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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红亮 董
严军） 12日，2021-2022学年晋
江市青少年儿童科艺创意大赛
在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拉开帷
幕。晋江的小小科技迷齐聚一
堂，同台竞技，带来了一场科技
盛宴。

本次比赛分两天进行，共
设 3D打印创意赛、简易编程机
器人、科艺制作、创意拼等四个
项目。

首日“登场”的是科艺制作
与创意拼比赛。随着裁判老师
一声令下，参加科艺制作的选手
们迅速进入比赛状态，根据竞赛
主题——智能路灯，利用科艺制
作原理图，发挥创意，把电路与
模型相结合，“点亮”路灯。选手
们一个个神情专注，一双双神奇
的小手创造出了一件件出色的
作品。再看看另一侧的创意拼
比赛现场，同样精彩。幼儿园萌
娃快速拿起零件，争分夺秒地拼
插零件，搭建属于自己的“探月

车”，动作迅速灵敏，操作一气呵
成。

“我喜欢科技制作，因为它
丰富了我的校园生活，锻炼了我
的动手能力和思维。每次看到
作品出炉的时候，就有满满的成
就感。”林弘楷是晋江市第五实
验小学的科技之星，曾获得福建
省、泉州市、晋江市科艺制作比
赛一等奖。这是他第三次参加
晋江市青少年儿童科艺创意大
赛，此次比赛，林弘楷信心满满。

据悉，今日还将进行 3D打
印创意赛、简易编程机器人两个
项目的比拼。

“本次比赛为晋江市青少
年搭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科学技
能的平台，培养青少年创新精
神，也推动科艺机器人项目的
发展，同时也给孩子们搭建了
展示自我、锻炼自我的平台，进
一步丰富了学生们的校园文化
生活。”晋江市教育局相关负责
人说。

1947年，叶金城出生于文化名镇
安海。家乡深厚的文化底蕴影响了叶
金城。“我从小对绘画就很感兴趣，一
有空就拿笔画画，甚至上课的时候也
会偷偷画。”说起小时候画画的事，叶
金城总会想起那段因为上课画画被老
师丢粉笔头的事，“读书读得不好，上
课还分心画画，没少被老师批评。”但
是，这也挡不住叶金城爱画画的心。
书店里挂的国画、墙上的挂历、明信片
上的画都让他深深着迷，“每天晚上在
土油灯（即煤油灯）下跟着临摹、画画，
常常画到深夜。”那时，10多岁的叶金
城小小年纪就要为父母分担家庭重
担，卖冰棒、推板车、打杂工……只能
抓住晚上的时间画画。土油灯很暗，
但叶金城的眼里充满了光。

1969年，叶金城与安海其他知识
青年到漳平县永福公社插队。即使在
那段上山下乡的日子里，叶金城也没
有停下手中的画笔。他画各种宣传
画，也画山区的生活，在当地小有名
气。后来，因为这个特长，叶金城在小
队里待了一年多就被借调到县文化宣
传站（文化馆）工作，成为专业画师。
在文化站工作了10年，每天的生活都
围绕着画画。叶金城的绘画技巧不断
增强，他的画作题材也越来越广泛，人
物、花鸟、山水无不涉及。

1980年，叶金城移居香港，从事
与艺术创作沾边的广告设计工作。多
年的绘画功底，让他在广告设计工作
中如鱼得水。而在从事广告设计工作
的过程中，叶金城接触了更多的色彩
原料和绘画技巧，“后来画金虎，广告
设计这个工作的经验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

本报记者 施蓉蓉 秦越

近日，记者从晋江市深沪镇后山社区获悉，
社区正计划打造一个船模馆，展示不同时期的渔
船和渔业相关物件。“我们社区有一名老船长正
在做船模型，我带你看看去。”后山社区党总支
书记陈胜义带着记者来到这名老船长家里。

来到目的地，一个搭在家里楼梯旁的简易
工作台，老船长吴式墩戴着眼镜，正专心致志地
制作着一艘还未完工的钓槽船。

“下一步要结帆。”吴式墩的手上是一条细绳
子，另一头系在船桅上，一旁放着一串已制作好
的小零件，这些小零件大小约0.5厘米，是用来结
帆的，十分精致。

放下手里的活，吴式墩和记者聊起他是如何
从开船到“造船”的。

13岁开始，吴式墩就开始出海帮工，然后一步
步成长为经验丰富的船长。“以前出海捕鱼以风为
动力，靠天吃饭；现在渔船越来越先进，出海作业的
风险也越来越小。”今年62岁的吴式墩，和船打了半
世纪的交道，也是深沪渔业发展的亲历者。对他来
说，渔船不仅是谋生的重要工具，也是亲密的伙伴。

2010年左右，吴式墩开始对制作船模型产生了
兴趣。他借来造船的图纸，一边研究一边着手制
作。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
芳财和吴式墩是好友。当时，吴式墩在制作过程中
碰到困难，常常请陈芳财指导。在学习和摸索中，
吴式墩耗时 4个多月，完成了第一艘船模型的制
作。吴式墩说，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陈芳财，还有陈
兰汀、陈清谅等造船业的好友都给了他不少帮助。

在吴式墩家中，摆着不少已制作完成的船模
型，其中有几艘正浮在鱼缸的水面上。“这艘是大
排船，这艘是牵缯船，这艘是上世纪 80年代厦门
主要的船型……”粗略统计，吴式墩至今已完成
约 20艘船模型的制作，看到喜欢的船，自己也能
凭借对船的了解，绘制出图纸来制作。值得一提
的是，吴式墩大女儿出嫁的时候，船模型也成为
其中最别具一格的嫁妆。

“以前休渔期没事做，现在的休渔期都扑这
上面了。”吴式墩笑着说。

后山社区党总支书记助理陈茂容告诉记者，
后山社区是传统的渔村，当前社区正在筹备船模
馆，计划展出不同时期的渔船和渔民生活、作业
物件，让大家可以了解深沪渔业的发展和渔民生
活的变化。

“当前已收集到3艘渔船，都是村民自己制作
捐赠的，其中有一艘是吴式墩所制作的。”陈茂容
介绍，后续将继续推进船模馆展品的收集。

陈胜义告诉记者，作为传统渔村，“渔”不仅
是社区居民主要的谋生手段，也成为几代“讨海
人”和海内外后山人共同的乡情和乡愁。“打造船
模馆一来可以造浓社区的渔文化，二来也可作为
更多人了解渔村的窗口。”陈胜义说。

晋江青少年儿童科艺创意大比拼

旅港乡贤叶金城：妙手丹青绘金虎 能开船也能“造船”
深沪老船长的巧手艺

《五福图》

农历虎年春节的喜庆余
韵仍在，关于“虎”的各种吉祥
祝语、画作、动漫等成为人们
热议的话题。咱厝75岁的旅
港乡贤叶金城创作的金虎图
以其独树一帜的风格获得了
各界的关注。近日，记者连线
叶金城，听他讲述那些与“虎”
结缘的故事。

记者联系到叶金城的时
候，发现他的微信名叫“老
虎”。原来，叶金城的老虎在
香港画界有了名气，以至于朋
友平时见到他都直接叫“老
虎”，时间久了，许多人都不记
得他的本名，只知其为“老
虎”。有一回研究会到漳州交
流，在介绍环节，研究会的会
长介绍叶金城时脱口而出“这
是老虎”，引得众人大笑。从
此，“老虎”成了叶金城的另一
个名字。叶金城索性直接把
微信名取作“老虎”。

画金虎，不仅让叶金城
有了“老虎”的威名，也让他
成为香港画界的一朵奇葩。
2021年11月，由香港文化发
展研究会主办，中国香港现

代文学研究会协办的“2021
年香港文化名人成就奖”揭
晓，共有 12 位文化名人获
奖，其中，叶金城荣获“中国
画的传承与创新成就奖”。

近几年，身为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书画艺术家联
盟会员、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
会员、香港画家联会会员的叶
金城参加了不少国内及国际
性大展，例如中国文化部中国
电影百周年纪念书画展、韩国
亚细亚美术招待展、中日韩书
画精品交流联展等。2008年，
叶金城在香港中央图书馆举
办“虎王威威”个人专题画展。

因为想念家乡，2009
年，他回到家乡，分别在晋江
市和石狮市举办个人慈善画

展和个人虎画展。2019 年
元宵节，“古镇丹青——叶金城
中国画作品展”在安平桥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开幕。叶金城除
了展出观众熟悉的虎画外，还
特意创作了多幅以家乡安海为
题材的艺术作品参展。《石井书
香》《白塔腾龙》《紫气东来霁云
殿》《嗦啰嗹》，一幅幅展现家乡
风物人情的作品，传递出叶金
城浓浓的桑梓情怀。

说起那一次元宵画展，叶
金城感叹道：“因为疫情，已经很
久没有回到家乡晋江了。希望
家乡在虎年更加虎虎生威，勇往
直前。希望疫情快快散去，可以
回到家乡有更多的交流。”

叶金城开始画虎，是到
香港 10多年之后。“刚到香
港时忙于生计，直到后面才
重拾画笔进行艺术创作。”机
缘巧合之下，叶金城加入了
香港福建书画研究会，研究
会里画家众多，每个人都有
自己擅长的领域。“因为从小
自学，我发现自己什么都会
画，但什么都不精，和会里的
人相比，感觉没有一样拿得
出手的。”见贤思齐，叶金城
觉得自己必须在某一个专题
上更加精进。一幅老虎图，
让他找到了专攻的方向。

“我喜欢老虎的力量，以
前就画过虎图。画虎，虎纹
最难画，怎么才能画得不死
板，画得灵活，我思考了很
久。后来画虎纹时就运用中

国画浓淡干湿的画法，表现
出老虎的形态。”起初的虎画
得不好，常常会被研究会的
其他画家批评，但叶金城不
怕批评，每次创作完作品，就
会拿给他们看，请他们指正。

“一次观看著名画家黄
永玉的画展时，一张用金色
颜料画的松树让我深受震
撼，启发了我画金虎的想
法。”叶金城说，用金色来画
老虎要达到理想艺术效果非
常难。“画动物讲的是立体的
透视关系，金色一上去就变
成平面了，而且色彩不够鲜
亮。要把它处理得有层次、
有透视关系，就不能只用颜
料。”叶金城把从事广告设计
的经验运用到作画中，在画
金虎时加入了金箔、金粉，让

画更立体。为了把握老虎的
自然形态与神韵，叶金城多
次回中国内地前往养虎基地
蹲守写生，观察老虎的生活
习性，琢磨老虎的动作神态。

“我画老虎到现在 20多
年了，我的老虎一看就不是动
物园的老虎，而是山里的老
虎，有野性。”在叶金城看来，
老虎一直以来都被中国老百
姓当作神兽，是传统文化符
号和精神象征。画虎应该把
老虎置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
境中加以创新，赋予它丰富
的人文精神，表达它内在的
精神气质，达到雅俗共赏的
艺术目的。因此，在创作中，
他给老虎的动作加入人的思
想、加入他的体会，笔下的每
头虎都变得形象生动：或傲
啸山林，或饮水溪边，或信步
自若，或勇往直前……

懵懂少年 自学成才

沉迷画虎 自创金虎图

以虎为名 画展连着家乡情

本报记者 黄海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