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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石、藏石，更想在石头上展现家乡美
———访我市民间雕刻艺人朱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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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

日，在刚刚结束的我市“口子窖”杯企业书法大赛上，

朱从戎的作品获得了一等奖，这位退伍后就一直在我市从事文
化产业的新县汉子，刚开始时做书法、字画装裱，后来自学雕刻、

篆刻，如今他的书法作品已经得到了认可，而他的雕刻作品多选
我市本地产的黄蜡石、玛瑙石等石材，刀工精湛、朴实无华，一雕
一琢间，无不透出他对家乡的无比热爱。在他的工作室“戎宝斋”

里，朱从戎如数家珍地向记者介绍着自己的得意之作，并踌躇满
志地对记者说：“我爱石、藏石，更想在石头上展现家乡之美，想
把我们信阳的石材推广到神州大地。 ”

投笔从戎，从部队放映员走上文化之路

“入伍后，我成为文化宣传员，在集团军政治部做了一名普
通的电影放映员，开始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开始学习书法、传
统丹青，这也让我走上了文化道路。 ”名字中带着“从戎”二字，

朱从戎有着浓浓“军营情结”，退伍后，他开了自己的第一家文化
用品店。 靠着小店的经营，勉强维持了自己在学习书法、绘画上
的开销。

随着成为省书协会员，作品得到社会认可，朱从戎又迷上了
雕刻和篆刻，由于有着深厚的功底，加上他刻苦钻研，有天赋又
有韧劲，所以上手很快，于是就有了主营石雕作品的“戎宝斋”。

尽管退伍多年，在他身上依然能看到朴实、干练的军营作风，这
在戎宝斋的布局上可见一斑： 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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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的一间小门店，除
了柜台之外，满地都是他从我市各地收集上来的石材，在一个多
宝阁后面，是他小小的工作台，一个高高挂起的电机，一把小小
的电钻，一堆细细的磨头，厚厚的石粉堆里还藏着尚未抛光的许
多半成品。 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点亮台灯，静下心来，对
石材一遍又一遍地细细打磨，最终成为一件件作品。

羊山开发，从挑捡石头中找到石趣之乐

每逢周末，朱从戎最大的乐趣就是和石友们一起租车，走遍
信阳的山山水水去寻找奇石，跋山涉水，乐此不疲。 “现在我们
还大多都是属于散兵游勇，自娱自乐的状态。 如果能够做好石
材的一条龙深加工，把石料充分利用，可以做摆件，可以打镯子，

那样的话，也能将文化产业继续做大。 ”

“这是咱们信阳产的黄蜡石雕出来的，油头好，品相也不错。

这件是用萤石矿里产的水晶雕刻出来的，还有这件，是上天梯的
火山蛋里产的玛瑙雕成的。 我最早收藏石头，是从羊山开发时
开始的，那个时候，工地上能捡到不少好石材。 ”细数自己的得
意之作，只要提到石材的产地，朱从戎就感到无比的自豪，“咱们
信阳出产黄蜡石、玛瑙石，都是非常不错的，适合雕刻也适合收
藏。 不过目前收藏毛料的人居多，搞雕刻的人少，所以很多石材
都是出于最初级阶段，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也就没有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 ”

“我最大的心愿，是有一天信阳奇石能够成为我们信阳的文
化名片。 ”朱从戎说，我市出产的石材不少，可身边真正了解它
的人不多，自己开“戎宝斋”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人了解、认识信
阳奇石。 朱从戎说，他愿意为挖掘、开发、宣传信阳奇石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他希望信阳奇石在赏石界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本报首席记者张继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