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江苏大学志愿者在指导镇江市长江村的小朋友描绘渔
文化墙。当日，江苏省镇江市润州区和平路街道长江村联合江苏
大学志愿者开展“墙绘渔文化 环保伴我行”活动，指导小朋友用漫
画、儿童画绘制以保护长江生态环境和渔业资源为内容渔文化墙，
表达生态环保从我做起的心愿和决心。 石玉成 摄

江苏镇江市
墙绘渔文化 环保伴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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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委员会主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明互鉴论坛”（以下简称“非遗论坛”）以线上会议的方式举行。

非遗论坛是本届服贸会文化服务专题的活动之一，主要聚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创新，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
的机遇与挑战，提出以科技手段为主体，传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
产，让世界真正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
合于世界文明的海洋中。

“希望可以借此次论坛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非遗项目。”文
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委员会主任张宇讲到，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
中唯一文化传承未断的民族，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经过数千年所
建立起的独特的、顽强的文化，例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祖宗祭
祀”“养儿防老”“百善孝为先”等，文明互鉴正是维护世界秩序，促
进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日，以非遗论坛为契机，“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委员会”启动
仪式举行。该委员会是中国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协会的二级机构，
旨在建立非遗守艺联盟，促进非遗技艺流传，构建非遗元素相关产
业及其横向一体化纵向一体化健康发展。 张倩

非遗论坛提出
以科技手段为主体传播传承非遗

近日，一部视角独特、体验真实的战“疫”题材纪实文学作品
《上海表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全书20万字，字里行间洋溢着深
情和感佩，堪称战“疫”原汁原味的诗篇。

2020年，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春节前正在浙江进行
采访的作家何建明，因这场突发的疫情意外“被留”在了上海。
在这“被留”的百余天里，他亲身经历了这座有着 2400 多万人口
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抗疫工作从开展到取得成效的全过
程。“我一直持这样一种观点：对于灾难、战争和特大事故，必须
用严肃、准确的笔去客观认真地记录，用清醒、批判的目光去审
视与鞭挞其中的丑恶、无能和没有人性的人与事。对于那些在
整个战胜困难、战胜灾难中表现出高度战斗艺术、崇高思想品质
以及管理经验的行为，我们必须给予最神圣和真诚的致敬。”正
是带着这样的创作态度和文学精神，何建明以深情而严谨的笔
调，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真实记录下来，成就了这部具有现场
感的纪实佳作。 商晓艺

战“疫”题材纪实文学
《上海表情》出版

近日，广西资源县资源镇同禾村宝鼎瀑布景区重新开业，吸引
众多市民来村旅游。同禾村因地处高寒山区，村民生活困难，被列
为“十三五”贫困村。2018年底实现整村脱贫后，工作队和村“两
委”班子因地制宜，依托资源禀赋和地理优势对乡村旅游进行改造
升级，大力发展“农业+旅游”等新兴业态，激活了同禾村集体经济，
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据了解，资源镇同禾村工作队携手村“两委”班子积极贯彻落
实乡村振兴和旅游产业扶贫的决策部署，多措并举推进旅游兴村，
逐步将同禾村宝鼎景区打造成集文化、娱乐、健身、康养、休闲等于
一体的优质景区。该景区陆续启动《银河天灯》演艺节目、索道攀
岩、高档民宿、国家队训练游泳馆、购物街等一系列项目建设，进一
步丰富景区文化。

近年来，资源县坚持旅游强县发展思路，采取有力措施，加大
对全县旅游景点的投资力度，塘洞红色旅游、老山界民宿、资水丹
霞田园综合体以及宝鼎瀑布景区先后建成并对外开放营业，有效
地促进了全县旅游业和脱贫攻坚的稳步发展。 彭军 李林娟

广西资源县
多措激活旅游兴村活力

近年来，山东省利津县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多彩文化扮靓百姓
生活。该县汀罗镇通过实施“文化活镇、文明兴镇”工程，充分利用
文化广场、农家书屋、村级文化活动室等平台，构筑农民群众的精
神家园，让群众享受到乡村文化振兴成果。

汀罗镇高标准建设了镇综合文化站，建起村级文化活动室 73
个，农家书屋 15个，形成各具特色的文化阵地。为加强乡土文化
人才队伍建设，该镇制订文化惠民培训计划，在农闲时节开设文明
养成、广场舞等专题培训课；结合实际，组建了腰鼓队、老年门球队
等10支文艺队伍，并组织群众排练文艺节目，参加民间文艺汇演、
百姓大舞台、“欢乐黄河口”文化惠民演出等文体活动；成立以综合
文化站为主体的汀罗镇中心剧团，由其对金峰、铁门关等 5个“庄
户剧团”进行指导和协调服务，提升庄户剧团演出水平。该镇充分
挖掘铁门关遗址民俗文化，组织文化爱好者到铁门关举办文学沙
龙座谈会，着力打造铁门关特色文化品牌。全镇73个村设立道德
文化引导员，成立“五老一新”评议会，激励文明风尚，打造“四德”
建设品牌。 宋萍 郭颖

山东利津县
多彩文化构筑群众精神家园

“可怜侬在深闺等，海棠开日到如今……”近
日，在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韩屯镇米庄村，全区

“戏曲进乡村”活动综艺场正在该村进行，北孟村
村民周春芬演唱的京剧《春闺梦》选段，委婉动
听，赢得了戏迷观众的掌声。

周边韩东村的王玉英大娘一天两次“返场”
米庄：“白天，区剧团唱了《桃花庵》《皇宫疑案》两
场大戏，30多位演员唱念做打，个个地道。晚饭
后咱老百姓‘免费登台、免费看演出’，看得开

心！”当天，有1500多名村民来米庄看节目。
而在振兴街道小井李村，听闻有演出活动

后，村民们早早地来到了村子东广场，老人孩子
共聚一堂，翘首期盼精彩节目上演。此次演出内
容十分丰富，涵盖了古装戏、折子戏、相声快板、
京东大鼓等节目，既有《穆桂英挂帅》《墙头记》等
经典剧目，又有《承诺》《鲁义姑》《一个也不落下》

《冤家亲家》等原创作品，为村民们带来了一场喜
闻乐见、生动活泼的视听大餐。

群众当“主角”，又不增加群众负担，群众参
与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被充分激发出来。梁付梅
介绍说，全区“戏曲进乡村”活动分两批覆盖韩
屯镇 51个行政村，首批安排在米庄、后店东村、
翟庄村等 6 个贫困村，辐射周边 5000 余人。目
前，6 场演出已经顺利结束，节目有广场舞、腰
鼓、曲艺、民乐、现代舞等多个门类，深受群众
欢迎。

新冠肺炎疫情过后，茌平区迅速启动“一村

一年一场戏”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推进戏曲进乡
村，采取集中采购一批、补贴一批、送戏到村一批

“三个一批”的方式三级联动，为群众提供多种方
式的文艺演出，促进文化资源向基层倾斜，增强
广大农民群众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获得感。

截至目前，“一村一年一场戏”活动共演出
110 场，参与的群众演员达 4000 多人次，现场
观众约 8 万人次，带活了一大批民间文艺表演
团队。 刘明明

山东聊城：“一村一年一场戏”群众当主角

□□ 张乐乐 顾靓 薛水萍

傍晚时分，在浙江省湖州市善琏镇的卜
家堰村，不久前才度过百岁生日的沈应珍正
在河边散步。河边长满桃树，是沈应珍最喜
爱的去处之一。湖笔因诞生于浙江湖州而得
名，与安徽宣笔、河北衡笔、广饶齐笔并称中
国四大名笔，其制作技艺已流传了 2000 多
年。沈应珍出生于制笔世家，学习制笔至今
已近 90 年，一人就能完成湖笔制作的 8 道大
工序与 128道小工序。作为老一辈湖笔传承
人，沈应珍不仅是湖笔历史发展的见证者，更
是“讲诚货真”这一制笔守则的践行者。

湖州少女的制笔路

虽已年近百岁，但沈应珍精神矍铄，逢人
便笑盈盈地。即便到了现在，她仍随身带着
一个小铁盒，装着自己专属的制笔工具。“从
小我就喜欢看家里人做笔，有时看书看到一
半，就跑去看爷爷和阿爸做笔。”沈应珍说，家
中老一辈就是做湖笔收购、经商生意的，到曾
祖父时开始制作湖笔，爷爷沈瑞龙开了笔庄，
自产自销，父亲沈炳祥也在十四五岁时开始
学做湖笔。“我们家的湖笔，销往上海周虎臣、
杭州邵芝岩等笔店。”说起各个笔店的名字，
沈应珍记得清清楚楚、一字不落。

耳濡目染下，沈应珍从小就对湖笔制作
极有天赋。“我哪道工序都会做、都能做。”沈
应珍从 10岁开始接触制笔，12岁时正式向母
亲学习水盆技艺。水盆是湖笔制作的开端，
也是其中最复杂辛苦的一道工序，需要一手
拿着角梳，一手攥着脱过脂的毛料在水盆中
反复梳洗、逐根挑选，组合成刀片状的刀头

毛。由于双手一年四季都要泡在水中，手指
大多被泡得浮肿，每到冬天常常冻得通红。
但沈应珍不怕吃苦，肯下功夫，她耐着性子将
手指在水盆里浸了四五年。

“有技艺，才能端得住饭碗；技艺超群，这
饭碗才能捧牢。”湖笔的每一道大工序都要花
上三五年时间学习，沈应珍一直将这句话铭
记在心。在学会水盆工序后，沈应珍向祖父
和父亲学习择笔，之后又向其他师傅学习结
头、装套。湖笔制作工序繁多，一支笔原本需
要数人轮番作业方能完成。与普通笔工专攻
一两道大工序不同，沈应珍仅凭一人就能完
成所有工序。也正是这手绝活儿，被同仁们
敬称为“一朵羊毛成支笔”。

沈应珍的女儿说，曾经一批湖笔，择笔工
序做得不好，差点整批返工，沈应珍被请去救
急，“她一去，全补救回来了。”

讲诚货真，坚守匠心

湖笔以羊毫为主，一来羊全身的毛都可
以用来做笔，毛料充足；二来羊毫蓄墨足，弹
性好。按毛毫的长短粗细、色泽差异、有锋无
锋来分拣，便能适应不同规格、不同部位的笔
头需求。

沈应珍一直记得她与湖笔结缘的场景：
她搬着小板凳坐在水盆前，平时温和的父亲
严肃地叮嘱着她：“做笔，虽说是为了糊口，但
更是为了继承传统。从今以后，你不仅要会
做笔，更要守住这门手艺，把它发扬光大。”

不过，沈应珍的制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抗日战争时期，村庄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制笔
原料遭到严重破坏，迫使湖笔停产达 3年 2个
月之久，并有100余家制笔者迁往苏州、上海等

地避难。抗战胜利，沈应珍迫不及待地重新摸
上了熟悉的羊毛与笔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
的日子越过越好，湖笔文化也找回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沈应珍先后来到善琏湖
笔联销处与含山湖笔社（厂），从一名普通笔
工成长为了技术骨干。她长期坚守在“搭料”
这一关键岗位，也肩负着培养青年工人的重
要责任。1987年，沈应珍以 66岁的高龄在含
山湖笔厂光荣入党。1999年，79岁的沈应珍
才“退休”回到家中。

2005 年，沈应珍的两个孙子琢磨着自己

开一间湖笔店。她思虑再三，特意叫了孙辈
到跟前细细叮嘱：“我给你们把关。湖笔重在
真材实料，质量不过关，名声就没了。要记
住，心正笔亦正。”说到做到，笔店开业后不
久，沈应珍就做起了质量监督员。当时年已
八旬的沈应珍架上眼镜，拿起择笔刀，精神劲
丝毫不比年轻人差。

与湖笔相守的日子里，沈应珍把所学所得
传授给后辈，诠释着湖笔的精髓与传统。如
今，她凑在水盆边的面庞虽然失去了少女时的
青葱模样，但眼中的热爱与信念依旧纯粹。

浙江湖州市百岁湖笔技艺传承人沈应珍：

讲诚货真 一朵羊毛成支笔

□□ 晋华

“拈来轻、嗅来馨、磨来清、研无声”，徽墨
因产于古徽州府的绩溪、屯溪、歙县而得名。
在安徽绩溪县上庄镇的老胡开文墨厂，笔者探
秘了古老徽墨的制作全程。落纸如漆，在徽墨
传承的背后，不变的是制墨匠人们的坚持。

一两徽墨一两金

徽墨始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清。老话说
“天下墨业在绩溪”，清代徽墨四大家，绩溪就
占了两席——汪近圣和胡开文。出生于上庄
镇的胡开文是近代以来最负盛名的制墨大师
之一，而上庄镇地处徽州腹地，一直以来就是
徽墨的重要产地。乾隆年间，胡开文创立了自
己的墨庄，所制的胡开文墨集各家之长，既坚
持古制，又勇于创新，开辟了“药墨”这一新方
向。著名的“八宝五胆药墨”，就是将熊胆、蛇
胆、青鱼胆、牛胆、猪胆、水牛角、羚羊角、珍珠、
牛黄、麝香、朱砂等药材入墨而成的。1915年，
胡开文墨庄的“地球墨”还曾在巴拿马博览会
上获得金奖。今天的老胡开文墨厂继续守护
着传统的制墨古法，继承着先人的智慧。

走进车间，老师傅董玉安正从热气蒸腾的
锅里揪出一大团和好的墨泥，放在早已被墨色
浸透的木墩上，用锤子反复捶打，并不时用铲子
翻搅着泥饼。为了让墨中的各种材料充分混
合，每一块墨坯都要经过这样一番“千杵万揉”。

覆碗收烟，集烟制墨，董玉安说：“制墨是
个体力活，墨泥就是徽墨的魂。”沿用古法制
作墨坯，第一步先要炼烟。炼烟是一门苦差
事，需在封闭的高温烟房里，点起一盏盏桐油
灯，每盏上覆盖一只大瓷碗，让碗壁在被灯烟
熏黑的过程中，一层层地积累起黑色的粉
末。在整个过程中，匠人的工作就是在高温

中不停地拨灯芯、添油和扫烟。有首诗点出了
炼烟的苦处：“烟房点烟实难熬，赤身喘气入阴
槽。熬尽灯油沥尽胆，留取乌金千秋照。”

有了烟灰才是个开始，董玉安说，黏合还
需要上好的胶：“最常用的是猪骨、牛骨熬出的
胶油，最高级的油烟墨里还会加入阿胶、丁香、
麝香、冰片等药材，真正是‘一两徽墨一两金’。”

道道工序见匠心

把墨泥放到工作台上，董玉安开始制
墨。不大的台面上井然有序地摆着小刀、小
锤、剪子、墨模等工具。只见他麻利地从墨泥
上揪下一小团，放到天平上精准称重后，搓成
圆条，趁热放入木制墨模里，用拇指压实，扣
上模板。不一会儿，五六个模具便一一被填

满了墨泥。压实压紧之后，董玉安讲解道：
“这还不能动，还要等墨条温度冷却下来，才
能保证硬度。”冷却完毕，董玉安把模具打开，
将其中的墨条一一取出，再用剪刀进行修边，
一支支地刻上“金不换”“紫玉光”“丹凤朝阳”
等字样，墨锭就这样成型了。

从墨泥到墨锭，距离墨条真正使用还要
经历大约半年时间的阴晾才行。

在专门的晾墨房中，木架上成千上万的
墨条正在慢慢散出体内的水分。晾墨房里讲
究多，风不能吹，光不能晒，火不能烤，还要恒
温恒湿。董玉安说，阴晾的过程极为漫长，必
须让墨条中的水分缓慢而自然地散发出去。
一般一两重的小墨条要存放4个月到半年，如
果遇到长时间的阴雨天气或是体积稍大的墨

锭，阴晾的时间还需更长。
晾墨房的旁边是描金车间，描金便是阴

晾之后的又一个环节。循着墨锭上雕刻出的
图案和文字，匠人用颜料进行描画、填彩。一
锭锭徽墨光泽如漆，金字彩画则为墨锭增添
了一抹活泼的美感。

历经点烟、和料、烘蒸、杵捣、揉搓、入模、
晾墨、描金等一系列繁复的工序，一块徽墨终
于做好了。每一块在墨工手里成型的徽墨，
都承载着制墨匠人的人生历练。

古法古技新意多

“人磨墨，墨磨人。制墨时，再苦再累也
不可少砸一锤，要不墨的黏性保证不了；晾墨
时，只要有风，一定要随时翻晒，要不将来墨
条会变形，外形就会走样。手工制墨，没有捷
径可走，稍有不慎，就会让墨锭质地不佳。做
得不好的墨，开始是看不出来的，几个月后就
要开裂了。时间就能鉴定出一锭墨的好与坏，
所以要凭良心去做。”董玉安说，徽墨的古法
技艺积累了代代匠人的智慧，尤其值得传承。

随着社会发展，文房四宝的生存环境不断
变化，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过，在老匠
人们的努力下，徽墨在继承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创
新发展，恢复了茶墨、青墨、朱砂墨、五彩墨和手卷
墨的生产，还开发了不少新品种。从“文创”思路
出发，他们将墨锭制成各种艺术形态并以五彩饰
之，嵌在锦匣中，供人们收藏品鉴，这成了现代制
墨业的一大特色。现在，徽墨墨锭也不再拘泥于
传统形制，而能集绘画、书法、雕刻、造型等手工技
艺于一体，成为综合性的艺术精品。与此同时，
徽墨也走出书画圈，在工业制图、装潢美术、医
药、描瓷等许多方面开拓出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有了新空间、新创意，墨厂的老师傅纷纷告
诉笔者，愿意加入这一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

安徽绩溪县老胡开文墨厂董玉安：

千杵万揉 一锭徽墨初始成

挥毫见义，落纸如漆。古来“文房四宝”中的笔与墨，既支撑着中国书画文化的风骨，也凝聚着代代匠人的智慧
与心血。一支妙笔，一锭好墨，在无数名作名帖的背后，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流传久远的流派与笔法，更包括蕴藏在
笔墨制法之中的匠心与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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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人风采书香文韵

走进文房：案几上的笔与墨

正在烟房“炼烟”的董玉安。 资料图

专心制笔的沈应珍。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