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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 63 岁，记得第一次进中卫
县展览馆还是上小学的时候。从小爱好
画画，经常在展览馆看展，还在这里上过
素描课。”国家级古建彩绘非遗传承人陈
进德，仔细端详着岳晓亮新近制作的中
卫县展览馆微缩景观。

岳晓亮在做展览馆微缩景观前也走
访过包括陈进德在内的一些专家。“相当
逼真。”陈进德评价，并已跟岳晓亮预约

“下单”，“我想把中卫古建筑彩绘传承基
地也做一个微缩景观，方便更多的人了
解我们中卫的古建筑彩绘。”陈进德说。

随着老院落、老建筑微缩景观的“走
红”，岳晓亮不时会收到网友们布置的

“作业”：下次做个中卫鼓楼吧？能复原
中卫电影院吗……

岳晓亮备受鼓舞，更得到了中卫市
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石建武的支持。

2022年 8、9月，因新冠疫情被困家
中，停不下画笔的岳晓亮琢磨利用自己
的专长，为抗击疫情出把力。正好家里
有之前捡的一些黄河石，灵感迸发，便彩
绘了一批医护人员、志愿者等逆行者形
象的“抗疫必胜”主题石头画。

“既想向他们致敬，也是想通过文艺
作品传递一份正能量。”岳晓亮的“中卫
加油”石头画火速传遍微信朋友圈。中
卫市民间文艺家协会负责人石建武看
到后辗转联系到岳晓亮，希望将绘画
功底扎实、有创意的晓亮吸纳到民间
文艺家协会。

尝试制作微缩景观后，协会在沙坡
头水镇为岳晓亮提供了工作室。“我们想
通过搭建更大的平台，为包括晓亮在内
的民间手艺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让
他们的手艺被更多人了解。”石建武说。

去年以来，岳晓亮与协会艺术家们
陆续参加了中卫博物馆联盟、社区展览
等活动，微缩景观作品也被更多的人所
了解。

除了业内人士的支持，岳晓亮还有
一位“最强助手”——妻子王春。夫妻俩
是小学校友，“她和她姐姐是双胞胎，所
以全校同学都认识她俩。不过她不认识
我。”直到大学毕业，俩人在参加一位同
学的婚礼时正式相识，并在后来的交往
中，收获了双向奔赴的爱情。

理科生王春对岳晓亮从事的艺术类

工作也越来越感兴趣。成家后，王春就成
了岳晓亮创业的“最强贤内助”——每个
微缩景观里，都有王春的精雕细琢。

“她虽然不是艺术生，但她喜欢学，
也有耐心。每个小物件都需要静下心来
细致地制作，像这些小门小窗都是她一
点点雕刻出来的。”“师父”晓亮对“学徒”
王春给予高度评价。

正是在这样的助力下，岳晓亮也越
来越有信心。

在石建武的指导下，岳晓亮正在申
报文艺作品创作扶持项目。他准备干个

“系列工程”——计划对原中卫老县城主
城区进行微缩景观场景复原创作。目
前，中卫剧院、中卫文化宫等正在陆续复
原创作中。

“总想为家乡做些事。目前我能想
到的，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宣传中卫的历
史文化。”岳晓亮说，也期待更多有志于
此的人加入进来，也不局限于中卫，

“希望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陆续把我
们宁夏各市的历史文化也以这样的方
式展示给更多人，让更多人了解宁夏、
爱上宁夏。”

一砖一瓦 珍藏岁月更迭的痕迹

在微缩景观里穿越时空
——90后手艺人岳晓亮迷你版老建筑的创作故事

本报记者 房名名 文/图
迷你版的二伯家老宅院、北长滩民居、中卫大河机床厂……社交平台上，中卫市90后手艺人岳晓

亮精心制作的一批以老宅院、老建筑为主题的微缩景观，让网友们仿佛穿越了时空，勾起了大家童年

的回忆和乡愁。

记者日前走进岳晓亮的工作室，听他讲述迷你版老院落、老建筑背后的创作故事。

岳晓亮进行微缩景观制作。

平凡无奇的老家，藏着最惬意的生活，也藏着最
踏实的幸福。

“喔喔喔……”伴随着嘹亮高亢的公鸡打鸣声，响
起一阵清扫院落的“唰唰”声，从水井压出一桶水，浇
灌院里的一亩三分地……

岳晓亮老院子微缩景观小视频在社交平台一经
发布，瞬间引来诸多围观者。

“这不就是我的老家吗？”“房顶上晒的枸杞勾起
了小时候的回忆”……还有调皮的网友调侃：这个房
地产项目有点小！

这是个多小的院落？
小拇指长的院门、屋门，指甲盖大小的扫帚、水

井、水缸、木椅……总之，景观里的一切物件都很迷
你，小到你可以把整个院子捧在手上——岳晓亮按照
1:25的比例，纯手工打造的微缩老院子景观“建筑面
积”不过1平方米。

院落小小，回忆深深。
“这座老院落微缩景观，原型就是我二伯家的老

宅院。”眼前的老院子随时能勾起岳晓亮温暖的儿时
回忆，“小时候，我经常在二伯家跟堂哥堂姐们一起玩
耍，那种幸福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今年而立之年的岳晓亮，从小在沙坡头区宣和镇
宣和村长大，出生在父辈一代居住的宅院中，直到离
开村子进城上学。“这座老院子承载着我们几代人共
同的乡愁与记忆。”

2021年夏天，村里很多旧房子都进行了原址翻新
重建。“加之二伯病故，我更怀念小时候在二伯家和堂
哥堂姐们一起玩耍长大的老院子了。”

这种怀念，让岳晓亮萌生了复原制作二伯家老宅
院微缩景观的念头。“我想用这种特殊的方式，给堂哥
堂姐，也给自己留一点念想。”

大学几年专业所学及实践经验在此时派上了用场。
岳晓亮毕业于湖北理工学院艺术学院平面设计专业，毕业作

品是一个咖啡厅微缩景观。毕业后的几年里，岳晓亮先后去了深
圳、银川、西藏等地，在实践中提升绘画、文化创意设计等能力。

“如果要追溯得更早一些，那就是在西藏时，去当地的文创产
业园参观，看到了布达拉宫的微缩景观。当时很震撼，不经意间
在心里种下了自己制作微缩景观的种子。”岳晓亮说。

2022年 7月，岳晓亮回到家乡中卫。得益于中卫大学生创业
项目扶持，岳晓亮在中卫创业城租了一间店面，正式开设了自己
的美梵艺术设计工作室。创业阶段，岳晓亮的主业是给学校、企
业、乡村等进行墙体彩绘。

不想下半年接连而至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岳
晓亮的墙绘工作也只能暂停。“正好赋闲在家，就开始自己摸索着
启动了复原二伯老宅院的微缩景观‘大工程’。”

正式启动，却发现难度可不一般，制作所需远不像当年的毕
业作品咖啡厅那般简单。“毕竟是过去的老院落，想高度还原，很
多原材料就得想办法自己做。”

过去条件有限，二伯家老院子的照片并不多。岳晓亮根据仅
有的一些照片，依据自己和亲戚们的记忆，不断完善创作架构。
先经过比例换算，进行精细绘图，然后根据院墙、屋顶、门窗、地面
等每一处所需要的不同材质进行原料制作。高密度泡沫板、黏
土、陶泥、浮雕料、腻子、石英砂、丙烯颜料……小小的老院落用了
不下30种材料。历经17天“施工”，老院子终于落成了。

“应该还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心底都有一份深深的乡愁吧。”
小小老宅院“落成”后，岳晓亮在社交平台上开通了账号。

一座院落，一份深深眷恋的乡愁。二伯家的老院子微缩景观
果然引来众多网友的共鸣。还有更细心的网友留言：再来一个燕
子窝。

“长大后才明白，平凡无奇的老家，藏着最惬意的生活，也藏
着最踏实的幸福。”岳晓亮说。

“怀旧并非年长者的‘专属’，很多年轻人也在用各种方式
缅怀着自己的童年和青春。”岳晓亮的粉丝年龄跨度蛮大，从
60 后到 00 后都有。

得到网友们的认可，岳晓亮坚定了继续制作微缩景观的创作
之路。

“我看了电视剧《山河锦绣》，剧情深深打动了我。”岳晓亮说，
电影讲述了村民脱贫致富过上幸福生活的故事。“觉得他们的故
事跟我家乡的发展历程很像。”岳晓亮遂根据电视剧里的场景，历
时 18天，对主角赵书和家的院落和屋内陈设进行了微景观还原
制作。

随后又陆续复原创作了中卫北长滩老院落、中宁粉丝家老院
子、海原特色民居等微缩景观模型。“我想用微缩民居的技艺，再
现儿时美好场景和时光，保留住乡愁最原始的记忆。”岳晓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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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雕细刻中记录社会变迁，细数
光阴的故事。

中卫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
市，老建筑更承载着岁月的痕迹。

岳晓亮虽然是 90后，但非常喜欢过
去的历史人文建筑风格。在复原老院落
景观的基础上，又衍生了复原中卫市老
建筑的想法。“老中卫人的情感回忆也附
着在过去的这些建筑物上。”

中卫鼓楼西街 346 号——始建于
1965 年的中卫大河机床厂是中卫人记
忆中的代表建筑之一。

“最想复原的就是大河厂。时光匆
匆，如今大门虽已斑驳、厂房废弃，但这
里的一草一木、一尘一土，依旧能让人感
受到大河厂曾经的辉煌。”岳晓亮带着制
作完成的大河厂微缩景观作品，在原址
前拍摄了一段小视频。

厂门上方“大河机床”四个红色的
大字、手掌心大的铁门、厂门墙垛上颇
有年代感的两盏壁灯……岳晓亮带着
自己的童年记忆，用数十种材料，一笔
一笔绘图、一点一点上漆、一刀一刀雕

刻，并用“做旧”的方式为老建筑、老场
景赋予岁月的痕迹之美，最终呈现了
网友眼中“不是像，而是一模一样”的
大河厂大门。

“小时候在这里玩耍过，还进厂子里
拍过照。”“小时候没少跟妈妈去厂里，暑
假在妈妈工作的库房里写作业。斑驳的
树荫，虫儿鸣叫，满墙的爬山虎，还有机
床零件的味道，仿佛就在昨天。”“把最好
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大河厂，现在看到感
触很深，谢谢你。”……身处天南地北的
中卫人看到岳晓亮的作品后，纷纷捡拾
起童年记忆。

岳晓亮复原的是老中卫的建筑外
观和生产场景，是属于几代中卫人的
集体回忆，还原这一段旧时光，更多的
还是它们所承载的经济社会发展印
记和那种能代表中卫人民勤劳奋斗的
精气神。

“斑驳的老厂无声诉说着一代人的
汗水与努力，我的作品能引起大家的共
鸣，就是给予我的最大支持。”岳晓亮说，

“我更想以这样的方式致敬老一辈工人

的工匠精神和他们为此奉献的青春。”
尽可能多地了解过去，成为岳晓

亮制作微缩景观的“必修课”，除了走
访老一辈人，与他们交流，探寻过往记
忆，图书馆也是岳晓亮的常去之地，

“《中卫县志》等各类书籍都是要查阅
的历史资料。”

“大河机床厂 1965年由沈阳中捷友
谊厂搬迁部分设备、人员至中卫，在原机
修厂和造纸厂旧址上改建而成，次年投
产。”“已向世界五大洲 60多个国家或地
区出口机床 1818台，出口创汇 707万美
元。”《中卫县志》中如是记载。

一座建筑、一个工厂，也见证着中卫
工业从无到有、逐步发展的历史，经过二
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不断调整充实、改造
扩建，中卫工业初具规模。

近年来，中卫把大力发展工业作为
振兴经济的关键来抓，工业有了较大发
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卫经济
社会发展更是日新月异。2022年，中卫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80 亿元，规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0%以上。

一处景观 捡拾难以忘怀的记忆

微缩的老宅院。

岳晓亮绘制的抗疫主题石头画。

带着岁月沧桑的“老院落”。

图为大河机床厂大门微缩景观图为大河机床厂大门微缩景观。。

电视剧《山河锦绣》中的老院子微缩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