字时不能出现一丁
点纸屑，否则，就不是一幅成功的
作品。因为实体阳字剪成后，剩下
的不是边角料，而是一幅镂空的阴
字作品。”说话间，他将剪“剩”的白
纸捋顺摊平在地上，只见镂空处
枝枝丫丫的“残纸”纵横交错，有
的细如发丝，定睛一看，“有戲安
慶”四个空心字已跃然纸上。且
空心字、实心字两幅剪字犹如“孪
生”，字形和字体一模一样。

一“剪”到底，“孪生”剪字作
品同步完成后，“杨工”再将实心
字、空心字“有戲安慶”重合叠放，
一张完整的白纸便被还原，不禁
让人叫绝。

源于兴趣爱好
始于退休之后

“杨工”名叫杨基义，现年72岁，

退休前是安庆一家船用柴油机制造
企业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他告
诉记者，剪字源于兴趣爱好，始于退
休之后。

“上中学时喜欢写连体空心字，
平时也喜欢写写画画，但读书和工
作期间从未想过剪字。”据杨基义介
绍，2016年退休后，为了丰富退休生
活，他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每天写写
硬笔连体空心字，写着写着就积累
了一些经验。

“既然能写，就应该能剪。”2018
年 起 ，杨 基 义 开 始 尝 试“ 新 花
样”——用剪刀剪字。练习剪字之
初，他剪的都是连体实心字，每次
剪字都会产生一堆纸屑。随着剪字
越来越多，他在清理边角料时发
现，一些字的轮廓依稀可辨。于
是，他有了一个新奇的想法：“剪字
时能不能无纸屑？这样在剪实体阳
字时，可不可以同时形成镂空的阴
字作品呢？”

有了自己的“创意”后，杨基
义便收集剪字的边角料琢磨起来，
由易到难、由简到繁，通过不断试
验和改进剪字技法，他终于摸索出
一套独特的剪字技法，并将其称之
为“无底稿阴阳两幅繁体汉字连
体剪字”。

“耐心，细心，静心，缺一不可。
书法，剪纸，创意，尽显才情。”有网
友如此评价杨基义的剪字技法。确
实如此，为了剪出自己满意的作
品，杨基义经常一坐三四个小时，
剪时必须心到、手到、剪到。每幅
作品剪成后，他还需要选一张红纸
作为底衬，然后将“孪生”两幅剪字
贴上去装裱好，剪字作品才算真正
完成。

2018 年以来，杨基义先后剪成
了《水调歌头》《满江红》《茅屋为秋
风所破歌》《蜀道难》等作品。其

中，今年历时三个月时间完成的作
品《蜀道难》，全长22.5米，加上落款
共计 301 个字，这是杨基义花费时
间最长的剪字作品，也是其最满意
之作。

申请“中国之最”
弘扬汉字文化

杨基义曾是一名机械加工编程
工程师，他将自己缜密的“编程思
维”运用到了剪字技法中。同时，能
熟练使用电脑的他还通过社交平台
与网友交流探讨，不断完善自己的
剪字技艺，并引来一众“粉丝”的点
赞声。

“独树一帜，剪纸与书法艺术
的结合，同时又是汉字架构学术
的创新。从一个机械制造技术的
专家成为一个剪纸艺术家，跨界
真大啊！”“把理工的严谨缜密与
艺术的独到创新完美结合起来，
为老杨工点赞！”“真的是了不起，

‘妙笔生花’巧换‘妙剪生花’。将
剪 纸 与 书 法 艺 术 完 美 的 升 华 ！”

“ 匠 心 独 创 ，别 具 一 格 ，堪 称 一
绝。”“老杨是我辈同学的骄傲，
（他）首创剪字作品已被江苏科技
大学收藏。”……

杨基义早年毕业于原镇江船舶
学院（现为江苏科技大学）机械制造
专业，这名年过七旬的“理工男”告诉
记者，书法和剪纸都是中国的优秀传
统文化，他将二者结合创新，旨在发
扬光大中国汉字文化。目前，他正计
划将剪字作品《蜀道难》征询机构或
个人赞助者，共同向相关认证机构申
报“最长无底稿阴阳两幅繁体汉字连
体剪字”的“中国之最”纪录。

“我一直支持他的这个爱好。”
杨基义的老伴刘素珍告诉记者。因
为，在刘素珍眼中，老伴杨基义老
有所乐、老有所为。

无底稿无纸屑 独创剪字技法

七旬老人“妙剪生花”弘扬汉字文化

①杨基义展示他的作品。

②剪刀飞舞间“有戏安庆”的作
品在杨基义手中完成。

全媒体记者 徐火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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