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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名家走进山西

笔会活动在并举办
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山西荣诚友嘉文化有限

公司主办的“千秋翰墨·艺绘中国”中国书画名家走

进山西笔会活动在太原举办。

笔会现场，书画名家挥毫泼墨，一幅幅墨色淋

漓的书画佳作，共同唱响了团结奋进的时代主旋

律。在创作的同时，大家讲解书画常识、运笔技巧及

知识典故，共同探讨艺术创作之路，一幅幅饱含深

情的作品，展示了书画名家深厚的艺术功底。

通过此次活动，书画家们以书言志、以画寄情，

用有温度、有情怀的优秀书画作品描绘三晋大地、

抒写新生活、讴歌新时代，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进一步推动山西省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贡献力量。 白续宏

姻 李敬泽

以开拓和延伸放大
文学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

就最终要看作品，衡量文学家、艺术家的人生价值

也要看作品。”伟大的文明和伟大民族，必有伟大的

文学。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从悠久且不断发展的

历史深处走来，从伟大的文学传统中走来。“文”就

是我们传统中的根。

文学是高扬的旌旗、嘹亮的号角。长篇小说是

人民的艺术，是最能体现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文

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兼顾思想性与

艺术性，是茅盾文学奖评选一以贯之的宗旨。第十

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集中体现了新时代长篇

小说在书写革命历史，讴歌新时代新征程，以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为新时代文

学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离不开文学的力量；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包含着文学能力的发展。文学一定

程度上就是以全面的眼光，以人的理智、情感的全

面性和完整性去领会世界和人生。文学不是一种谋

生的技能，而是人之为人、行走在世界所需要的基

本能力。文学给予现代人表达与塑造自我的能力、

感受与认知世界的能力，以及面对复杂的人生和情

感问题梳理与观照的能力。

新时代文学呈现出“破圈”与“跨界”的整体趋

势。酒香也怕巷子深。现代传播格局对参与文学创

作、生产、传播的从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破圈”与

“跨界”绝不是迎合媒介的变化，也不是与短视频、

影视、游戏等抢夺注意力。我们希望促进文学精品

的生产、传播、转化、译介，尽己所能，让好作品在各

个环节充分发挥能量，以开拓和延伸放大文学的价

值，让文学的生命力与活力更好迸发。由此，更多人

能够意识到，文学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在现代人的

精神生活中，始终存在文学的维度。

今天的文化生活中，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正产生

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文学的传播方式可以运用技术

革新创新，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无法被人工智能所

替代。人工智能或许有大脑，却永远不会有身体、心

脏与皮囊。而人类的情感与想象，恰恰不完全是大

脑运作的结果，而是根植于身心，来自生命的有限

性中产生的独特性。今后的文学艺术创作，我们不

妨将更多目光放在人工智能无法触及的领域———

那里寄托着人类真正的尊严和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上的中国文学，又一次迎来了收

获与荣耀的盛典。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坚定

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肩负起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神圣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营造生机勃勃的文化生态，离不开澎湃的

文艺创造力。宽阔的河道才能让水流澎湃。新时代

文学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文学河道四通八

达，文学活力奔流激涌，文学生态气象万千。中国文

学，向着高处攀登，向着远方前行。

举办阅读大赛、开展公益赠书，举办科幻

文化周、开展图书巡展……阅读在社区、学

校、厂矿和农村蔚然成风。这是全民阅读活动

在阳泉市持续深化、火热进行的一个缩影。

在深入推进全民阅读中，阳泉市委宣传

部注重阅读质量，各县（区）紧抓暑期、节日、

庙会等节点，充分利用农家书屋、流动借阅

点、流动书摊等平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营造全民阅读的良好氛围，形成全民阅读“一

县（区）一特色”。

“我们是带着孩子一起来的，这种科普读

物展活动，可激发孩子对科学的热爱，家长孩

子都可以从科普读物中学习科学生活知识，

了解科技新动态，对社会和家庭都是有好处

的。”8 月 20 日，一对年轻的夫妇向记者说。当

日“相约阳泉，让科幻照亮未来”山西·阳泉首

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在“阳泉记忆·

1947”文化园持续进行，四川科幻世界、中国

科学技术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等 6
家知名出版社及图书公司代表，展出主题图

书 600 余种、各类科幻图书 1 万余册，同时精

心挑选优秀晋版图书 100 余种、合计 300 多

册，为市民带来一场图书盛宴。

为推动全民阅读取得实效，平定县委宣

传部除开展各种阅读赠书活动，还开展“流动

书摊进庙会”便民书展活动，为群众送去丰

盛、快捷的文化大餐。盂县县委宣传部举办

“奋进新征程 盂阅新时代”全民阅读系列活

动，以丰富的表现形式，共同诵读经典美文及

原创诗篇；为企业量身打造企业书房，设立专

门的全民阅读展示区，将全民阅读融入企业

文化。

郊区区委宣传部围绕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开展理论阅读，组织党的二十大

精神主题宣讲、知识学习、分享“学习党的

二十大”金句等活动，用理论武装头脑，使

党的理论深入农村社区。他们还邀请电力

公司人员、农业专家就安全用电、种养殖业

知识举行专题讲座，并向群众推广相关书

籍，增加了学习的积极性，提高了学习实用

性。城区区委宣传部开展免费阅读、公益捐

赠、“向前看齐，致敬先进优秀人物”赠书活

动、“爱心传递真情永驻”旧书捐赠活动、

“为校园阅读环境做贡献”打卡活动，多个

图书巡展暨爱心赠书活动，得到社会大众

的一致称赞。

矿区区委宣传部组织开展“系列阅读活

动”，吸引不同年龄阶段的市民加入读书队

伍，培养阅读兴趣，让读书渐渐地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同时，根据驻地工矿企业职工较多的

实际，组织开展“书香飘社区 阅读促文明”

“书香社区·阅读同行”职工主题阅读活动，大

力倡导多读书、读好书的文明风尚，引导广大

职工争做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和科技型的

新时代工人。

“这些形式多样的书展、赠书和诵读活

动，能让大家找回阅读的乐趣，快速地爱上阅

读，对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是大有好处的。”

阳泉矿区几位年轻职工说。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武竹青

书香阳泉市 阅享新时代

千姿百态的葫芦，每一件作品都传递出不

同的“声音”。从一颗种子到一件艺术品；从日

用器皿到珍玩陈设；从实用主义到象征价值。

钟天地之灵气，毓人工之奇巧，一个个葫芦，凝

结着华夏文明中一份碧绿清雅的中国情结。

“范制葫芦又名‘匏器’，是中国独有的

艺术品，是把幼小的葫芦纳入刻有阴文的范

模中，随着葫芦长大逐渐填满范模空间，等

到葫芦木质化后取出，形状图文尽如人意，

宛若斧削刀刻，天然与人工浑然一体。”10
月 16 日，山西盛泰葫芦艺术有限公司总经

理裴唐宇对记者说。

倾心葫芦 走进盛泰葫芦，千百种不同

的葫芦作品各具特色，令人目不暇接。最小

的有手指肚般大小的葫芦，做成了一对精美

原生态的耳坠；大的有两只手刚能抱住的大

葫芦，上面雕刻着各种精美的花纹。而最引

人注目的，就是那“大漆葫芦”，纯天然手工

大漆制作的葫芦光亮照人，色泽温润。

“它先将不同颜色的漆料堆涂在高低不平

的器胎上，漆料干燥后再经打磨，从而产生出

色泽亮丽、光滑异常、自然生动的艺术效果。”

裴唐宇拿着一个上了大漆的葫芦对记者说。

百里千刀一斤漆。大漆在曾经可以说是

“奢侈品”，它的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如今，大漆产品并不罕见，裴唐宇作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人，想让大漆走进寻常

百姓家，让大家都能了解大漆文化，从而喜

欢上它。而“葫芦”又与“福禄”谐音，葫芦蔓

藤绵延、果实累累、籽粒繁多，寓意“子孙万

代”“万代盘长”，被人们视为吉祥物。若这两

者能结合在一起，岂不是好上加好？

“我家世代在夏县瑶峰镇种植葫芦，父

辈们都是把摘下的葫芦进行售卖，或者简单

制作成酒壶卖掉。”裴唐宇说，“为何不把自

己所学的雕刻技艺做到葫芦上？”一个从范

制葫芦种植、设计、艺术加工、销售的全链条

产业开始在裴唐宇的脑海里蔓延。

“北漂”的裴唐宇每天看着自己雕刻出来的

作品发呆，他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走向。

醉心技艺 光有想法不行，说干就干！

河北美术学院毕业的裴唐宇，在“漂了”几年

后，回到运城夏县瑶峰镇种起了葫芦。

世上少有一帆风顺的事，2019 年刚种下

的葫芦就遇到了霜冻，裴唐宇看着冻死的葫

芦苗并没有气馁，种植本来就是靠天吃饭，

难免会遭受自然灾害。没了，就再种！而这

“倒霉”的事情还没完，因为范制葫芦生长在

模具里，导致它的成功率低，有时候一批葫

芦都可能不符合标准……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裴唐宇用爷爷和

父亲向他传授的范制葫芦全部技艺，结合现

在各种新材料在工艺上的创新，他利用“失

蜡法”做出了无范痕的范模，并熟练掌握了

完整的“匏器”制作技艺。

据了解，葫芦在夏县历史渊源久远，葫

芦种植是范制葫芦实践传承中非常重要的

环节。葫芦在范模内，与阳光、空气隔绝而不

枯萎，这就需要复杂的园艺技术。

“制作范模需极高的雕刻技艺和范模的

翻制技艺。而漆艺髹饰要髹漆 16 至 20 遍，

每一层的颜色都是交替的，有银朱色、天青

色、孔雀蓝等，有时为了艺术效果，也点缀一

些螺钿或者金箔。”裴唐宇介绍。每髹一层

漆，阴干之后，要用不同参数的砂纸，进行打

磨，直到表面透亮光滑，撒上珍珠粉，再用手

推出如婴儿肌肤般光滑的表面，因工艺流程

繁复，故每成一器，都是完美结合了天工和

人力的艺术珍品。

潜心赋能 范制千个，精品一只。从土

里种出，靠天吃饭，非人力可控，有时一场枯

萎病，即将成熟的葫芦一个个枯萎掉落，一年

的劳作等待都付诸东流，而开模具、裁切、去

皮中也会出现各种损伤。技艺就在这失败和

绝望中得以磨砺，生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明清迭代，柔靡绮丽的士林风气，推动

了收藏热的兴起，也促进了范制技艺的进

步。康熙皇帝曾令人在丰泽园内，规模化种

植范制葫芦，所产‘匏器’，匠心独具，登峰造

极，堪称范制葫芦中的官窑。”裴唐宇说。今

天，在北京故宫博物院还珍藏有四百多件精

美的“匏器”。这些藏品精微工巧，反映出当

时的时代风尚和审美取向，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珍贵遗产。

对于弃“北漂”，选择回乡创业，裴唐宇

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父辈曾

经“简单粗暴”的卖葫芦方式，用艺术给葫芦

赋能，挖掘葫芦身上更多的价值。

每一件精美葫芦艺术品的诞生，都凝聚着

裴唐宇的心血与精力。他制作每一件葫芦作

品，都蕴含着他对生活、对文化、对艺术的独特

见解和感悟，各类葫芦作品独特的艺术表现形

式，让传统葫芦文化有了更好的传承创新，也

让人们见证了非遗文化葫芦艺术的无穷魅力。

“未来，我们将有序开展该遗产项目的建

档工作，初步建立范制葫芦雕刻传承研习所，

并扩建 600 平方米的范制葫芦雕刻非遗博览

馆，再培养一批专职的博学多才的传承人才，

通过加大非遗展览频次、传统媒体及自媒体宣

推渠道，持续扩大宣传，力争把范制葫芦雕刻

整理编辑成册，系统性地在校园内设立‘匏器’

制作技艺课程……”裴唐宇信心十足地说。

wenhuarenw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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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裴唐宇：承“葫芦”之缘 绘“漆彩”世界

科学导报讯 11 月 21 日，山西新编大型蒲剧

历史剧《忠义千秋》首次“晋”京演出，在国家大剧院

精彩亮相。剧目在创作中继承了多位蒲剧泰斗和各

位名家关公剧目的表演艺术，结合蒲州梆子传统唱

腔和旋律、凝结了老中青三代蒲剧演员、构建史诗

级的叙事载体，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了蒲剧关公戏中

特有的扶正祛邪、画竹明志的艺术场面和舞台氛

围。该剧是蒲剧史上首部以史料为依据、艺术演绎

关羽波澜壮阔一生的史诗壮剧，也是“蒲剧”“关公

信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代表性作品。 刘欣

山西新编蒲剧历史剧
《忠义千秋》亮相国家大剧院

科学导报讯 近日，文水县首家科学中心在该县

丽彬文化产业园建成。该中心包括科学体验馆、非遗

体验馆、传统文化课堂、5D 科技影院、VR 互动体验、

文创展销区、主题阅读区、人文艺术展览区等。科学

中心设计合理，规划科学，互动连通、功能兼容，突出

“非遗垣科技”跨界融合，以静态参观与动态体验相结

合，并通过多渠道、多角度全身心沉浸式探索环境，

让参观者在思考和实践中掌握科学知识，将非遗文

化、科技力量与艺术完美融合，使传统文化资源向现

代文化产品转化。科学中心的建成，更加有利于科普

知识的宣传，有利于中小学生实践教育。 梁大智

文水县首家科学中心落成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凯飞

一名童子高举杨枝，与神鹿嬉戏，《一路

高升》铁壶寓意一路高升；月映荷塘，两条锦

鲤游弋，《荷塘月色》壶寓意和谐与共，徜徉惬

意生活……11 月 9 日，走进山西晋城“晋韵

堂”旗舰店，雕有各种图案的铁壶琳琅满目。

柔和的灯光照射下，青黑的生铁散发着沉静

气韵，隽永传神。

晋城古称泽州，煤炭和铁矿石资源丰富，

炼铁业历史悠久。据考证，从金元时期开始，

所生产的铁器就闻名全国。“晋韵堂”第四代

铸铁技艺传承人晋战平说：“过去，祖祖辈辈

为了免遭战火蹂躏，铸犁为剑，为了生活铸铁

成壶。随着社会的发展，铁壶变成了集生活用

具、装饰、观赏为一体的艺术品。”

年幼时的晋战平，对铁壶耳濡目染，叮

叮当当声不绝，红蓝火苗铁花溅，他为之着

迷。大学毕业后，晋战平“下海”经商，干起了

丝绸织造的营生。由于对铁器的喜爱，晋战

平没事就跑到村里，痴迷铁器收集，加之第

三代传承人王小锁是晋战平妻子的姑父。晋

战平萌发了要发扬铸铁技艺的想法。1995 年

10 月，晋战平拜王小锁为师，成为“晋韵堂”

的衣钵传人。十年间，晋战平学会了王小锁

的全部手艺。

在 20 世纪 60 到 70 年代，轻便的铝制品

曾经风靡一时，日常生活的铁器用品被冷

落。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铁制品再次

回归人们的视野。但当时市场上一把日本铁

壶卖到两万元，而中国铁壶才卖几十元，晋

战平不服气。通过对比，晋战平认识到，只有

达到实用与精巧兼容，才能让铁壶更好地走

进千家万户。晋战平与技术人员全身心投入

铁壶新产品研发，晋战平按照传统“失蜡法”

古法手工铸铁壶的同时，与时俱进，创新设

计，将铁壶既适合现代灶具，又古意盎然，一

经问世，便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青睐。目前

这种独特的古法制壶工艺已成为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铁壶铸造需要不同工种的配合，要经历

雕刻、开模、摇蜡、制壳、脱蜡、浇铸、打磨、着

色等 68 道工序，至少 45 天，才能做出一把完

美的铁壶。有八成的工序靠人工完成。”在晋

城大阳镇“晋韵堂”厂房，技术指导郭忠平

说，晋韵堂铁壶的制作技艺被列入省级非遗

保护项目名册，目前正在申请国家级非遗保

护项目。

为满足现代人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对于

铁壶的原料，晋战平精心挑选：“我们的原料

均采用山西原铁矿，铁壶可以补充人体所需

二价铁离子，铁壶外壁使用纯天然的植物内

脂，内壁无涂层。”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接棒父

辈，守护匠心的晋晓，在海外刻苦钻研多年，

研发出铁壶的第四代工艺，为了更加精益求

精的做好这行，他 2021 年回国后，整日穿梭

在车间，枯燥重复、辛苦繁重的一线工作并没

有让这位 90 后小伙厌倦，反而有了更多的热

爱，每当新浇铸出一炉铁壶，他会异常兴奋，

那一个个的铁壶就像他的孩子一样，寄托着

他无限的深情和希望。

晋晓实现了对铁器技艺的创新———传统

工艺在“制壳”环节中仅选用细、粗砂制壳，而

晋晓经过多次实验，在细、粗砂壳模的最里面

增加了一层用石英粉和硅溶胶制作的内壳。

这层内壳在浇铸时直接和铁水接触，其材质

混合物比细沙更致密，使得浇铸出的铁壶纹

理更加细腻，图案更加清晰。

“从最初 100 多种款式到如今 300 多种，

再到提供私人定制，我们的铁壶和工艺品广

受市场欢迎。”“晋韵堂”晋城旗舰店店长李

晋梅介绍说，“适应消费新需求，我们用特有

的文化符号赋予每款铁壶以精神内涵和人文

情怀。”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晋战平创办的“晋

韵堂”被列为非遗保护单位。经过省商务厅、

晋城市人民政府、晋城市商务局的推荐，“晋

韵堂”连续三届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亮相。远销海外的铁壶成为三晋文

化最好的使者。

一把小小的铁壶，承载着传播地方文化

的使命。“现在电商平台、直播带货都很成熟，

发展中还在不断转变经营思路，拥抱‘新消

费’。”晋战平说，他们将始终秉承将传统工艺

融入三晋文化，打造符合现代人健康节约归

本的生活理念，使祖辈留下的老手艺在新时

代重放异彩。

晋城铁壶：百年铁壶铸就悠悠古韵

工人正在把浇铸的铁壶重新回炉，通过 850 度的高温三遍退火 姻 资料图

裴唐宇在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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