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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占一治印

补记

创造性思维

核心
提示

在今年沈阳市“最美家庭”评选中，来自皇姑区
的杨桂臣家庭名列其中。在母亲的引导下，杨桂臣
十几岁开始学习篆刻，历时35年篆刻了9000方

成语印，创办了中国成语印博物馆。他的妹妹杨桂荣专注于
服装设计，在下海经商的热潮下，成为沈阳第一批服装批发
商、品牌代理商，后来又一路向南到广州发展，创建了自己的
工厂和服装品牌。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杨家兄妹牢记母亲
的教诲，风雨兼程，自立自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据媒体报道，云南省文山
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正在
实施“5分钱工程”。村民每人
每天出5分钱，一年共出18
元，村里用这个钱加上县里每
月补助的300元钱做工资，请
贫困户清扫公共道路。结果5
分钱激发出三重效益——村
寨整洁了，贫困户在家门口就
业了，村民自治多了个载体。

“5分钱工程”能够叫响，
关键在于当地政府运用了创
造性思维，把脱贫攻坚与乡
村人居环境治理两项工作有
机结合，用5分钱实现了两项
工作的协同推进。

在中国成语印博物馆采
访，这种创造性思维不断在
杨桂臣的话语中出现。学习
篆刻时，杨桂臣不满足于学
技能，而是与成语相融合，将
篆刻技能注入文化，并升华
为成语印篆刻艺术。当杨桂
臣以务实的作风将成语印编
写成《中国成语印谱》，用
9000方成语印创办中国成语
印博物馆时，这种创造性思
维让他的篆刻艺术再次升
华。如今，杨桂臣的成语印
篆刻技艺已经被沈阳市政府
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他创
办的博物馆也已成为沈阳市
青少年非遗传习基地和素质
教育基地。

在讲述妹妹自创服装品
牌的经历时，杨桂臣描述的
仿佛就是一个永远走在潮头
的创新者。率先在五爱市场
做服装代理，直赴服装货源
地广州创业，自办工厂生产
服装，自创女装品牌。从不
止步的杨桂荣因为思维超
前，率先布局，无论是亚洲金
融危机，还是网店对实体店
的冲击，都没有挡住她前进
的脚步。

杨桂臣、杨桂荣兄妹二
人还拥有超强的落实能力，
对于设定好的目标，都会一
步一个脚印地变成现实。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运用创
造性思维，不断制造梦想，
不断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

杨桂臣透露，现在他正
在构思一个成语公园项目。
就像成都浣花溪公园的诗词
大道一样，他希望在沈阳市
皇姑区的一座公园里，打造
一条500米长的中国成语大
道，兴建100座贴近百姓生活
的成语寓言故事雕塑，用内
涵丰富的成语讲述中国五千
年的灿烂文化，打造一个市
民休闲旅游的目的地。而他
的妹妹杨桂荣也给自己定下
了做中国成熟女装品牌新星
的发展计划，她要在3年时间
发展300家专营店。

1959年出生的杨桂臣，上有一个哥哥、
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因为父亲在他只
有4岁、妹妹刚刚满月时意外去世，因此在
他的童年记忆中，只有一个忙碌的母亲。

母亲是裁缝，手艺好、讲诚信，而且总能
站在别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去做自己应该做
的事，在亲朋邻里间很受欢迎。为了不让4
个孩子受委屈，母亲总是夜以继日地工作，
用辛勤的付出给了儿女衣食无忧的快乐童
年。在杨桂臣的记忆里，每一学年开学、每
一个春节，兄妹4人都会有新衣服穿。

因为母亲有忙不完的活儿，当别人家的孩
子在周末跟着父母到公园游玩时，杨家的4个
孩子都只能待在家里。虽然无法出去游玩，
但兄妹四人过得都很充实，因为他们要完成
母亲布置的任务——哥哥练习拉二胡，姐姐

练习拉小提琴，妹妹学习舞蹈，杨桂臣学习弹
琵琶，母亲要求每个孩子掌握一项技能。

既当爹又当妈，母亲不仅尽最大努力
保障儿女在物质上的需求，还在潜移默化
中完成了对儿女的启蒙教育。“要自立自
强，爹有妈有不如自己有”“不要自以为是，
也不要低三下四”“只要脚踏实地做一件事，
肯定会取得成功”……母亲用自己的言行把
勤奋务实精神传递给儿女。

杨桂臣说：“虽然我4岁时就失去了父
亲，但是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我们
的支持，完全可以超越一般的家庭。现在
我们兄妹四人生活在广州、北京、沈阳三个
城市，每个人在事业上都称得上小有成就，
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母亲的教诲，都会把自
立自强、勤奋务实的家风传承下去。”

母亲给了兄妹四人最好的言传身教

杨桂臣的母亲特别注意从孩子的兴趣出
发，进行技能方面的培养，引导孩子掌握一技
之长。杨桂臣从小就对美术兴趣浓厚，早
早就被母亲送到鲁迅美术学院学习木刻。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在杨
桂臣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经过短暂的学
习，他的美术天赋就被挖掘出来。班级里的
橡皮成了他练习篆刻的材料，放学路上捡回
的砖头也被他磨平之后刻了字，甚至家里的
大勺把儿都被他截下来一段刻成印章。

为了帮助儿子学好文化课，母亲给杨
桂臣买了一本成语故事书，要求他每天背
一条成语。当时，杨桂臣对篆刻已到了痴
迷的程度，背诵成语时，他也会先设计成印
章，然后通过篆刻加深记忆。

美术字写得好，在篆刻上小有名气，上
中学时，杨桂臣就成为办板报、出校报的主
力。1978年参加工作后，杨桂臣在美术方
面的才华也得到领导赏识，让他负责单位

的宣传工作。那时候，亲友、邻居经常找杨
桂臣刻章，而杨桂臣也乐于利用这些机会，
不断提升自己的篆刻水平。

杨桂臣参加工作不久，改革的春风吹
遍祖国大地，到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杨
桂臣在出板报、写标语时经常会使用一些
展现蓬勃发展局面的成语，朗朗上口又回
味无穷，宣传效果特别好。领导和同事的
称赞让杨桂臣动力十足，他更加努力地钻
研，并定下了篆刻成语印的目标。杨桂臣
说：“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我最有斗
志、最有目标、最有创作激情的日子，工资
发下来我就去买石头，有一点空闲我就会
去刻成语印。”

母亲的引导让杨桂臣扎扎实实地学到
了一项技能，也把他送进了让他痴迷的篆
刻世界；母亲让杨桂臣一天背一条成语，结
果篆刻与成语的融合让他将篆刻技能注入
文化，并升华为成语印篆刻艺术。

篆刻与成语融合升华为成语印篆刻艺术

杨桂臣决定重新开始时已经
43岁，年迈的母亲希望他在婚姻上
能有个交代。在亲友的介绍下，他
认识了小自己12岁的张颖。

对于自己个子小、没钱、岁数
大的现实情况，杨桂臣心中有
数。第一次见面看到张颖并不太
同意，他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
张颖能到自己家里看一看再做决
定。当张颖走进杨桂臣的家，看
到满屋子用石头篆刻的成语印，
她被打动了。

向张颖求婚时，杨桂臣承诺
了很多，其中包括建一座成语印博
物馆。但杨桂臣首先要做的就是

养家，他写稿、拍节目、当装卸工，然
后就利用一切时间篆刻成语印。

杨桂臣说：“那是一段艰苦的
日子，妻子把家里省下的钱，全都
给我拿来买石头篆刻成语印了。”

家人的支持、关心，把杨桂臣
的斗志再次激发出来，他更加专
注于自己的成语印事业。2008
年，杨桂臣用几年时间编写的《中
国成语印谱》终于出版发行，中国
新闻出版总署命名《中国成语印
谱》为“中国首部立体成语词
典”。直到此时，他给妻子描绘的
那个美好未来才徐徐展开。

2009年，杨桂臣向沈阳市档

案馆捐献了成语印百米长卷；2011
年，杨桂臣荣获成语世界纪录协会
颁发的“世界之最”称号；2015年，

“杨桂臣中国成语印篆刻技艺”被
列为沈阳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
桂臣本人被认定为沈阳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从小耳濡目染，杨桂臣的女
儿也深深爱上成语印篆刻艺术，
并经常陪伴父母参加一些公益活
动。一直站在身后默默支持丈夫
事业的张颖，如今也走上台前，协
助杨桂臣管理博物馆日常事务。
他们这个三口之家今年被评为沈
阳市“最美家庭”。

满屋用石头篆刻的成语印成就一段姻缘

杨桂荣在央视接受采访时曾
这样描述她刚到广州时蓬勃发展
的情景，“当年我们取得的业绩真
是太惊人了，有时一个月的营业
额能达到百八十万元，连没扣子、
没领子的衣服都能卖出去。”

继承了母亲的手艺，专注于
服装设计，杨桂荣在全国下海经
商的热潮下，成为沈阳第一批服
装批发商、品牌代理商，后来又从
沈阳五爱市场一路向南，直接走
进了当时的服装批发货源地广
州。事业越做越大，后来她干脆

自办工厂，自己设计服装，并创立
了自己的服装品牌。

但几年之后，杨桂荣的企业遇
到了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在企
业转型过程中，代理商不配合、经营
户不理解、商场不认可等，一度将杨
桂荣逼入绝境。不过，杨桂荣没有
放弃，也没有退缩，她身兼数职，亲
力亲为，最终咬牙挺过难关。

母亲的教诲让杨桂荣跌倒后
重新爬起来，自立自强、勤奋务实
的家风也让杨桂臣重新站了起来。

1992年，面对下海经商的大

潮，看着哥哥、姐姐、妹妹在商海
中大显身手，杨桂臣也当了一把

“弄潮儿”。他办幼儿园、开服装
厂、办学校、成立电视节目制作中
心，但结果却是一连串的失败。
2002年，杨桂臣从商海中爬出来
时，已经身无分文。

失败给了杨桂臣沉重打击，
总结、反思之后，他又站到了起
点，站在了满屋都是成语印的家
中。而支撑他的就是母亲在他儿
时经常说的那句话：“只要脚踏实
地做一件事，肯定会取得成功。”

自强务实的家风让兄妹俩挺过难关

杨家兄妹逐梦路上风雨兼程
本报记者 李 波

11月19日，在沈阳市皇姑区闽江街83号
的中国成语印博物馆，馆长杨桂臣接受了本
报记者的采访。他十几岁开始学习篆刻，历
时35年，将濒临失传的中国成语印做了系统

的整理和创作，并创建了中国成语印博物
馆。同一天，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
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播出启动仪

式在北京举行。作为该节目的183个受访者
之一，杨桂臣的妹妹杨桂荣讲述了她从沈阳五
爱市场到广州白马服装市场，从批发服装、代
理品牌，到自办工厂、创建品牌的创业故事。

杨家这对兄妹，一个在北、一个在南，一
个从文、一个经商，但是他们牢记母亲的教
诲，自立自强、勤奋务实，经过不懈努力，实现
了自己的梦想。

杨桂臣（右一）到广州看望哥哥杨桂军（左二）、妹妹杨桂荣（右二）。 本报记者 万 重 翻拍

杨桂臣每天在家中的工作室里倾情于成语印篆刻艺术。 本报记者 万 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