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为裳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经时间
和技艺磨砺，崔小录制作的贺兰砚作品《黄
河流过我家乡》荣获自治区级二等奖；作品
《圆梦闽宁镇》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初评入展；
作品《仿古四足方
砚》参加中国民间
工艺山花奖初评。
其作品多次代表宁
夏参加区内外大展
并获国家级大奖和
省级大奖。

一方砚台一片
情，讲不完的的黄
河故事。贺兰砚是
宁夏特色的民间工
艺美术品，也是银
川市对外宣传宁夏
特色文化的一张名

片。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贺兰砚文化，
2020年 7月，在贺兰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建成贺兰砚艺术馆及贺兰砚创作
室。崔小录和徒弟的几十件作品也陈列
其中。展厅内，琳琅满目的作品中，小的
只有巴掌大，而大的直径则有半米多长。
砚台设计的题材丰富多彩，花鸟鱼虫、山
水树木等无所不包，吸引了很多人来参
观。“贺兰县文创基地免费为艺术家提供
创作阵地，把当地艺术家们聚集起来，是
为了更好地讲好黄河故事、传播黄河文化、
弘扬黄河精神，提升文化自信。”贺兰县文
联主席张宏荣说。

望着静静的如意湖，崔小录说：“贺兰
砚是宁夏的特色文化产品，它是黄河文化
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宁夏对外宣传的特
色名片。多年来，我对贺兰石也有一些情
怀，我要利用自己的手艺，尽自己一些绵薄
之力，把贺兰砚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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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 艺人 砚自古以来便与笔、墨、纸并称为文房四宝，是中国书法的必备用具。被誉为“中
国十大名砚”之一的贺兰砚正是以宁夏贺兰山石为基，以鬼斧神工技艺琢磨，呈现出

“色如端石微深紫，纹似金星细入肌”。
宁夏贺兰砚制作技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崔小录，与贺兰石结缘20 多年坚守初心，

始终把贺兰砚的传承作为一种使命。

初见崔小录，很难将雕刻巨石的老
练工匠和这个身形瘦削、不善言辞的中
年人联系起来。在崔小录的工作室里，
陈列着大小不一的贺兰石材，以贺兰石
为裳，崔小录用双手将它们细细琢磨成
一块块艺术精品。

“贺兰石质地莹润，纹理细而不滑，
为宁夏五宝之一，用它制成的砚，呵气
见水，易发墨而不损毫，至今已有百年
历史。”拿起一块贺兰石，崔小录细细打
量着如何“裁剪”。小时候，居住在河北
的崔小录在父辈影响下，喜欢上了制
砚。 1998 年，他便一心开始学习制砚。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首次接触到了
贺 兰 石 ，自 此 便 被 贺 兰 石 深 深 吸 引 。
2002 年来银川后，就下决心从事贺兰砚
制作。

贺兰砚的制作并不简单，从贺兰石雕
刻成贺兰砚，要经过选料、相石设计、下
料、粗加工、精细雕刻等八道工序，每一道
工序都要求细致严谨。

开始接触贺兰砚后，崔小录不断磨
练，对贺兰砚雕刻过程的每一个细节更
是认真把控。在题材选择上，他主要以
民间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图案为创作母
本，配以云纹，以立体手刻技法表现，艺
术造型栩栩如生。崔小录说，自己的作
品随彩造形，使整方砚台画面绿紫分明，
互相衬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崔小
录为了展现黄河两岸翻天覆地的变化，使用
30 多种刻刀雕刻而成的《黄河流过我家
乡》。他说，自己选了 10块贺兰石，最终确定
使用 3块贺兰砚进行切料、整形制坯、雕刻大
形、雕刻纹饰等。“这件作品雕刻着复兴号、
贺兰县‘稻渔空间’乡村生态观光园、滩羊、
枸杞等元素，讲述了我的第二故乡宁夏脱贫
致富奔小康的故事。我想通过这件作品展
示宁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发生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崔小录诚恳地说。

潜心雕刻贺兰砚的这些年来，崔小录在
技艺上力求精益求精，不断突破。为此他坚
持学习，并且在传承的基础上加以创新。
2015年 6月他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修班学
习，2017年 3月他参加中国非遗研修班（贺
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2021年 7月参加中
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举办的第二期全国市县
文联文艺骨干（美术、摄影、书法、民间文艺）
学习。他还多次拜访全国砚雕界知名大师
学习交流，并在自己所学所悟的基础上，带
徒多名传授贺兰砚雕刻技艺。他说，希望更
多的人能够看到贺兰砚的艺术价值，了解贺
兰砚文化。

一斧一凿锤炼工匠精神

传技艺
铸黄河文化特色名片

结硕果
新时代文创提升文化自信

本报讯 12月 18日，全区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笔墨
中国”汉字书写大赛作品展在宁夏博物馆开展，展出时间截
止 12月 28日。

本次作品展以“传承中华经典，庆祝建党百年”为主
题，通过汉字书写为载体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提高中小学生规范汉字书写水平，彰显中华语言
文化魅力。大赛征集大中小学生、教师及社会人员参赛作品
112562件，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1424件。

展览作品中有多次参加大赛、经验丰富的高年级学子，
亦有初出茅庐的新秀，从作品的书写，章法布局，到装裱设
计，展现了我区目前汉字书写教育教学的水平。（马 军）

全区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笔墨
中国”汉字书写大赛作品在银展出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马 军）12月18日，记者从银川黄河横
城景区获悉，由鸿诚东岸（宁夏）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举办的

“2022年第八届横城冰雪彩灯艺术节”拟定于 2022年 1月 15日
正式开门迎客。

据了解，为丰富景区常态化冬季游览项目，银川黄河横
城景区联合吉林冰雕协会、四川自贡彩灯协会共同参与，投
资 500万元，占地 1500亩，增加了彩灯、冰雕、雪雕、打铁花等
民俗表演和美食、戏雪乐园等六大板块，还有企鹅、北国雪
驼、蜡梅园等特色项目。将在春节期间为市民带来一场集观
赏、游玩、休闲于一体的综合盛会。

景区运营期间，将严格按照核定游客接待量 75%的限
制，做好游客预约、验码、测温入园等各项疫情防控工作，防
止聚集、分流游览。开园后营业时间为 10时至 22时，景区门
票为 60元，65岁以上老年人、1.2米以下儿童、医护工作者、现
退役军人等相关人员实行免票优惠政策。

横城冰雪彩灯艺术节将于
明年1月15日开门迎客

日前，“中国宁夏回族自治区与韩国庆尚北道友好交流
图片展”在宁夏博物馆举办。

本次展览展出图片 160 幅，从宁夏与庆尚北道的历史文
化、特色产业、旅游风光、友好交流等方面，全景展现两地自
然风光和人文历史，共同展望两地和两地人民携手发展、共
创辉煌的美好前景，为两地增进相互了解，深化人民友谊，推
动务实合作发挥积极作用。 马 军 摄

据新华社天津12月18日电 首届“荣程·百花文艺周”暨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颁奖典礼 18日在天津举行，40部作品分
获 7类奖项。冯骥才、李佩甫、赵本夫等作家获奖。

经过读者线上线下投票和专家评审，共评选出短篇小说
奖 10部，中篇小说奖 10部，长篇小说奖 2部，影视剧改编价值
奖 2部，散文奖 10部，科幻文学奖 3部，文化交流特别奖 3部。

“35年前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李氏家族》就是在《小说
月报》上发表的，35年后我的又一部长篇小说《河洛图》获得
百花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这样的缘分妙不可言。这是我第二
次在百花文学奖获奖，我也愿意以此为动力，创作出更多作
品奉献给广大读者。”李佩甫动情地说。

百花文学奖这一以遴选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的文学奖，前
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年创立的《小说月报》百花奖。从
2015年第十六届增设散文奖项，升级为百花文学奖。该奖项以
读者投票评选获奖者为特色，凭借自身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作
家与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成为知名的全国性文学大奖。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在津揭晓
冯骥才、李佩甫等获奖

12 月 18 日，演员在 2021“中国·西昌第三届大凉山国际
戏剧节”戏剧盛典上表演。

当日，2021“中国·西昌第三届大凉山国际戏剧节”的重要
活动——戏剧盛典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火把广
场阿惹妞实景剧场举行。戏剧盛典包含仪式篇、传承篇、融
合篇以及戏剧暖冬之夜等内容，是结合了凉山 14 个世居民族
的民族戏剧以及川剧等传统戏剧的艺术元素全新创作的音
舞戏剧秀。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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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小录展示自己雕刻的贺兰砚。

情感表现不一定非得有一个动情
的情节或场景，台词也很重要。比如，
第一集中谈到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
毛泽东说，“半壁江山装不下中国共产
党人的报国情怀，我们要打过长江去，
解放全中国！”盛和煜表示，这些台词
蕴含了强烈的感情色彩。“还有，这部
剧中有关毛主席帮警卫战士柳二勇写
信的细节，就让人感动、温暖，甚至感
受到一丝优雅。”盛和煜说，越是一部
宏观叙事的作品，越要采撷尽可能多
的精彩细节。

作为国家一级编剧，盛和煜创作了
电视剧《走向共和》、电影《夜宴》等作
品。如何让年轻人走进历史，爱看历史
剧？这是业界关注的问题。在盛和煜看
来，我们国家写历史剧的高手很多，“像
龙平平先生和他的《觉醒年代》我就很
喜欢。”盛和煜坦言，那些怪力乱神或以
皇权为叙事轴心的所谓历史剧，已经让
我们的年轻观众感到腻味，“他们的视
角正在转向真正有历史格局、有审美价
值、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这是令人欣
慰的现实。” （据《北京晚报》）

荧屏展现“蓬勃的开国气象”
《香山叶正红》总编剧盛和煜：这是一次守正创新之旅

12 月 16 日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叶正红》在央视一套圆满收
官。中国视听大数据显示，该剧连续三周收视率稳居全国榜首，尤其吸引了
年轻观众追剧，引发业内外强烈反响。收官之际，《香山叶正红》总编剧盛和
煜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次“守正创新”的创作之旅，“蓬勃的开国气象”
是这部戏想要呈现的主题。同时，盛和煜也欣慰地表示当下年轻观众的视角
正在转向真正有历史格局、有审美价值、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

“说到这部戏的创作初衷或主旨，
如果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呈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时的开国气象。”在盛和煜看
来，剧中呈现的历史节点正是洗刷了百
年民族耻辱，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开始构
建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香山叶正红》
这个剧名有诗意，又有象征意义。盛和
煜表示，这个剧名是自己冲口而出的，

“好像它早就存在那里，这真是我艺术创
作生涯中一次偶然的现象。这个题目赋
予了这个题材诗意，而‘正红’是过程，
更能呈现那种意气风发、蓬勃生长的开
国气象！”

作为总编剧，盛和煜用“守正创新”
对这部剧的艺术特色作了概括。“所谓
守正，就是必须保持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的政治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而在创新
上，我们作了很多尝试。”他举例说，“首
先，是变回顾总结式为正在进行式，这
样能让观众更有身临其境之感。比如

我们写渡江战役，江水的涨落、敌情的
变化，都是正在发生的，编剧应该跟着
剧情的发展走，而不应该‘胸有成竹’。
创作者角度的转换，会使我们的叙事更
真实、更生动。”

其次，在重大事件铺排的同时，
盛和煜注重突出人物情感，让每一个
人物都有生动的一面。“我们的人物，
不管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
远，都应该通过情感来表现。”剧中有
很多场面，令人动情。比如游击队队
长张淑花一家的分离和团聚；政委王
开山的母亲留字条，每天在村口大树
下等儿子回来；毛泽东拜访柳亚子，
一直在门外等候，直到柳亚子午睡醒
来。盛和煜说，这些情节“有的本来
就存在于真实历史之中，只是将其发
掘出来，稍加艺术处理而已”。“我一
直认为，感情是春雨，它会使重大历
史题材变得温润。”

诗意剧名是自己冲口而出的

引导年轻人看有文化品位的历史剧

《香山叶正红》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