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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琳琳

渡过最初的迷茫

戴 晓 艳 至 今 仍 记 忆 犹 新 ，自 己
2007 年 作 为 绿 色 江 河 的 志 愿 者 ，跑
到 青 海 去 协 助 保 护 项 目 的 那 段 经
历。那时，她还是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的大二学生。正是那次经历，为她日
后 成 为 一 名 坚 定 的 环 保 业 者 留 下 了
注脚。

2010 年大学毕业，她加入了绿色
潇湘，作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正式
员工，吃住都在办公室，以获得更多工
作时间。为了摆脱机构籍籍无名的困
境，她努力寻找各种机会增加人气，参
加行业大大小小的活动。

那一年，绿色潇湘也确定了自己
的目标——立足本土，发动公众参与
湘江流域的保护工作，监督企业违法
排污行为，推动政府执法。戴晓艳开
始举办绿色沙龙，联系企业和大学社
团参加乐水行活动，让更多人认识湘
江流域的污染危机。

这 些 工 作 ，都 离 不 开 和 公 众 、政
府、企业打交道。摆在她面前的，是一
条充满艰辛也不乏鞭策的艰辛路，考
验 她 是 否 具 有 与 利 益 相 关 方 沟 通 合
作、能否对问题精准把握、能否对政策
了解和运用的能力。

被邀请参与湖南省环保厅的座谈
会，戴晓艳他们向环保部门提了四点
建议：一是更加开放，接纳公众和社会
组织参与环境保护；二是面对污染，反

应和行动更加迅速；三是政策和企业
信息更加公开透明，化解信息不对等
带来的矛盾；四是严格按照环保法办
事，有效执法。

与排污的企业接触，戴晓艳学着
指导企业配备环保设施，并提供相关
的政府补贴信息以激励。

至于如何有效地发动公众参与，
戴晓艳坦言，去各地监督企业排污行
为，工作量很大，且需要应急干预，团
队核心成员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要
培养在地的伙伴。而公众的支持，不
管是资金方面，还是提供问题解决方
案，都是机构前行的动力。“有时候，即
便是帮忙转发一条曝光污染的微博，
对我们都是莫大的支持。”

成功众筹“绿行家”

2013 年 10 月 ，戴 晓 艳 启 动“ 绿 行
家”活动，希望通过众筹的方式引导公
众积极参与环保，解决机构资金来源。

“从筹备到启动，我最担心的事情
是没人参与。当时环保领域的众筹案
例很少，尤其是民间草根组织，我们只
能摸着石头过河。”戴晓艳说。

为了吸引公众参与，戴晓艳将绿
行家与流行的户外运动结合起来，将
其设定为大型公众参与活动，参与者
以徒步 20公里的方式开展公益筹款。

“我需要亲自参与体验，设计徒步
路线和活动流程，还要考虑很多环保
的细节，去政府部门报备，招募公众参
与，指导他们进行筹款，里里外外很多
事情。”这在戴晓艳所经历的工作中，
综合难度最高，涉及大量运营、传播和
沟通方面的工作。

好在，机构的同事自始至终都很
给力，顾问刘盛还找了有活动经验的
朋友在线帮忙。

“绿行家”慢慢成为绿色潇湘带领
公众体验环保的常规工作，参赛队伍

由 2013 年的 36 个增加到 2014 年的 107
个 ，人 数 也 从 100 多 个 增 加 到 600 多
个，捐赠金额从 12 万元增加到 2014 年
的 27 万元。这种方式，不仅为绿色潇
湘筹到了资金，也让更多人开始了解
这家组织。

对于 2015 年的活动，戴晓艳胸有
成竹。这个活动让她有了更多自信，
在组织力和领导力上获得了全方位锻
炼。她感言，“做对的事情，别人都会
来帮你，你可能走得很慢，但只要方向
对了，一定会到达目的地。”

参与“绿行家”的工作，还让她欣
喜地看到了团队的成长，伙伴们积极
踏实，柔韧度很强，充分发挥每个人的
专长，往往事半功倍。

为管理交“学费”

2012 年末的工作总结，让戴晓艳
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顾机构 2010~2013 年的工作，因
缺乏项目和人力资源管理，3 年来，机
构工作偏琐碎化，项目一个接着一个，
但没有做好绩效评估和成果考核。工
作量很大，但产出却低。

需要尽快强化组织管理工作，戴
晓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引导机构早日走上正轨、健康发
展，以更好地应对湘江流域存在的排
污问题。”绿色潇湘的理事们也对戴晓
艳寄予厚望。

然而，戴晓艳却迟迟未找到管理
者的状态。

“这源于自身能力与外界期望的
不对等”，戴晓艳反思，“比如我比较粗
心，出成果快，却常有小疏漏，大家期
望我能更加细致一些。”

包括同事贺子，偶尔也对外界过
高的期望生出焦虑，“湘江流域及其支
流水污染问题多发，举报的人很多，但
我们人手不够，很怕让大家失望”。

对于自己的疏漏，戴晓艳从不推
脱责任。因为机构人手少，工作量很
大，一人身兼数职，面对突发的环境事
件时，往往很难快速反应。

“劲草”来得正是时候。至今，戴
晓艳仍感恩这一项目对她的帮助。

作为阿拉善（SEE）和全球绿色资
助基金会（GGF）在 2012 年底共同发起
的资助项目，“劲草同行”对处于成长
期的民间环保组织关键人才提供成长
资金，并安排专业导师陪伴成长，帮助
其更好地应对机构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瓶颈，以便更有效地回应环境问题。

面试时，戴晓艳直截了当地提出，
希 望 导 师 帮 助 自 己 培 养 运 作 和 管 理
NGO 的能力。她很清楚，这就是机构
发展的瓶颈。

面试顺利通过，项目组分配给她
两位不同领域的导师，一位是湖南的
企业家，另一位是 NGO 领域经验丰富
的前辈。这种独到的跨界组合，既能
突破 NGO 的小圈子，又能在环保领域
给予专业支持。

指导过程中，导师们发现，晓艳的
不自信，是她不能顺利过渡管理角色
的根源，她认为自己年龄太小，经验和
能力也比同事强不了多少。

这份不自信，也与她谦虚低调的
个性有关。这一点，也被导师们看了
出来，晓艳做事积极，但看淡名利，和
同事从来是兄弟姐妹的关系，要让自
己郑重其事当个领导者，去指挥别人
干活，她并不习惯。

导师们意识到，让她转变思想的
关键，是让她反思是否真想解决当下
湘江流域的污染问题，让她认清这一
使 命 需 要 通 过 机 构 的 健 康 发 展 来 实
现 ，而 领 导 的 确 定 ，对 机 构 发 展 意 义
重大。

建立自信后，她开始接受管理工
作 的 指 导 ，并 参 与 了 相 关 管 理 培 训 。
工作遇到困惑，她会主动咨询两位导
师，每每聊到很晚。

有专人指导，学习能力强，又善于
思考和总结，戴晓艳成长得很快。在
度过 2012 年的“志愿期”和 2013 年的

“实习期”后，她在绿色潇湘的管理工
作也开始步入正轨。

与机构共成长

在戴晓艳的带领下，绿色潇湘最
终定位为“公众参与的服务者”，培植
在地公众力量，发动公众参与，建立有
污染问题随时举报的联动体系，持续
监督工厂排污行为。

如今，“湘江守望者”已覆盖湘江
流域干流及支流所流经的 8 个市州、67
个区县级城市，有 100 多位忠实的在地
志愿者日夜守护着湘江，成为流域线
上的主要保护力量。

2013 年 12 月 4 日，绿色潇湘的“湘
江守望者”群体凭借在湘江流域保护
和执法推动中的杰出表现，入选“法治
的 力 量 ——CCTV2013 年 度 法 治 人
物”，这是这一奖项自 2001 年设立以
来，首次颁给一家民间环保组织。

现在，戴晓艳腾出了更多时间去
筹备公众参与的众筹活动，以增持对
外影响力。

“一个弱女子，精深饱满地带领大
家探访浏阳河源头，我除了敬佩还是
敬佩。”这是一位被戴晓艳工作精神感
召，加入绿色潇湘做志愿者的摄影师
对她的评价。

与 她 一 同 成 长 起 来 的 贺 子 则 感
念，“晓艳努力、敬业、有担当。她性格
开朗，擅长和不同的人打交道，对信息
具备高度的敏锐力，善于把握热点信
息、整合资源。”

“我只是 80 后当中很普通的一个
人，尽职做着应该做的事。”戴晓艳从
没认为她的身份、工作与同龄人有什
么 不 同 ，要 有 也 只 是 行 业 不 同 而 已 。
这个时代，需要更多这样的年轻人。

“我拒绝事情发展变得复杂，
拒绝应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发现
情况复杂了，没有开始想的那么
好玩和简单，就溜了，束之高阁或
者敬而远之。”

2013 年 9 月 20 日，当戴晓艳
在电脑键盘上敲下这段文字时，
没有人能理解她彼时内心的情感
挣扎。这些工作带来的纠结与烦
恼，她往往只能独自承受、克服，
然后以一个坚强者的姿态，以一
贯所秉持的积极乐观，去应对机
构发展和日常业务所面临的种种
问题。因为小小年纪的戴晓艳已
经担负起一家环保组织负责人的
重任。

1987 年 出 生 于 湖 南 浏 阳 的
戴 晓 艳 ，是 务 实 坚 韧 的 摩 羯
座。爱看书，爱做梦，爱看电影
与 纪 录 片 ，有 一 双 笑 起 来 很 迷
人 的 眼 睛 ，天 然 具 有 感 染 力 。
她 所 在 的 环 保 组 织 是 一 个 以

“ 保 卫 湘 江 ，监 督 排 污 ”为 己 任
的 机 构 。 每 天 要 面 对 的 ，是 湘
江流域无数个“神出鬼没”的工
厂 排 污 口 ，要 做 的 是 努 力 阻 止
这 些 排 污 口 流 出 污 水 ，不 让 它
们污染美丽圣洁的母亲河。

绿色潇湘，这个在湘江河畔
成长起来、如 今 已 颇 具 影 响 力
的 民 间 环 保 组 织 ，其 发 展 壮 大
的 过 程 ，也 见 证 了 它 的 第 一 个
员 工 、如 今 的 管 理 者 —— 戴 晓
艳的成长。

戴晓艳其人

刘新颖摄

◆特约撰稿杨恒

今年 65 岁的吉胜久对纸塑到了
“痴心”的程度。只要试想一下，故宫、
鸟巢、水立方、天坛、圆明园这些北京
著名的地标，都被他用平面的纸“立体
化”地做了出来，“痴心”一说也就不难
理解了。

十几年来，纸塑艺术家吉胜久用
普普通通的铜版纸，塑造了一件又一
件叹为观止的艺术品，既有天坛祈年
殿、火神庙、永定门等历史文物，还有
京胡、提琴、煤炉等百姓生活物品。

吉胜久曾被冯骥才称誉“十指能
传万物神”。那些被他用玻璃罩精心
封藏的“仅此一件”的纸塑作品，是他
的 爱 好 ，他 的 信 仰 ，也 是 他 的 生 命
时光。

倾心
创作纸塑给了吉胜久无限快乐，

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大门。

上世纪 80 年代，《北京日报》“巧
手姐姐”栏目曾刊登过一期主题为“制
作葱蝈蝈”的文章。一根带苞的葱叶，
断成七厘米左右，经过巧妙地对折、打
结、修剪，插上几根小刀劈出的细竹篾，
一只用葱做的活灵活现的“葱蝈蝈”便
诞生了。

署名“晓吉”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
吉胜久。了解吉胜久的人，都知道他手
巧。小的时候，他的父亲每到春天，便
用带花苞的葱给他做葱蝈蝈玩，耳濡目
染，也激发了吉胜久用蔬菜设计造型的
灵感：柿子椒做的活灵活现的小狗、土
豆做的憨态可掬的小象、萝卜做的昂头
挺胸的乌龟，那些美丽的鹦鹉、逼真的
龙虾，实则是由苦瓜、胡萝卜制成的。

经过反复的设计、实践、失败、再实
践，吉胜久设计出了 25 种动物造型。每
一个新的设计出炉，就像一个新生儿出
世，给了他无限的喜悦、快乐。

转向纸塑则与设计蔬菜造型有异
曲同工之妙。2005 年，那时吉胜久在创
意手工领域已获得了一定声誉，朋友推
荐他往纸塑的方向探索。从小生活在
北京、工作在北京的吉胜久想到了天坛
祈年殿。用纸做中国古建，将四大发明
融入中国韵味。他拉上老伴一起，开始
了第一件纸塑作品的创作。老伴帮他
用手搓瓦楞，把每道瓦楞都搓成粗细一
致的小棍，花了整整三个月的业余时
间，老伴直叫搓得手疼。

凝结着 心 血 和 汗 水 的 这 件 作 品 ，
结 构 精 当 ，如 同 精 美 的 牙 雕 ，泛 着 静
雅的白光。从此，纸塑创作进入吉胜
久的生活，如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艺

术大门，一发不可收。

醉心
与其说吉胜久在创作纸塑，不如说

纸在塑造着他本人。

纸张太美了。随着创作的增多，吉
胜久的体会越来越深。

一 位 琴 师 朋 友 建 议 吉 胜 久 做 京
胡。于是他细心地去了解京胡的构造，
竟然用纸惟妙惟肖地展现出转轴、琴
弓、琴弦。

为再现童年时坐过的竹童车，吉胜
久剪了数十张纸片，做成同样粗细的纸
片，两者对接在一起，竟然完美展现出
了竹节之感。

纸塑丰富和深入的表现力，让吉胜
久自己都意外了。他开始对纸有了深
深的感情。作为四大发明的纸，就像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绿叶，衬托出了水墨、
丹青、书法等充满中国韵味、反映中国
文化的艺术门类。但是，纸还从来没有
过以本身为主角、表现纸张原始美的艺
术创作。

不加任何渲染，何其之难。剪纸以
纸为主体，但只是平面艺术。纸也作为
主体被做成过小飞机、小船，甚至模型，
但只不过是简单的小玩意儿，还构不成
精美的艺术品。既要把纸作为主体，又
要让平面的纸完全立体，同时还要求创
作精美、作品精致，吉胜久面对的挑战
前所未有。

或是感情使然，或是性格推动，
吉胜久开始对纸有了一种使命感，
推动他努力挖掘纸的无限可能，创
作不同于剪纸、水墨、纸浆等以纸为
载体或破坏纸结构的作品，充分展
现纸张的魅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大小、高
低 、疏 密 的 变 化 对 比 ，再 到 位 置 均
衡、形状和节奏的综合利用，吉胜久
在几无参考的情况下，设计出了纸
在点、线、面、体上的丰富表达。

纸塑《火车头》中有充分的线条
美，均匀有致的火车车轨，精细复杂
的轮间连杆，吉胜久完美再现了纸
在圆、方、立体方面的可能性，让静
态的火车头给人带来了切割、运动
和弹跳力的速度感。

也有人看了吉胜久一律雪白的
纸模作品，议论说“嗯……太白了。”
也 有 人 说 ：“ 为 什 么 不 试 试 其 他 颜
色，比如金箔。”

吉 胜 久 笑 笑 ，依 然“ 我 行 我
素”。在他心目中，这看似无色的白
色，才是最丰富的颜色，更赋予纸塑
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独特魅力。

痴心
在纸的世界里探索、徜徉，吉胜久

感觉到了创作的乐趣和快感。

吉胜久的纸塑作品，以复杂精细而
著称。几乎每一件作品，都会给他带来
全新的挑战。

做《圆明园》时，大水法虽已破碎但
依然精美的浮雕，让吉胜久费了不少心
思。他困惑于如何更好地用平面的纸
展现出大水法遗址的汉白玉质感，以及
主体建筑的高大雄浑、浮雕石刻的精巧
美观和被残毁后的沧桑。

夜晚的书房里，灯下的身影来回徘
徊。苦恼，实践，失败，再实践，不知经
过了多少挫折，吉胜久终于想出了“随
形”的方法，把纸搓成卷，卷成纸棍，在
纸棍未干时卷成花型，再把花型粘到一
张新的纸上沿线剪下。长 100 厘米、宽
18 厘米、高 32 厘米的大型纸塑圆明园
就这么一点一点做成了。

做《岳阳楼》时，吉胜久面临从未实
访岳阳楼的难题。网络上几张多角度
的照片，成为创作的参考资料。如何化

“原型”和“纸张”的双重平面到立体，成
了最大的难关。

对 着 平 面 挖 细 节 ，掌 握 细 节 想 设
计，庖丁解牛也不过如此，吉胜久苦下
功夫，不仅熟悉了岳阳楼的每一处细
节，还在脑海里想象了一个立体的岳阳
楼。顶部瓦楞，在中国画“工笔”手法的
使用下，被一根一根粘匀；檐斗下的斗

拱、椽头，则使用“写意”的手法，用纸折
叠出了凹凸变化，让人不禁感慨其用心
程度。

10 多年的时间，30 多件纸塑，吉胜
久创作产量并不高，但他在应对挑战过
程中逐步体会、总结出了“缩放得体”、

“自上而下”、“繁简适当”几大纸塑创作
特点：

——纸板的可塑性小，只能采取灵
活巧妙的办法来表现凹凸、弧度、明暗、
转折、层次、变化。

——纸板形状变换有局限，不宜做
人物、动物，但在梁柱榫卯、砖石瓦砾、
窗棂栏杆、匾额风铃等器物表现上则生
动传神。

美心
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善于发现事

物的美，吉胜久的创作继续在路上。

有一次展览，一位与吉胜久年岁相
仿的老太太看了作品之后，得知站在面
前的人就是引发她无数感慨的作者本
人时，忍不住地问：

“这是你做的？”
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一句意想不到

的话从老太太嘴里脱口而出，“你太幸
福了！”

这句话让吉胜久思考了很久。
幸福吗？
幸福吧。
庄稼长在地里，才能获取营养。吉

胜久的创作贴近生活，从人们司空见惯
的事物中提炼美并形成艺术品。他做
过《手推车的变迁》，木制独轮车、竹制
儿童车、金属购物车，不同时代的小车
勾起了观者无限美好的回忆。新作《人

间烟火》，形象刻画了与人们生活密切
相关的三套取火工具：上世纪 50 年代的
煤球炉，六七十年代的两用炉、80 年代
的煤气灶，照应出了那个艰苦但又充满
乐趣的苦乐年华。

一不小心就露出 50 后的底色。比
共和国小一岁的吉胜久，成长于革命情
怀飞扬的 1960 年代，怀揣满满的“理想
主义”。他热爱祖国，热爱生活，关心国
家大事，关注国家发展。这种性格底色
在他的纸塑作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
突出艺术风格的同时，始终紧扣时代脉
搏，创作反映重大历史题材的作品。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吉胜久创作了
奥体中心的鸟巢、水立方；2010 年世博
会，他又花了几个月时间做出了极富中
国建筑文化特色、大气恢弘的中国馆；
201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时，他
又以一大会址南湖船为原型，创作了献
礼作品南湖船。

这些重大题材作品，在吉胜久的妙
手之下，精巧美观、巧夺天工，鸟巢的钢
架造型、水立方的凹凸效果，尤其是南
湖船 48 个悬窗的双层镂空，船头系缆桩
上的八棱球，船尾小木桶的桶箍，搭在
船篷上的竹竿等，都表现得精细入微、
惟妙惟肖，倾注了吉胜久对祖国进步的
浓浓深情。

这两年，北京街头应运而生了公共
自行车系统，红白相间的造型，简洁大
方的设计，方便快捷的系统，成了京城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于是，又一富有时
代感的纸塑新作《公共自行车》诞生了，
再次体现了吉胜久从生活中寻找创作
源泉，汲取艺术创作不竭动力的理念。

追求自然之美，提炼生活之美，传
递心灵之美，吉胜久的创作之路还很长
很长。

十
指
妙
传
万
物
神

“绿色潇湘”守望者

永定门城楼纸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