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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新石器
时代较早的一种文化，赵宏涛为
了更好地表现仰韶文化时期的特
点，他的沙盘全部采用黄河泥来
制作。

沙盘里共安排了80多个造型
各异的人，桌凳、车马、粮仓、酒
窖、房屋等200多件道具，这些人
和道具共同组成了烧陶、酿酒、交
易、耕种等10多个场景。

等这个作品的泥稿晾干以
后，赵宏涛要将其放进窑内烧制。
他采用的是传统烧制工艺，用木柴
和煤将窑内温度控制在900℃~
1000℃，当窑内温度发生变化时，
作品表面就可能会发生不确定的
自然变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窑
变”。“烧制后，作品将更结实，能
长久地保存，我也期待‘窑变’能带
给我意外的惊喜。”赵宏涛说。

宜阳赵宏涛近几个月一直在制作一个大型工艺沙盘——

“泥人赵”带您跨越时空走近仰韶文化
买方卖方起纠纷
运货司机遭了殃
□见习记者 牛鹏远

近日，家住偃师市顾县镇
的货车司机任先生打电话说，
他在给新安县城关镇的一名水
果商运送塑料周转筐时，因水
果商和塑料加工厂之间的经济
纠纷被水果商扣了驾驶证。

8月6日晚，任先生接到一
单生意：将500个塑料周转筐
从偃师市岳滩镇的一家塑料加
工厂送到新安县城关镇水果批
发商孙女士处。

“我跟塑料加工厂的老板
认识，装过车之后，老板按照
一个塑料周转筐5毛钱的运费
提前给我付了 250 块钱。”任
先生说。

7日凌晨，任先生将塑料周
转筐送到新安县城关镇一水果
批发市场。

卸完货后，水果商孙女士
突然打开任先生的车门，拔下
了车钥匙。

“你们塑料加工厂老板给
我算的价钱不合适，把他叫来，
我就让你走。”孙女士说。

“我说我只负责送货，其他
事情并不清楚，可不管我怎么
解释，孙女士就是不愿意把车
钥匙还给我。”无奈之下，任先
生只好报警。

城关镇派出所的民警赶到
现场进行调解，但孙女士坚持
见到塑料加工厂老板后，再还

车钥匙。
“直到 8 日早上，孙女士

才答应还我车钥匙。不过，她
要我把驾驶证留下。”任先生
说，他回到偃师后，立即找到
塑料加工厂老板。

老板表示，塑料周转筐的
价格是他和孙女士协商好的，
况且孙女士已经付过钱，她在
货物送到之后才提出价格问
题，显然不合适。

“驾驶证被扣，导致我这两
天都没有拉货，损失的钱该咋
算？我希望孙女士能尽快把驾
驶证还给我。”任先生说。

河南卓大律师事务所实习
律师贾高峰认为，塑料周转筐
的买卖双方属于买卖合同关
系，送货人仅是承运人，独立于
买卖双方，不是买卖合同的当
事人。

孙女士作为买卖合同的一
方当事人，若对买卖合同的履
行有异议，应依法向塑料加工
厂主张权利，而不应侵害承运
人任先生的合法权益。

贾高峰表示，《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
条第五款规定“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
个人，不得收缴、扣留机动车驾
驶证”，孙女士擅自扣压任先生
驾驶证的行为属于违法行为，
任先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
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记者 王振华 文/图

“泥人赵”的名字叫赵宏涛，是宜阳县韩城镇人，他从小热爱艺术，
对泥塑特别痴迷。最近，他正在制作“仰韶文化工艺沙盘”，这个沙盘的
泥稿已经制作完成。在进窑烧制之前，我们到他的工作室先睹为快。

工艺沙盘带您
“穿越”到仰韶时期

赵宏涛的工作室位于县城西约
20公里的一个农场内，这个建于20
世纪中期的农场非常简陋，但赵宏
涛觉得这里“安静、利于创作”。

8月2日，记者跟着赵宏涛走
进该农场的一间小屋里，“仰韶文
化工艺沙盘”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个沙盘分为“仰韶时期先民
的生活”和“酒的发展”两大部分，
每一部分大概有 3.5 米长、1.4 米
宽，上面摆放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与
器具，每个人物有巴掌大小，所有
的物件都是按比例制成的。

赵宏涛还设计了特定的场景，
在“仰韶时期先民的生活”这部分
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当时人们制
作陶器的场景：两个人在踩泥，两个
人在拉坯，做好的部分陶器陈列在身
旁的凳子上。不远处，一个女人正抱
着一个陶罐往窑中送，准备烧制。附
近有一条小河，河上有木头桥，过了
桥就是一个交易市场。越过几间茅
草屋，远处有人在一片广袤的土地上
耕种谷物，近处几个年轻人正在庆祝
粮食喜获丰收，他们围着一堆篝火在
跳舞，脸上写满了快乐。

在“酒的发展”这一部分里，几
个大粮仓四周，每个人都在忙碌，
他们先用石碾将收获的粮食碾碎，
一部分放在蒸锅中蒸馏，一部分则
留作酒曲。做出来的酒装满坛子，
有的放在商店中待售，有的被人们
拿去零卖，有的则被当地军队派来
的马车大批量拉走。

“古时出征前、凯旋后，酒是必
不可少的。”赵宏涛的一句话把我
们从新石器时代拉回了现实。

为了创作，
他吃饭、走路都模仿着古人的样子

赵宏涛说，今年3月有了创作
的想法后，他在网上搜集了大量
的素材。为了能真实反映酿酒的
过程，他还去酒厂实地参观过，真
正动手制作是在5月中旬。如今，
这个作品的泥稿已经制作完毕，
进窑烧制后即为成品——这还需
要1个月时间。

“这里条件比较艰苦，白天热
的时候只有一台小电风扇，吹过
来的都是热风。晚上，我就成了
蚊子的‘大餐’，蚊香都不能阻挡
蚊子的疯狂。不过，吃过晚饭后，
我往这里一坐就忘了时间，经常
抬头看见窗外的亮光时，才意识
到自己几乎又熬了一个通宵。”赵
宏涛说。

创作过程是艰苦的，但其中
的乐趣也很大。为了将人物的面

部表情以及身体动作刻画得更传
神，赵宏涛经常让助手在他面前
扮成远古时期的人，有时让他睁
大眼睛，有时让他张大嘴巴，还常
让他甩开膀子跳舞等。如果不满
意助手的动作，他就自己“上阵”，
模仿想象中的古人的样子。两个
人经常演着演着，就被对方的憨
样儿给逗乐了。

他有时候吃饭、走路也模仿
古人的样子，农场里的人见了他
都觉得“这人怪怪的”。

赵宏涛在创作中脱离了现代
社会，完全让心灵沉淀到了仰韶
时期。几个月来，他几乎没有跨
出过农场的大门，有一次，他要去
县城办事，走在路上看见街边的
景物都很新鲜，“感觉自己像是从
古代穿越回来的”。

家乡的黄河泥
承载着他的梦想

没有整齐的队服，没有嘹亮的口号，没有华丽的颁奖台，但这
并不影响大家参赛的热情。10日，9支来自新安县各村的门球队
的队员们聚集在新安县新安产业集聚区土古洞村，参加了该村举
办的第二届门球邀请赛。

记者 李卫超 见习记者 张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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