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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huaxuyuK 文化絮语

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世

界手工艺理事会开展的“2024 世界手工艺理事会杰

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评审结果揭晓，新绛县绛州

澄泥砚研制所蔺霄麟设计、张迎利制作的绛州澄泥

砚———“日月同辉砚”，获颁“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

章”，这是本次评审山西唯一获奖作品，此奖项也是

世界手工艺行业的最高荣誉。获奖作品造型别致，

砚质细润，作品构思巧妙，雕工精湛，繁简有序，别

有风韵。 张海鹰

绛州澄泥砚作品获颁
“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

侯琪：以刀代笔创乾坤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小静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刀笔纵横，山川入画。8 月 20 日，《科学

导报》记者见到版画家侯琪，在他的办公室

里有很多“宝贝”：枯荷叶、谷穗、牛角、石

头、树枝……普普通通的树枝斜插进土色

的陶瓶里，顿时生动起来，像要开口说话

了。他说，自己很喜欢这些乡土的、本真的

东西。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为美术的四大

门类。“跟国画、油画等直接描绘的艺术形

式相比，版画是一门间接性的绘画艺术。通

过雕刻、腐蚀、照相感光等方法制作出印

版，再将图像转印到木板、金属、玻璃、合成

材料等承印物上。通俗地说，其他画种都是

‘画’出来的，只有版画是‘印’出来的。”侯

琪告诉记者。

侯琪是忻州市忻府区北宋村人，曾任

太原画院副院长，是著名版画大师力群先

生的弟子，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

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山西美

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山西省版画学会会

长、太原市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侯琪作

品曾参加全国性美展 40 余次、国际性美

展多次，出版有《侯琪水印木刻集》，作品

被国际奥委会、中国美术馆炎黄艺术馆、

神州版画博物馆、太原美术馆等机构收

藏，并在山东青州、太原美术馆等地举办

了个人画展。

“一个人一个喜好，版画虽然跟传统的

水墨画区别不小，但是我从小就喜欢这种

黑白感觉，颜色对比强烈，看了版画有冲击

力，被黑白的对比震一下。后来在黑白的基

础上套色，版画有了更多的艺术表现空

间。”侯琪指着作品图片和记者说道。

版画是一刀一刀刻出来的，每一刀都

带着木头的清香，带着刀的峻冽。版画作品

多在整张纤维板上完成，需要盛年体壮者

才能完成。时代在发展，许多人都因为版画

“费力不讨好”放弃了，可侯琪一直在画。6
月 15 日~22 日，在忻州市五台山书画院开

展了侯琪版画作品展，展出侯琪近年来创

作的版画力作 54 幅，其中部分创作以“忻

州”为主题，展示了忻州的《古城印象》等，

他的“太行、黄土、湿地”三大系列，每个系

列均由十几、几十幅画作组成，表达了他对

故乡的深厚情感。这些版画作品构图满幅

铺陈，近、中、远景次第推进，刀法各不相

同，土石水质依样表示。细节处考究，圆刀、

棱刀、平刀交替使唤，印色、染色、拓色相互

作用。

在太原画院期间，侯琪主持创作了中

国尺幅最大的版画———《汾河千里图》。这

幅长 36.26 米、高 1.22 米煌煌巨作，很可

能也是全世界目前尺幅最大的版画。汾河

是山西的“母亲河”，用美术作品展现汾河

全貌以前尚无先例，更不用说以版画的形

式。接受创作任务后，侯琪带领主创人员

沿汾河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实地勘察、采

风，从汾河源头———宁武县管涔山脚下的

雷鸣寺，到汾河的入黄口———万荣县荣河

镇庙前村，行程 700 多公里。创作这幅空

前绝后的巨构，侯琪既是“总提调”又亲自

操刀，将近两年时间心无旁骛，完成了这

件呕心沥血之作。“《汾河千里图》运用中

国画传统的散点透视方法，以汾河为中轴

线，从源头到入黄河处，将三晋大地的自

然美景和人文揽胜尽收画卷。采用凸版正

刻正印手法，水、油印双面套色，因此既有

水墨画的效果，又如油画般鲜亮、多彩。刀

法独特，大量使用角刀、平刀，运用画刻方

式体现出运刀的速度与激情。”侯琪介绍

道。作品完成后，太原画院举办了《汾河千

里图》暨侯琪个人版画展。《汾河千里图》

占据展厅整整一面墙，大气磅礴，恢弘壮

美。展出结束后，《汾河千里图》被太原美

术馆作为“镇馆之宝”永久收藏。

作为山西省版画协会会长，侯琪深感

责任重大。如何让更多的人喜欢这门古老

艺术，让版画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焕发崭

新活力，是侯琪常常思索的问题。让版画

恢复旺盛的生命力，让更多的人接受版

画、学习版画、弘扬版画，把山西的版画甚

至全国的版画推向新的高潮，这是侯琪的

心愿。

侯琪在创作版画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2020 年 8 月，游戏科学工作室发布《黑神话：悟

空》首部预告片，短短数日，该预告在 B 站的播放量

突破 1500 万次，全球范围内累计播放量更是超过

了 5000 万次，引发全球游戏界的广泛关注。8 月 20
日上午 10 时，历时 7 年开发，该游戏全球同步上

线，迅速成为多平台的销量榜首，截至 12 时，Steam
平台该游戏同时在线玩家超过 120 万。

该游戏以其卓越的视觉效果、精妙的角色设计

以及对《西游记》这一经典文化素材的革新演绎，甚

至有公司特意在 8 月 20 日发售当天，给员工放假

一天以便及时体验这款备受期待的游戏。其不仅在

中国游戏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在全球游戏

产业中树立了新的标杆。这一现象级事件不仅彰显

了中国游戏开发者的卓越技术“硬实力”，更体现了

传统文化赋能中国游戏产业的“软实力”。

《黑神话：悟空》的问世，标志着中国游戏产业从

数量增长迈向质量提升的重要转折。根据中国音数协

游戏工委发布的《2023 年中国游戏产业报告》，国内游

戏市场实际销售收入首次突破 3000 亿元人民币，达

到 3029.64 亿元，同比增长 13.95%。用户规模达到

6.68 亿人，同比增长 0.61%，创下历史新高点。自主研

发游戏在国内市场的实销收入为 2563.75 亿元，同比

增长 15.29%。在海外市场，自研游戏的实销收入为

163.66亿美元，规模连续四年超过千亿人民币。

作为中国游戏产业创新的代表作之一，《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不仅体现在技术创新，更在于其成功融

合中国传统文化与游戏艺术形式，为用户创造了一种

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兼具的游戏体验。游戏融合了中

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神话传说和道德观念，让

玩家在游戏的过程中，不仅能享受到游戏的乐趣，还

能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该游戏不仅在视

觉表现力上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更在游戏机制与故

事叙述上展现出中华文化独有的特色，其成功不仅体

现在国内市场，也在全球范围内收获了好评。该游戏

的全球影响力，证明了中国游戏产业在国际舞台上的

潜力，以及通过游戏传播中国文化的可能。

《黑神话：悟空》的火爆，既是技术创新的胜利，

也是文化传承的成功。作为中国游戏产业创新与文

化自信的里程碑，不仅展现了中国游戏开发者的专

业素养与技术实力，更体现了中国游戏产业对传统

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创新运用。中国游戏产业正迎来

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游戏产业可从技

术创新角度出发不断深耕，强化文化自信，致力于

打造更多高质量、高文化内涵的游戏作品。以游戏

为媒介，向全球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

在追求技术创新的同时，我们更应以独特的文

化魅力提升中国游戏的竞争力，让中国游戏成为全

球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载体，通过这一现象级作

品，中国游戏产业正逐步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

创造”的跨越，中国游戏也为全球游戏产业的多元化

与文化多样性注入新的活力。相信过不了多久，会有

更多像《黑神话：悟空》这样优秀的游戏产品出现，让

中国游戏在世界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姻 肖亚亓

《黑神话：悟空》走红
赋能文化自信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8 月 18 日，山西省忻州市河曲县第二十八届

河灯会首次使用灯光秀和无人机表演，用现代科

技、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展现地域特色文化。据了解，

此次表演共展出了十一组造型，包括河曲地图、西

口古渡、白朴公园、鸡鸣三省等具有河曲特色建筑

和河曲文化元素的造型，为大家呈现了一场别具特

色、科技感十足的空中艺术展，让市民感受到了浓

浓的节日氛围。 姻 科学导报记者刘娜摄

科技与文化梦幻“起舞”

姻 苏青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中国科学

院原院长、中国科协原主席周光召院士，因

病于 2024 年 8 月 17 日逝世，享年 95 岁。噩

耗传来，震惊不已，两件目睹光召主席风采

的往事，又一一浮现眼前。

2003 年 11 月 21 日，作为中国科协学术

会刊《科技导报》副主编，我出席了中国科协

青年科学家论坛第 80 次活动。本次论坛主题

为“后基因组时代的基因功能研究”，周琪、杨

焕明、贺福初等 40 多位国内优秀青年学者，

围绕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发育遗传学等领

域的新技术、新方法及最新研究进展交流、研

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协

主席周光召院士应邀出席。他刚走进会场，与

会代表就纷纷以“副委员长好”“主席好”“院

长好”打招呼致敬。光召主席示意大家坐下

后，遂严肃强调：“我们今天召开的是学术会

议，这里没有副委员长，也没有主席和院长，

只有教授、研究员、博士，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大家尽可自由、平等地研讨问题。”

这就是光召主席在学术领域给我留下

的最初印象：平等、自由。无论你的官职多么

高大，无论你的学术地位多么显赫，在学术

会议上，每个参会者都是平等的，都可以自

由发言，周光召院士可谓率先垂范。

2007 年 9 月 27 日，“中国科协海外智力

为国服务研讨会暨联席会议”在京召开。会议

期间，周光召主席与参会的 51 名海外科技团

体代表专门座谈，我有幸列席。有学者提出应

加强前瞻性科技问题研究，以解决目前国内

许多方面还存在的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周光

召对建议表示首肯，同时指出：“中国目前存

在的很多问题，包括社会问题，不是单纯依靠

科技就能解决的。有的问题需要从政治、文

化、经济等更深层次上予以解决。比如，2005
年 11 月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引

起的松花江水环境污染事件，就不完全是一

个科技问题。我认为，这个重大灾害事件更多

地与管理、责任心有关，或者说是安全和环保

意识的问题。”

周老告诫海外学者，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

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很

多事情的解决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能太着急。他

强调：“干什么事情都要掌握好度，任何事情都

不能做过头，否则就会走向反面。比如，我们曾

过于强调集体的作用，忽视了个人的作用，如今

矫枉过正，导致时下个人主义至上。”

光召先生希望海外学者多了解国情，站

在爱护祖国、关心祖国发展的角度，多提着眼

未来、考虑全面、科学合理的意见。他风趣地

说：“其实，现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初也是

采纳了‘海归’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目前中国

名牌大学百分之五六十以上的校长都是‘海

归’，对 SCI的膜拜不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吗？这

种评价科研成果的指标体系一段时期起过好

的作用，但现在负面影响也日渐显现。”

光召院士认为，海外学者对国内学术生

态建设能起到积极作用：“中国文化传统中有

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消极东西，如对权威的无

端敬畏和盲目崇拜，不习惯学术争论、质疑

等。”他举例说：“在国内，一个学术会议如果

有院士参加，并且院士只要一讲话，其他学者

一般就不会再说别的了，更不会说反对的意

见了。”

“我们的学术争鸣气氛还很不浓，与国外

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他寄语海外学者：

“而你们在这方面的顾虑就少多了。希望你

们中的人学成归国后，能形成一种新的有利

于科技创新和发展的学术氛围，积极影响国

内的学术环境。”周老语重心长地补充道：

“你们回国后可千万不要也被很快同化了，那

可就太糟糕了。”

对有的学者是学成马上回国还是暂留国

外做科研的困惑，光召主席给予了充分的理

解：“海外学者为国服务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

样的。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理解并支持一些

海外学者把学术和事业的根基扎根于他所在

的国家。只要你们心向神州，同样能很好地为

中国服务。”

会议间隙，我走到周老身边，告诉他我也

是长沙人，和他是老乡，问他还会不会讲长沙

话。周老说自己很早就离开了湖南，已经不怎

么会说家乡话了。得知我曾在美国从事访问

学者工作，光召主席笑着说：“那你也是‘海

归’啊！”他希望我发挥留学优势，多吸收发

达国家办刊经验，把《科技导报》办成高水平

的学术交流平台。

斯人已逝，音容犹在，巨擘教诲，铭刻心

间。有感于斯，谨填《浣溪沙》词一首，以表哀

悼、怀念之情。

海外贤才报国心，建言献策意深吟，复兴

华夏共追寻。

科技前沿勤探索，国情察细奏牙琴。巨擘

教诲洒甘霖。

（苏青，现任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
协会副理事长；曾任科技导报社社长，科学普及
出版社、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
中国科协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纪委书记，中
国科学技术馆党委书记兼副馆长等职。）

巨擘教诲洒甘霖
wenyuanqingsiK 文苑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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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传统 感受匠心

近日，在山西省图书馆文源馆东楼一层

文源书院里，宽敞明亮的大厅已被布置成一

个古色古香的古籍修复非遗技艺体验场，8
位已准备好专业工具的古籍修复师开始跟

体验者热络互动起来。

在瓦当拓印、碑文拓印、雕版印刷、线装

书缝制体验桌位前，有的在古籍修复师的指

导下小心翼翼地操作，有的边看边问，有的

拍照打卡……不知不觉间，大家逐渐沉浸在

浓郁的传统文化氛围中。

“古籍修复技艺有很多种。这次活动，我们

选择了几种相对简单、可以给参与者带来更强

体验感的技艺，像传拓、雕版印刷、缝制线装书

等等。”山西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主任、古籍

修复专家邢雅梅告诉笔者，“古籍修复需要心手

合一，心静才能传承好这些技艺。”

37 岁的修复师李玉茹正为体验者示范

碑拓技法，沉稳而专注。她先用毛刷仔细地

将石碑的表面清理干净，把污垢和杂质一一

去除，然后依照石碑的大小和形状精心挑选

出合适的宣纸，把选好的宣纸轻柔地平铺在

石碑表面，手持喷壶，均匀将宣纸润湿了，让

宣纸与石碑完美贴合。紧接着，她拿起毛巾，

仔细按压宣纸，缓缓排出其间的空气和多余

的水分，待宣纸稍干些，便拿起拓包，蘸取适

量的墨汁，小心翼翼地轻轻拍打在宣纸表面，

动作均匀而有力，确保墨汁能充分渗透到宣纸

之中。她不厌其烦地重复着拍打动作，直到墨汁

完全干燥，才屏气凝神，极为小心地将宣纸从石

碑上缓缓揭下，格外留意力度和角度，生怕稍有

不慎便会损坏宣纸或者石碑的表面。

时值暑期，现场带着孩子来体验的家长

络绎不绝。家长们的共同感受是，这次活动

让孩子们跟传统文化亲密接触，能在潜移默

化中建立起孩子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兴趣，让

文化自信在他们的血脉中自然流淌。大家表

示非常喜欢省图组织的儿童公益活动，像科

学课堂、故事会、星君漫游记、沙盘游戏等，既

有趣又有料还正能量满满。

被这种气氛感染，笔者也忍不住走到缝

制线装书的体验区。李巧琳、程小利，两位 50
多岁的老师手中的针线似乎有了生命，穿梭

于书页间，他们正手把手地教着体验者如何

穿针引线，如何打结固定。看上去很简单的

缝制，笔者竟用了 20 多分钟才完成，不由感

叹：体验尚且如此，要做到匠心谈何容易啊。

李巧琳说：“做活动体验，不用真书，操作

简单多了。真正修复古籍可比这难多了，不

仅有严格的技术规范要求，还要心存一份对

传统文化的敬意。”程小利在旁边补充：“我

以前是个急性子，就是做了这份工作，经年打

磨，现在做什么都很仔细。”

此次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是省图“书

藏有象，智化无穷”2024 年中华传统晒书活

动的一部分，于 8 月 1 日开启，为期一个月，

每周二至周五开馆时间内，无需预约，随时体

验。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山西传习

所的古籍修复师现场晒艺，体验者可以在最

权威的古籍修复师指导下亲身体验拓片、雕

版印刷和缝制线装书这些古老技艺。

笔者了解到，参与此次活动的古籍修复

师都拥有丰富的古籍修复经验，近年来在国

家图书馆资深修复专家导师指导下，他们先

后参与了“山西省国家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山西地方特色文献———《退想斋日记》修复

项目”“山西省图书馆藏石刻拓片修复项目”

“山西省图书馆藏民国舆图修复项目”等多项

重点古籍保护修复项目，部分作品在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举办的“古籍修复技艺竞赛暨古

籍修复成果展示活动”中受到表彰。2023 年 5
月，山西省图书馆（山西省古籍保护中心）装

裱修复技艺（古籍修复与书画装裱技艺）还入

选了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

邢雅梅告诉笔者：“这次活动就是想通过

专业示范，让公众更好了解古籍修复知识，增

强古籍保护意识，也能更好推动文化传承和

知识传播，下一步，我们还要结合主题日等节

日节点，多举办古籍修复技艺体验活动，让更

多人了解古籍保护的重要性，多角度传播优

秀的传统文化。” 孙蕊文

———山西省图书馆古籍修复技艺体验记

小朋友体验雕版印刷 姻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