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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飚的“兰山砚府”，收藏、展示
着 300余件贺兰砚与贺兰石文创作
品，从古朴厚重的传统款式向雕工
精妙、典雅时尚的新款式发展，展示
了数百年来黄河流域民间技艺的发
展变化。“贺兰砚原材料取自贺兰
石，贺兰石因产于贺兰山而得名，它
是亿万年前自然变化产生的岩石，
质地细腻，结构均匀，是非常适合做
砚台的石料。”石飚向记者介绍，宁
夏贺兰砚距今已有 400多年历史，从
清代开始就被用来雕刻成砚，有着

“存墨过三天”的美誉。与端砚、歙
砚、洮砚等名砚相比，贺兰砚最大的
特点就是有茄紫和豆绿两种颜色相
互咬合，界限清晰，在雕刻过程中可
根据石头上颜色的分布进行俏色和
巧雕，这让贺兰砚比其他砚台色彩
对比更强，层次也更分明。

石飚如数家珍道出了他和贺兰
砚的不解之缘。

石飚的父亲是一位地质学家。
石飚长大后常跟着父亲奔走在祖国

各地，对勘探矿石产生了浓厚兴
趣。1988年，石飚被分配到贺兰山
玉雕厂学习贺兰砚雕刻，他的师傅就
是贺兰砚世家中的闫家第三代传承
人——闫子洋。闫子洋是贺兰山玉
雕厂的技术指导，他在贺兰砚雕刻
方面有着颇为深厚的造诣。“刚开始
我对贺兰砚并不了解，但既然被分
配到这，我就觉得要‘干一行爱一行’。
起初，只是给师傅打打下手，比如备
石料、切石料等，过程虽然累点苦
点，但也是值得的，后来慢慢开始学
习雕刻。”石飚说，雕刻贺兰砚不仅
是门技术活，还需具备深厚的美术
功底和文化底蕴。

随着对贺兰砚的认识越来越深
入，石飚逐渐发现，一块原本平淡无
奇的石头，经师傅加工后就变为精美
的贺兰砚，这是个神奇的过程，慢慢
的他对贺兰砚的兴趣越来越浓。师
傅看他好学勤奋，也愿意教他。经过
长期刻苦磨练和师傅的悉心指导，他
逐渐摸索出了贺兰砚雕刻的技巧，将

闫氏贺兰砚手工雕刻技艺承袭了下
来。贺兰砚经过 300多年的传承，逐
渐形成相石、修坯、清底、凿形、精雕、
打磨、题刻、覆蜡八道工序。如今，人
们的书写方式变了，砚的实用性弱
了，对审美的要求更高了。

“我日思夜想的都是怎么让库房
里的石头‘美’起来。看我成天为石
头牵肠挂心，朋友们笑我是‘铁石’心
肠……”虽然已年过半百，但石飚每
天要在工作坊雕刻 8个多小时，其余
时间也在研究如何把普通石料雕刻
得更有新意。石飚说：“贺兰砚雕刻
技法有很多，它既有自身的独特之
处，即俏色，可根据石头颜色的变换
来设计雕刻图案，又结合端砚、歙砚、
洮砚的高浮雕、浅浮雕、镂空等技
法。通过与其他砚台雕刻技法相互
融合，宁夏的贺兰砚雕刻技法更加成
熟，贺兰砚作品也更为端庄秀美。”

业精于勤 潜心打磨传统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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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 栩 如 生 的 贺 兰 石
“狮子”，目光如炬，神态
俏皮活泼；天高云淡，层
峦叠嶂之上，雄鹰迎空展
翅……日前，记者走进中
国工艺美术大师、自治区
级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石
飚的“兰山砚府”，感受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贺兰砚制作技艺的
精妙：一件件精美的贺兰
砚工艺品巧夺天工，在茄
紫 和 豆 绿 渲 染 构 成 的 二
元色彩世界中，沉淀着一
方风土的厚重，讲述巍巍
贺兰山的故事。

从事贺兰砚雕刻 30余年，石飚创作
了众多作品，其中有方砚台名为《六盘山
上高峰》，这是他于 2021 年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特意雕刻的红色主
题作品。此方砚台恢宏大气，宏伟磅礴，
并在银川市委宣传部、银川市文联等单
位 共 同 举 办 的“ 礼 赞 百 年·银 川 之
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艺术作品展光”大赛中获一等奖，赢得了
评委的一致赞扬。

“这些年来，我陆续开展了贺兰砚
进校园、进社区、办展览等活动，这样做
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增长贺兰砚知识，让
他们了解砚台文化，对文房四宝慢慢从
陌生到熟悉，这也是增强中华民族文化
自信的一种体现。”石飚说。为了将贺兰
砚雕刻技法薪火相传下去，石飚收了 7
名徒弟，经过耐心指导和勤学苦练，这些
徒弟目前已学有所成，也陆续开始收徒，
继续将这门技艺代代相承下去。

2012年，来自全国各地的 78名优秀
匠人被评为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其
中一人就是石飚。石飚说：“我的成就来
自民间技艺，将贺兰砚继续传承下去是我
义不容辞的责任。贺兰砚是砚台文化与
宁夏地域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把它传承
好、发展好就是对其最好的保护。”

石飚诚恳地说：“目前，贺兰砚手工雕刻
面临着石料不足、手工雕刻成本高、购买力不
足等困境，这也是很多传统手工艺行业普遍
存在的问题。我今年新增了一个身份——宁
夏民协雕塑委员会主任，更有义务也有职责
带领更多同行寻找新的发展道路，比如开体
验店、打造文创产品等，希望通过手艺人的不
断创新让传统雕刻技艺继续发扬光大！”

代代相承 守护宁夏瑰宝贰

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贺兰砚制作技艺传承人石飚：

石飚精心雕刻砚台。

精美的贺兰砚。

精美的贺兰砚。

7 月 1 日，记者来到周闯创办的宁夏
少林禅武堂武馆。这里空间宽敞，四处可
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印迹。历经 13年
发展，武馆学员从刚开始的寥寥几人增长
到如今的 3000余人，分馆扩至 4所。“武馆
的发展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武术是我
国四大国粹之一，作为一种古老的传统文
化，它孕育了中国人坚强、勇敢的高尚品
性，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让更多孩子树
立文化自信。”周闯说。

1988 年，出生于河南一户普通人家
的周闯被父母发现了他好动的特点，尤其
喜欢跟着武术片模仿剧中人物的动作。
在他 6岁时，父母便把他送到嵩山少林寺
学武。学武的过程艰辛且严格，每天凌晨
5 时，周闯就被师傅叫醒练功，练功之余
还要学习各类传统文化典籍，21 时 30 分
后就寝，长期严格的作息锻炼出他过硬的
功夫。

2009年，周闯出师后来到宁夏发展。
他希望自己的所学有所用，于是创办了少
林禅武堂武馆，致力于推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习武是对人全方位的锻炼，它既能
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又能磨炼意志和心

性，在身、心、意等多方面都能有所提升。”
周闯说，对于刚入门的孩子，武馆老师会
教一些基本的拳法、腿法，慢慢地会增加
一些少林拳法、棍法、刀法等难度系数较
高的课程，让孩子从易到难体验习武的艰
苦，享受习武的乐趣。

尤为关键的是，周闯坚持“德武兼
备”的教育理念，在日常教学中严格要求
学员，不仅要坚持练功，更要提升个人修
养，锤炼个人品德。“习武先习德，学艺先
学礼，希望通过武术和国学结合，将孩子
培养成德武兼备的人。”周闯介绍，每堂课
前半小时，学校老师会给孩子们教授《大
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国学经典，并
通过朗读和讲故事的方式帮助孩子理解
其中的含义。

“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
不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敦促孩子在家勤练
习。平日里老师会鼓励孩子在家做做
饭，洗洗碗，帮父母分担一些家务，家长
们也普遍反映孩子学武后变得更贴心，
更懂感恩。”周闯欣慰地举例说，学员
李懿奇曾是令父母头疼的孩子，在武馆
坚持学习后，父母惊喜地发现，孩子不仅
学习成绩提升了，还懂事了不少，会主动
帮父母做家务，关心父母，待人接物也有
礼貌。2020 年，李懿奇被武汉大学体育
学院录取。

每年周闯带领学生参加自治区及国
内多场比赛，获多项殊荣，既向外界展现
了宁夏体育事业发展的成果，又帮助更多
人传承了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近年来，推动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成为我国发展的一
个重要目标。 4 月 22 日，教育部发布了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武术纳入新课标中，加大中
华传统体育运动的推广力度。武术作
为传统体育项目，正成为越来越多家长
和孩子的选择，也成为推广体育运动的
一个重要方面。周闯希望，自己能为宁
夏体育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多
贡献。宁夏少林禅武堂武馆的学员们展示中国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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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学武，不少人认为就是学一些拳脚功夫。但宁夏少林禅武堂武馆负责人周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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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束 蓉） 7月 2日，上千名区内外游客相约
六盘山、相聚泾河源，在“凉”辰美景的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小
南川，共同见证“2022年宁夏六盘山避暑旅游季”精彩启幕。

活动以“宁静的夏天·凉爽的固原”为主题，由固原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主办，中共泾源县委宣传部、泾源县文化
旅游广电局及宁夏六盘山旅游集团共同承办。据悉，本届
避暑季将持续至 9月份。启幕式上，固原市文旅广电局联
合各县（区）文化旅游部门，发动固原市文旅企业，共同推
出“清凉避暑季”精品线路游、“时尚避暑季”深度游、“惠游
避暑季”特价惠民、“直播避暑季”网红联袂代言、“宿游避
暑季”助力民宿经济先行区创建行动等系列活动。避暑资
源与惠民措施相结合，节庆活动与露营、采摘、养生、美食
等特色产品同步，为广大游客“没来就想来”和“来了还想
来”提供了充足理由和多样选择。

为更好地营造固原市“全域宜避暑、全业齐惠民、供需
两头旺”的共享共赢氛围，固原市文化旅游广电局推出“避
暑行无忧”驾游固原返高速公路 ETC费用活动；六盘山旅
游集团提供 3万套景区特价联票供线上抢购；全市各 A级
景区、星级饭店、民宿、星级乡村旅游点等涉旅企业，通过

“我的宁夏”App平台推出 9.9元秒杀活动；另有毕业季、夏
令营、亲子游等定制游产品。

六盘山避暑旅游季活动的适时举办，旨在倾力打造
“天高云淡六盘山”避暑旅游品牌，助力全域旅游示范区、
民宿经济先行区和生态文旅特色市建设，加快资源优势向
产品及产业优势转化，促进疫情期间文化旅游消费恢复增
长，共同迎来固原六盘山夏季旅游热潮。

本报讯（记者 束 蓉）近日，来自中国社科院、宁夏社
科联、宁夏文联、宁夏文史馆等单位的 11位专家、学者齐聚
吴忠市，参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文化论坛，
共同研讨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取得的成就，倡导大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宁夏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郭小涛认为，要全力推
进宁夏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建设，打造具有影响力的黄河
文化宁夏品牌。重点建设好核心展示区、集中展示带、特
色展示点，突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彰显
宁夏特色，使之在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先行区中发挥精神动力作用。例如可充分挖掘“六盘山
上、贺兰山下、黄河两岸、长城内外”蕴含的文化资源，精心
打造黄河文化、大漠星空、酒庄休闲、红色主题、动感体验、
长城遗址“六张牌”，以黄河岸线为轴心，以黄河干流段为
核心，深度挖掘、优化整合黄河沿线黄河文化遗产和黄河
景观资源，高水平建设提升黄河文化教育传承、黄河生态
文明研学、黄河民俗风情体验、黄河田园观光休闲、黄河漂
流等文化旅游融合产品。

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二级研究员段庆林说，宁夏
地处农牧交错带，历史上就不断吸收、融合各民族的饮食
特点。2020年，宁夏引黄古灌区成功列入世界灌渠工程
遗产名录，宁夏平原也被称为全国十大新天府，宁夏河套
平原历史上农林牧渔业都很发达，为打造美食之乡奠定
了食材基础。

吴忠市作为重要的沿黄城市，连续两届举办“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文化论坛，旨在进一步加快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步伐，讲好黄河
故事、展示黄河文明，保护好黄河文化遗产，全面推进长
征、长城、黄河三大文化公园建设，为建设绿色发展先行
市、全面建设现代化美丽新吴忠提供强大精神动力。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见习记者 张韵婕） 6月30日，“红
心永向党 喜迎二十大”大型交响演唱会在宁夏人民会堂开演。

据悉，此次演出由宁夏退役军人红星艺术团、宁夏合
唱团和宁夏爱乐交响乐团共 300余人参加，演奏了《领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战士歌唱毛泽东》等 12个曲
目。演出现场人头攒动，节奏变换的曲调和嘹亮高亢的歌
声使得现场观众连连拍手赞扬。

宁夏退役军人红星艺术团团长刘阳生说：“此次演出是参
演人员耗时1个月时间精心打造的，举办这次演出为了进一步
学习贯彻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弘扬红心向党，歌颂祖
国的主旋律。值得一提的是，《眼泪花儿把心淹了》等宁夏民歌
也出现在了演出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音乐会的方式，向观众
展现宁夏当地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群众
的审美情趣，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

2022年宁夏六盘山
避暑旅游季启动

吴忠市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凝聚文化力量

红心永向党 喜迎二十大

宁夏退役军人共唱一首歌

日前，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东北抗联博
物馆吉林毓文馆正式运行，馆内收藏东北抗联
时期各类文物百余件，将进一步丰富校园爱国
主义教育形式。

吉林市是东北抗日联军重要活动地区，
杨靖宇、魏拯民等著名抗联英雄都曾在这里
战斗。

东北抗联博物馆吉林毓文馆位于吉林毓
文中学，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学者
马骏、郭沫若等曾在此执鞭任教，著名抗日志
士赵尚志、纪儒林、陈翰章等都是该校学子。

校方介绍，东北抗联博物馆吉林毓文馆
是经东北抗联博物馆批准成立的全国首家以
抗联文化为主题的校园博物馆，学校将以此丰
富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践载体，创新爱国主
义教育形式。

记者在馆内看到，百余件藏品放置于高
矮不同的展台内，有抗联英雄使用过的武器、
钢笔、军装及生活物品，并辅以历史资料，环境
庄严肃穆。此外，馆内还设置了文字板块，讲
述东北抗联各时期的英勇事迹。

学校办公室主任修海霞说，这些藏品从
2019年开始搜集，还收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
捐赠。学校作为以“教育救国”为宗旨且传承
百年未曾迁址的中学，期望师生铭记历史，努
力传承好东北抗联精神。

该博物馆将择机对社会开放。
（据中国新闻网）

全国首家以抗联文化为主题的
校园博物馆在吉林运行

博物馆内陈列的藏品。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7月 1日，为学习宣传贯彻自治
区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宁夏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

“永远跟党走 奋斗新征程”专场文艺演出在石嘴山市惠
农区庙台乡东永固村精彩上演，精彩的节目赢得在场群
众阵阵掌声。

当天，惠农区文化馆文艺工作者在一曲《尕妹妹红果
果》的欢快乐曲声中为大家带来开场舞。随后，部分自治
区级、市级非遗传承人带来了具有鲜明宁夏区域特色的文
艺作品。周鹏虎、肖立猛等为观众们带来的川剧变脸和杂
技诙谐有趣，逗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宁夏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徐娟梅说，民间
文艺更具生活性、民间性和人民性。民间文艺作品展现了
岁月沉淀之美、匠人坚守之美、传统与现代文化结合之美，
也彰显了民间艺人的匠人情怀和觉悟立场，留住了记忆和
乡愁，激发更多人永远跟党走，奋斗新征程。

自治区文联专场文艺演出
在石嘴山市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