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科学 化
姻2024年 4月 16日 星期二

姻责编：王俊丽

姻投稿：kxdbnews@163.com

运城市在国家级工美大赛上
摘金夺银

科学导报讯 近日，2024 年“中艺杯”创新设计

作品大赛和“经典工美”作品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运城市取得两金两银的好成绩。其中，在“经典工

美”作品大赛上，山西宇达青铜文化艺术股份有限

公司吴天定创作的《飞龙九天》获金奖；在创新设

计作品大赛上，山西瑞来工艺品有限公司韩瑞来

创作的《吉祥鹿———平步青云》获金奖，山西艺佳

仁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梁文平创作的《龙腾盛世》、

山西新绛县拨金漆画研究所勾克勤创作的《太行

秀水》获银奖。 付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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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晋阳古城考古工作研讨会

在太原举办。国内长期致力于城市考古的专家们

齐聚一堂，聚焦晋阳古城遗址的考古、保护、研究

和利用，围绕晋阳古城未来考古工作方向及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开研讨。未来晋阳古城的考

古工作要重在提炼出大概念上的城市格局，结合

文献记载搞清各个时期的城市布局，找到城市的

核心要素，为后续考古工作提供借鉴；此外，遗址

公园用地要有一个规划，协调好考古工作与公园

建设的问题。 段思齐

国内考古专家建言
晋阳古城遗址保护研究

2024 年“五洲同声唱黄河”
系列活动在临汾市吉县开幕

科学导报讯 近日，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5
周年———2024 年“五洲同声唱黄河”系列活动在临

汾市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拉开帷幕。本次活

动由山西中华文化促进会联合山西省延安精神研

究会、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共 6 个专场。山西

省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岳普煜，山西中华文化促

进会主席姜新文，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局

长张效堂等人参加。“永远的黄河大合唱”吉县黄

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交响音乐会是首场。 张玉萍

岳丙寅和他的泥人作品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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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泥人最有意思了，通过形态

和表情，可以把人物的内心世界展

现出来，很有挑战性，我喜欢这种感

觉。”一块普通的泥巴，在长治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岳丙寅的手中

几经捏、揉、刻、雕，一位手捧着茶

壶、神态自如的老人便跃然眼前。

4 月 2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

长治市平顺县东庄村岳丙寅的工作

室，里面摆满了大小不一、形态各异

的泥塑作品，农家院落、人物雕像、家

禽走兽……各种作品无不形态逼真、

惟妙惟肖，岳丙寅用自己精湛的泥塑

技艺赋予了泥土崭新的生命力，也表

达着他对家乡传统文化的浓浓深情。

提起岳丙寅的大名，没有人不知

道，不仅因为他是岳飞三十二代后裔

世孙，还因他从小酷爱泥塑彩画艺术，

加上热心乡村文化，作品遍布上党地

区。今年 56岁的岳丙寅与泥塑结缘已

有 30 余年，在很多人眼里，泥土是最

不起眼的东西，而对于岳丙寅来说，泥

土却是有生命、有灵气的。他和泥塑的

故事还得从村里的泥巴说起。从小就

贪玩泥巴的岳丙寅，在本家叔叔的启

发和教诲下，系统地学习了泥塑技

艺，拿在手中的泥巴不一会便捏成了

一个活灵活现的“小人”，由此他对泥

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泥塑创作的

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在岳丙寅的房前屋后、床头案

上，总有着没有完工的泥塑和做泥

塑用的材料，而那些取自太行山里

的泥土，经过岳丙寅的手仿佛就有

了气息，有了生命力。为了把泥塑做

得更专业，岳丙寅临摹老壁画，效仿

老泥像，探索和学习其他流派的技

法和特点，技艺不断精进，他也从仅

仅是泥塑爱好者成为漳河两岸有名

气的泥塑大师，他的作品也走遍了

十乡八村，扎根于上党地区。

“制作这个 2 米多高的大型彩塑

需要十几道工序，先制好骨架，捆草

造型，将优质黏土加棉花、谷糠、锯

末、熬制的小米粥和纸浆搅拌成塑

泥。上泥出样三至四次，将表棉纸涂

白、打磨、上色、绘画、上光、装脏、点

睛后才能完成。就上泥来讲，需要有

粗泥和细泥之分，而每种泥的调制又

都不一样，制作完成需要一个月的时

间。”岳丙寅做的彩塑对比度适中，以

润色、混色、温色、稳色为主，以黑墨勾

线和细致的笔法涂色，给人以高雅含

蓄的感觉。多年来，岳丙寅制作高度

在 2 米以上的彩塑像有 1000 余尊。

艺不在多，精为绝，技不为巧，功

在练。对于生长在黄土地上的岳丙

寅，对祖辈耕作的每个细节都清晰地

记在脑海中，他的作品中反映最多的

就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形象和丰富多

彩的农耕文化场景。在他手里，一个

个小小的泥塑，捏出了活灵活现的人

物、动物、景物，捏出了人物背后的故

事和美好记忆，也捏出了和泥土相伴

相融、休戚与共的文化传承。

“我希望让更多的人感受泥塑

的魅力，我会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文

化的同时，用这项手工艺记录下这

美好的‘旧时光’。”因热爱而坚持，

因热爱而守护。岳丙寅三十多年如

一日，在泥塑技艺上倾注热爱、坚守

和专注，他孜孜以求，不断锤炼泥塑

技艺，用巧手妙思和匠心传承，让非

遗技艺被更多的人熟识和喜爱，让

泥塑这门“老手艺”焕发新生机。

岳丙寅：小泥巴捏出“大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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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博物馆结合自身文物藏品优势，

撷取榆社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在馆内设置

了自然造化—地质遗迹厅、生命信息—古生

物化石厅、千年凝眸—石刻造像厅、文明积

淀—历史文物厅、红色记忆—革命文物厅五

个展厅，这些展厅记录和展示了榆社的悠久

历史……”

位于太行山西麓的晋中榆社县作为闻名

世界的“化石之乡”，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化

石的地方。3 月 28 日，《科学导报》记者来到榆

社县化石博物馆，置身古生物化石展厅，透过

一件件珍贵的化石，仿佛穿越时空隧道，回到

遥远的洪荒时代，感受这些史前动物繁衍、生

息、灭绝的悲壮历程。

榆社县化石博物馆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

是山西省唯一一座县级化石专题博物馆。该博

物馆占地面积 3200 平方米，陈列布展面积超

过 1500 平方米，因馆内化石数量大、种类多、

层位连续、延续时间长，被我国著名古人类学

家贾兰坡称赞为“古脊椎动物化石的宝库”。久

而久之，榆社也有了“化石之乡”的美誉……

“我们博物馆有各类馆藏文物 2000 余

件、化石 600 余件，其中不乏榆社剑齿象、榆

社原大羚、榆社银郊中国肯氏兽等珍贵化石，

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观赏价值。尤其是这

里陈列的大量古生物化石，填补了世界地质

史上研究 530 万年至 250 万年前的空白阶

段，具有‘承上启下性’和‘唯一性’。”榆社县

化石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眼前这具连体大

唇犀骨架化石，左右各有一个头，据专家考

证，它们是在一起饮水、吃草或戏耍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强大的地质灾害，把它们重叠挤

压在一起形成的，这件化石在全国乃至全世

界都是保存最完整、也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

件化石，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这些化石如同一面镜子，动物们透过时

间的尘埃看见了百万年前的自己，而世人透

过这面镜子感受生物演化与自然变化的丰富

多彩。展馆内有让人惊叹的剑齿虎撕咬鬣狗

化石，有长达 3 米的榆社剑齿象头骨化石，有

保存完整的三趾马头骨化石、原始野牛角化

石、榆社原大羚角化石……这些独特的化石

历经沧海桑田、穿越百万年时光与我们“相

见”，它们矗立在展柜中，无声叙述着生命进

化的故事，似乎在告诉世人这里曾是一片动

物的天堂，气候和环境的巨变使它们走向绝

灭，形成了这些稀有的动物化石。

漫步博物馆，记者还看到馆藏的石刻造像、

青铜器、陶器和瓷器等文物，这些文物既有弥足

珍贵的战国车马器、凝重威严的西周青铜鼎，又

有俊雅的宋代定窑白瓷钵，还有清新飘逸的清

代哥窑地粉彩盘……一件件珍贵文物穿越时光

向我们走来，与这些文物相望，与时光相触。

地质遗迹厅诉说着自然的奇迹；古生物

化石厅激荡着生命的信息；石刻造像厅展示

着精湛的技艺；历史文物厅传承着文明的记

忆；革命文物厅记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

间榆社人民奋起抗战、无私奉献的历史……

走近时光深处 感受远古回响
———游榆社县化石博物馆侧记

连体大唇犀骨架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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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灯树千光照，

明月逐人来。

又是一年元夜，春节假期虽已接近尾声，

红红火火的年味儿却仍在翻涌，大大小小的

谜灯在街巷两边挂着。晚饭过后，人们也不闲

着，只要听见哪里有“咚咚”响的鼓声，就知道

哪里有猜灯谜的地方了，一大家子便扶着老

的、带着小的，热闹闹地过去看。大概七八点

的时候，小小的公园舞台便被人们里三层外

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里的猜灯谜与旁处很是不同。猜谜的

开场必须要“击鼓”，并且一定要击得响亮、

稳重，这寓意着新一年的“好头彩”，也能让

整个猜谜的活动营造出热闹的气氛。人们听

到鼓声，便都会说“有谜猜了”！除金鼓外，谜

板也是别具一格。只见舞台上高高地立起一

块厚板，上面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贴满了

谜笺。这些谜笺均是书法现写而成，先是谜

号，即出谜者的名号；接着是谜目，即谜底的

范围；最后是谜面，即供人们猜射的内容。谜

板一出，金鼓一敲，今年的猜谜大赛就算是

正式开始了。这会儿，人们有的低头思考，有

的小声讨论，不时地传来一点论辩的声音。

也有不少游客这会儿开始掏出手机，希望能

另辟蹊径，上网查获谜底，可是翻来倒去也

没能找到一点儿信息，一问才知，原来这些

谜题都是谜家和爱谜者自创而成，出题最多

的是为主鼓人，正在大鼓旁边站着，等着看

他的谜面被揭开呢！

人们正琢磨着谜底，忽然，“咚”的一声，

大鼓响了，原来是有人要自告奋勇开猜了！

“白虹”———“咚”！

答者响亮地念出出谜者的谜号，主鼓人

“白虹”笑眯眯地敲响了大鼓。

“王庭三植荫全乡”———“咚”！

“澄海村名一”———“咚”！

人们一时间都安静下来，有的期待着这

张谜笺最后的答案，有的则仍皱紧眉头，盼着

能在最后关头先把谜底猜个水落石出。

“槐泽村”———“咚咚”！

大鼓连敲两声，猜中了！人群里响起一阵

掌声。但还没完，只见主鼓人仍气定神闲地看

着猜谜者，期待着这场最终的交锋。

“‘王庭三植’之事，见苏轼为王祜家作

《三槐堂铭》，扣‘槐’；‘荫’是荫庇，施恩泽，扣

动词‘泽’；‘全乡’扣‘村’！”———“咚咚咚”！

重重的三声鼓敲下，人群中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与欢呼，主鼓人连忙把猜中的那张谜

笺揭下来递给猜谜者，也乐得笑眯了眼。作为

谜作家，自己的知识被人家接受、认同并得到

传播，那种满足感真是无与伦比！不光是制谜

的开怀，听谜的人们在鼓声中听到了谜底，知

道了澄海有个槐泽村，也知道了苏轼曾作《三

槐堂铭》，同时也学习到了扣合过程中如何扣

“槐”、如何扣“泽”、如何扣“村”的相关知识，

自然也都乐在其中。

一个好头开下来，其他谜底也纷纷被众

人揭开：

“虎影”———“咚”！

“珠江西侧摇手别，花叶初凋桐木疏”

———“咚”！

“瑶华洞”———“咚”！

“为‘瑶华洞’谋皮‘珠江西侧摇手别花叶

初凋桐木疏’。以‘珠江’西侧得出‘王’便有新

意；又以‘花叶’初凋得出‘化、十’合成华，又

是创举。虽‘华、花’古是同字，但以拆字而言，

此不为相犯。可谓自然合度。”

这次的猜谜者可就更厉害了，不仅把谜

底与扣合都完完整整地答了出来，还给这一

则灯谜作出了简单的评议与赏析，也难怪大

家听完后都忍不住轻声惊叹。再定睛一看，原

来是镇上有名的另一位爱谜成痴的“谜人

儿”，敬意的掌声便更排山倒海地响了起来。

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又一会儿，几

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也勇敢地参与了挑战，

接连把以好几种本地特色小吃“蟹合”“小米”

“韭菜面”等为谜底的灯谜给猜射下来，一脸

猜中好几个的兴奋劲儿还没下去呢，就又被

旁人的一句“小孩子过年可是吃了不少好吃

的啊”给闹红了脸。

等到谜板上的谜笺都揭去了大半，主鼓

人“咚咚”地把鼓一敲，扯起嗓门喊：“有谁出

了谜的没有？都拿上来———”

登时，好一群人带着一捆捆的谜笺登上

了台，白花花的谜笺上，有的是体态多变的行

书，有的是流动畅达的草书，有的是整齐平正

的楷书，还有的是———

“哎呀，小凯啊，你这写的是不是‘狗爬

体’啊？看都看不懂咧！”

“这，这是我自创的字体！”

大家伙又快乐地哄笑起来。

在众人的竞相猜射下，热热闹闹的灯谜

猜射会终于到了兑换奖品的环节。有的人收

获颇丰，手中搂抱着的俨然是厚厚的一大沓

猜射下来的谜笺，喜气洋洋地换得了两大串

红鞭炮、两袋大米和一桶花生油，换来奖品后

也不急着带走，还在孜孜不倦地和同好畅聊

今夜的好谜佳谜，不小心聊多了，就拿起一根

树枝蘸点水，在广场的地上现场出谜，玩一个

灯谜加赛竞猜。不消说，又是吸引了好一帮人

前去射虎比拼，不亦乐乎。当然了，也有猜得

少的，拿着几张谜笺换得了好笔一支，也不气

馁，扬言要刻苦钻研，明年就用此笔写出佳

谜，端看谁懂他心。也有小孩子灵机一动，猜

中一两张谜笺的，捏着笺纸怎么也不肯放手，

被负责兑换奖品的大爷好一通逗，也换得小

竹炮一个，开开心心地寻着地儿放炮儿去了。

啥也没猜得的人儿当然也有收获———他们看

了一晚上的热闹，获得了满心的欢喜与乐趣，

还有几张准备发上朋友圈的美照呢！

夜逐渐深了，公园里的人们也渐渐地四

散回家，第二天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的上学

了。只有那猜谜的喜悦记忆，如同那仍挂在街

头巷尾的缤纷谜灯，依旧璀璨夺目，长长久久

地记挂在人们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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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中国好书“走出去”，将全球优秀图书“引

进来”，这次伦敦书展，中国出版人以书籍为媒介，

用实际行动践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这句话。

伦敦书展是全球出版业最重要的盛会之一，创办于

1971 年，此次中国出版机构的大规模参展，推

介中国精品图书和中国文化，体现了出版界、文化

界的使命与担当。

以书为媒，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就要讲好

中国故事。我们的故事既要“出圈”，也要“出海”；

既要立体生动，也须丰富多彩。中国出版人带去的

3000 多种图书，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展区“阅读中

国”这一主题。展区重点展示了《习近平著作选读》

第一卷、第二卷（中文版、英文版），《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多语种版，“足迹”系列图书等习近平总书记

著作和相关学习读物，重点推介了《复兴文库》、“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等重大文化出版工程精品成果。

此外，书展上举办了敦煌研究院赵声良主编的《藏

经洞敦煌艺术精品（大英博物馆）》新书分享会，鲁

迅文学奖得主鲁敏携最新长篇小说《金色河流》抵

达现场……可以说，中国出版界、文化界带到伦敦

书展上的图书，有宏阔的理论，也有细腻的书写；

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粹，也有当代中国的精彩

故事。通过展示和推广中国精品图书，可以让更多

的国际读者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在全球的认可度和影响力。

在推动中国好书“走出去”的同时，每年的国际

书展，亦有一大批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优秀图书被

“引进来”。国际书展是各国出版业加强交流与合

作的重要平台，在交流和碰撞中，我国出版界可以

拓宽国际视野，深入了解国际图书市场需求与趋

势，从而更好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文化背景

和阅读习惯的读者群体打造更优秀的出版物。有

资深出版人说，在此次书展期间，版权洽谈桌周围

几乎座无虚席，足见国际出版界对版权引进与输

出的重视与投入。同时，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也是

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些创意与经验将对我国数字出

版转型升级起到积极作用。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来

自世界各地的优秀图书汇聚一堂，文字无声，却奏

响了璀璨文明的交响。前些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

会曾在展馆最醒目处，打出“阅中国 阅世界”的标

语，极为凝练地表达了我国主办以及参加国际书

展的愿景和重大意义，而书籍作为文明的重要载

体，也在一次次的汇聚、一次次的阅读与传播中，焕

发永恒灿烂的光芒。

以书为媒，
让世界阅读立体生动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