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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俞凤佳被评为中卫市
古建木雕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填补了中卫市级非遗的空白，越
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古建筑营造技艺
的保护行列。为保持企业持续发展
和古建技艺延续，他在传统工艺的基
础上，根据宋《营造法式》及清《工程
做法则例》，并结合当地建筑习惯，在
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其建造的古
建筑保持了当地建筑风格，又逐步完
善，追求精益求精，用料讲究，做工精
细，对各种规模的建筑群有丰富的施
工经验和独到的见解。

“在用料方面完全使用木材作
为主要建筑材料，创造出独特的木
结构形式，以此为骨架既达到实际

要求又创造出优美的建筑形体以及
相应的建筑风格。每当看到一块块
普通木头通过精雕细琢变成艺术品
时，我就十分开心和满足。俞凤佳
说，这是一门苦活，不仅需要体力，
还需要审美能力，相比机器雕刻，手
工雕刻更有生命力。

“木雕艺人是中国传统手工
的代表，木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更多人喜欢
上木雕，让手工技艺‘活’起来、
传下去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俞凤佳说。在他的影响下，其侄
子传承了木雕的传统工艺，致力
于为弘扬和传承木雕传统工艺作
出积极贡献。

用真心赢得诚心 让手工技艺“活”起来

4 月 23 日，宁夏图书馆、宁夏博物馆、宁夏新华书店联
合宁夏大尧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一款图书盲盒。

“图书盲盒”是书店新兴的一种图书盲选形式，书店选书师
精心挑选不同种类的图书进行组合，形成多种主题，进而以
主题形式进行线上和线下的售卖。通常以全盲选居多，即
消费者对心仪主题内的图书并不知情，并期待盲盒拆开时
的惊喜。

据悉，该盲盒精选了豆瓣、当当、新华书店等热榜、新
榜图书，有文学、历史、励志以及心理学等方面的书籍 。
除图书外，该盲盒还有限定版藏书票。此藏书票上绘制
的凤凰，造型来源于宁夏图书馆馆徽，并标明了此款藏书
票专属于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此外，作为书本的伴侣，
盲盒里还附有宁夏博物馆文创提供的凤凰文创书签等文
创产品。

（马 军）

宁夏图书馆发布图书盲盒

新华社温得和克4月22日电 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馆和纳
米比亚大学孔子学院 22日在纳首都温得和克共同举办“中文：共
筑美好未来”主题活动，庆祝第 13个联合国中文日。中纳各界人
士、学生代表等 300余人参加活动。

受新冠疫情影响，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在纳米比亚停办两年，
今年恢复举行。庆祝活动在纳大校园多个场地同时举行，全方
位、多角度地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传播中国语言文化魅力。除了
传统的“汉语桥”中文演讲比赛、书画展、武术表演外，组织方还举
办了首届中文歌曲大赛，并引入中餐美食和医疗问诊等。

比赛中，选手们通过朗诵、唱歌、跳舞等艺术形式，将自己与
中国结缘、与中文结缘的故事呈现给观众。17岁的当地女孩谭雅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她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她有自
己的中文名字，热爱中餐，追中国偶像剧，不久前开始学习中文。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吸引人们驻足：中国驻纳大使馆工作人
员教唱中文歌；驻纳援非医疗队人员问诊看病，演示穴位针灸，
推广中医药传统；国画区有摆好的纸墨笔砚，现场教学，展现
中国画的独特魅力；美食区免费派发各种中餐美食。此次活
动不仅推广了中文之美，还为两国民众打开一个增进了解、加
深友谊的窗口。

“中文：共筑美好未来”主题活动
在纳米比亚举行

4月 24日是第七个“中国航天日”，今年的“中国航天日”以
“航天点亮梦想”为主题。当天，由辽宁省科学技术馆原创出品，
辽宁玖相文化传媒制作的 20集多人有声航天题材漫画《逐梦星
辰大海》全网上线。

回首中国航天事业波澜壮阔的历程，几代航天人在探索
浩瀚宇宙的征程中，孕育形成了航天“三大精神”——航天传
统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据悉，有声航天题
材漫画《逐梦星辰大海》由主办方特邀院士专家团队进行指
导，以中国航天发展史为题材进行艺术创作，将中国航天事业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传承航天精神、传播航天文化，旨在点亮
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航天梦想，致敬接续
奋斗的中国航天人。

有声漫画以科技馆原创 IP“球球”为主角，在故事里，球球
将穿越到 6 个不同的时空，与名为“悟空”“姜子牙”“羲和”等
多个智能机器人一起赴九天，问苍穹。在冒险过程中他们将
见证“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到“嫦娥”探月、“天问”问天、“神
舟”逐梦、“北斗”组网、“天宫”空间站建成等航天大事件，邂逅
为中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们，见证中国航天事业的
发展，致敬科学家精神。中国航天事业每一步跨越，都离不开
航天精神的坚定支撑。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航天
精神一以贯之、历久弥新。

据了解，辽宁省科学技术馆作为首批“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承担着开展科学普及、科技传播、科普资源研发等职能。
是集科学家精神宣传和服务功能、展览教育功能、科技成果展
示功能、学术交流功能、活动教育功能与科普传播功能为一体
的综合性科技馆。借此原创有声航天科普漫画《逐梦星辰大
海》为契机，点亮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航天
梦想，以科学梦印证飞天梦，以航天梦托举中国梦，汇聚起追梦
逐梦筑梦的磅礴力量。

（据中国新闻网）

辽宁省科技馆原创有声航天科普漫画
《逐梦星辰大海》重磅上线

新华社地拉那电 2022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
赛阿尔巴尼亚赛区决赛 20日在阿首都地拉那举行。

决赛分为大中小学三组，由“追梦中文，不负韶华”“快乐中
文”“天下一家”等主题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三个环节组
成。共有来自阿尔巴尼亚多所大中小学的 15 名选手参加了比
赛，他们在才艺展示环节演唱了《两只老虎》《听我说谢谢你》《月
亮代表我的心》等歌曲，表演了小提琴独奏《茉莉花》，还展示了绘
画作品。

经过三轮激烈角逐，来自阿南部城市萨兰达的小学生曼西·
伊斯梅利、来自地拉那市的中学生兰贝特·鲁西和来自地拉那大
学的安娜·莱娜分别在三个组别夺冠。

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周鼎出席活动并为获得冠军的选
手颁奖。他在比赛开始前致辞时说，“汉语桥”比赛已成为中
阿人文交流的知名品牌，相信“汉语桥”一定能以“天下一家”
的精神成为连接中阿两国的文化之桥、友谊之桥、心灵之
桥。期待参赛者在追梦中文的道路上持之以恒，快乐前行，
成为传承和弘扬中阿友谊的使者，同时也拥有自己更加丰富
多彩的人生。

“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
阿尔巴尼亚赛区决赛举行

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俞凤佳：

木雕是我国一项民间雕刻艺术，在众多的工种分类中被
誉为“精细木工”，木雕也是雕塑的一种，可以分为立体圆雕、
根雕、浮雕三大类。将一块平淡无奇的木头制作成一件精美
的木雕作品，这其中需要花费多少心力，或许只有手艺人才
清楚。在过去，木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屋顶、门窗、橱
柜等物件都散发着木雕的独特魅力。在中卫市仍有一人将
这门流传了千余年的手艺传承下去，他就是中卫市木雕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俞凤佳。

68岁的俞凤佳，从事木雕行业
已有 50余年，谈及与木雕结缘，还
得从他小时候说起。“那时中卫市
鼓楼对外开放，上去玩的次数多了
便被鼓楼上精美的木雕格栅和斗拱
所吸引。”俞凤佳说，从小他就喜欢
拿着小刀在木头上雕刻各种东西。
15岁时，俞凤佳因家境贫寒而辍学
当起了木工学徒，闲暇之余，俞凤
佳总是找机会向师傅学习并钻研各
种雕刻类书籍，从最初的家具雕花
开始一步步钻研。如今，俞凤佳已
掌握了古建筑雕刻技艺，这都离不
开他的勤学苦练。

雕花、镂刻、描摹……古建筑
营造技艺是个技术活，要想雕刻出
富有无法用机械取代的中华民族文
化特色的纹饰图案，俞凤佳深知其
中的艰辛和困难，通过拜访多名民
间古建前辈，在刻苦学习几年多
后，俞凤佳独自带队从事古建营造
并设计施工，其技艺在传承当地老
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尝试新
的工艺技巧，在设计施工雕刻等诸
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其
设计作品参考多种古建筑文献，结
合自己多年的经验，逐步完善了一
整套自己的设计理念。

俞凤佳创作的微雕模型尤具

韵味，不仅显示出他雕功深厚、刀
法精湛和飘逸风格，还充分显现出
古建筑艺术的感染力。明代斗拱成
为他创新项目装修的经典之作，古
建木雕文化衍生品创新点更是琳琅
满目，美不胜收……木制的匾额、如
意、坐地屏风、四季屏风、八仙捧寿
果盒特色木雕作品栩栩如生、寓意
深刻，甚至流金溢彩、巧夺天工；他
创新作品追求卓越的建筑文化，遵
循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布局科学、构
思巧妙、施工考究，既有古建筑的韵
味，又迎合了特殊人群的个性化需
求，使古建韵味与现代建筑中式装
修风格水乳交融，融入了民俗文
化、建筑文化和装饰文化等元素。

俞凤佳先后主持建造的古建
筑数不胜数，有青铜峡牛首山极乐
寺、净途寺、滴水寺、万福阁等有名
古建筑……得到当地各界人士的
赞叹和鼓励后又受邀建造宣和的
萃营寺、张宏的永安寺、永康的灵
塔寺、高墩的永安寺、西园的龙宫
庙及石嘴山赫赫有名的正觉寺。
2008 年，俞凤佳被选为平罗县“静
安寺”建造者。他设计并带领施
工，建筑规模以及建筑水平得到
各界知名人士的认可，建筑艺术
上再攀高峰。

一刀一世界
一木一人生

本报记者 孙振星 实习生 王小霞 文/图

潜心半个世纪 钻研古建技艺

俞凤佳雕刻的楼阁。

俞凤佳在雕刻作品。

4月 23日，由宁夏民间文艺家
协会副主席、固原民间文艺家协会
主席李政和宁夏民协主席徐娟梅主
编，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追根寻
源宁夏文化丛书》首发仪式在宁夏
图书馆举行，该丛书分为《长征故
事》《长城故事》《丝路之路故事》三
卷，共计近 150 万字，通过采访、探
寻、搜集、编写和组稿的方式，编辑
整理而成，全面展现了宁夏所具备
的长城、长征、丝路、黄河等地理环
境的文化。《长征故事》分为 6个板
块，收录了红军在宁夏，尤其是在宁
南山区留下的 120多个感人至深的
小故事，反映了红军与老百姓的血
肉关系，图文并茂，内容丰富；《长城
故事》主要以宁夏境内的长城为主
线，从 8个篇目着手，搜集整理挖掘
长城文化、边塞文化、民族融合文
化、军事防御文化与故事；《丝绸之
路故事》主要以宁夏古代丝绸之路
研究成果为主线，补充了许多当地
的历史传说小故事。编排上分为 16
个板块，全方位呈现宁夏丝绸之路
的重要成果，汇集了丝绸之路宁夏

段研究的重要成果。
“之所以编纂这套丛书，源于

2019年 7月 2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的《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方案》。研读《方案》后，我萌
生了挖掘、整理、编辑一套全方位反
映故土特色文化的丛书的想法并付
诸行动，希望丛书的出版能为宁夏
文化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该
书主编之一李振说。

“三本书围绕同一主题，从不
同的角度，带领读者领略了中华民
族精神的伟大张力，拓宽了爱国主
义教育的范围，丰富和延伸了宁夏
地区历史文化的内涵，描绘出宏大
的宁夏地区文化遗产图景。与理论
著述和教材相比，这种包含着实地
考察和历史风物的介绍的图书，为
读者提供了更为强烈的现场感，使
读者能够身临其境，目睹实物，从而
达到入脑入心的教育效果。”中国文
史出版社副总编辑张剑荆说。

据了解，该书在编纂过程中组织
召集了宁夏各市县著名的作家、文史
研究专家、学者等进行了多次座谈，
敲定了编写提纲、体例及文稿征集公
告，然后由区内的专家、学者撰写，是
一套宁夏特色文化的集大成者，对弘
扬红色革命文化，历史遗迹文化具有
抢救性和传承性作用。作为宁夏历
史上大型文化图书编纂工程之一，全
套丛书既是对先辈研究成果的系统
梳理与整合，又是对文化遗存史料的
再度发掘与探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
值、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社会价值。

“可以说，这套丛书是深入了
解宁夏的‘文化读本’，更是建设地
方文化特色的‘全新地标’。也是打
造‘两长一河’实践的样板地、建设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
行区的实践成果。”宁夏文化和旅游
厅相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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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获悉，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宁夏地区革命文物的保存管理和保护利
用调查研究》于日前正式发行。全书共 24
万字、300 余张调研图片以及近百幅革命遗
址区域位置图。

《宁夏地区革命文物的保存管理和保护
利用调查研究》是宁夏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
点课题项目的同名结项著作，由宁夏博物
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陈永耘担任项目主持
人。课题组 10 余人深入将台堡革命旧址，
中共盐池县委和政府旧址——李塬畔革命
旧址等近百处革命文物遗址、遗迹开展为
期 1 年多走访调查的基础上，历时 3 年编纂
完成。全书分六章，共收录宁夏境内 99 处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重要会议旧址、重
要名人故居等 5 大类），毛泽民用过的铜手
炉、西征红军经过宁夏留下的海螺号等
2295 件 /套可移动革命文物（包括武器、档
案文书、名人遗迹等 12 个类别），系统梳理
了宁夏地区革命文物资源分布概况和保存
管理现状，深度剖析了宁夏地区革命文物
在保存环境、保存设备、消防和安防设施等
条件下的保存管理状况以及相关保护利用
问题，并从革命文物保护和革命文物利用
两方面提出加强预防性保护、加大财政投
入、打造革命文物精品陈列等合理化对策、
可行性建议，对今后该领域发展具有很强前
瞻性。

宁夏博物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
示范基地，近年来该馆在常设展览《红旗
漫卷——宁夏革命文物陈列》的基础上创
办《历史红流——陕甘宁边区盐池县革命
文物特展》等相关展览，发表数十篇相关
领域论文，为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积极教育
引领作用。

（马 军）

《宁夏地区革命文物的保存管理
和保护利用调查研究》出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