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 彦 豪 讲 话 节 奏 快 ，思 维 活
跃 ，习 惯 运 用 互 联 网 检 索 并 学
习。在他的手机中存着明朝文学
家魏学洢核雕作品《核舟记》以及
清代乾隆年间苏州微雕艺人杜士
元在桃核上雕刻的《东坡游赤壁》
等作品资料。韩彦豪笑称，现在
互联网上的信息很丰富，自己经常
搜索先辈们的核雕精品资料，自己
不断琢磨，跟着练习，从而不断提
升雕刻技能。

出生于河北省的韩彦豪从小
喜欢绘画，2011 年他开始接触核雕
技艺。2015 年，韩彦豪来到银川市，
拜师砚雕非遗传承人崔小录。在学
习掌握了砚雕技艺后，他试着把砚
雕技艺的一些特点融入到核雕里，两
者相结合，从而形成独有的雕刻技艺
特色。韩彦豪说，核雕技艺关键要在
质地坚硬而细腻的果核上创作并雕

刻图案，要求雕刻出来的成品外形
基本保持果核原形。有珠串式、坠
件式和摆件式等主要样式，题材内
容可涉及神仙人物、民间故事、民
俗生活、山水园林等。因此，这一
技艺讲究雕工要精巧细腻，雕刻者
要具备成熟的艺术构思和布局，雕
刻出来的图案线条明晰，立体感
强。为了创作一个令人满意的核雕
作品，韩彦豪从画图到挑选合适的
果核，再到完成一个成品，往往要
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他常常手
举刻刀，在工作台前一工作就是十
几个小时。韩彦豪说，核雕作品在
江苏、山东、广东、浙江以及河北、辽
宁等地均可看到，但在宁夏传承历史
还比较短，传承面比较窄，他希望能
把核雕这件事坚持做下去，做出独有
宁夏特色的核雕工艺品，并开拓更大
的市场。

做出具有宁夏特色核雕工艺品A.

社 址 ：银 川 市 文 化 西 路 50 号 监 督 电 话 ：0951- 6033926 全 年 定 价 ：326 元 邮 编 ：750001 全 年 订 阅 热 线 ：0951- 6029949 6033926 广 告 经 营 许 可 证 号 ：6400004000007 印 刷 ：宁 夏 报 业 传 媒 集 团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 求 木 之 长 者 ，必
固 其 根 本 ；欲 流 之 远 者 ，

必 浚 其 泉 源 ”。 在 璀 璨 的 中 华
历 史 文 明 宝 库 中 ，核 雕 这 项 传 统

民 间 微 型 雕 刻 技 艺 ，因 其 细 腻 精 巧
的 工 艺 ，生 动 立 体 的 造 型 有 着 极 高 的
观 赏 价 值 ，已 被 列 入 第 二 批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 。

近日，记者来到贺兰县核雕制作技
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韩彦豪工作
室，与这位出生于 1999 年的传承人共

同 体 验 核 雕 的 乐 趣 ，感 受 中 华 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创新传承核雕艺术B.

随着暑期临近，不少家长已着手为孩子制定暑期出游计划，希望孩子
到社会中、到大自然中学习知识。近10年，我国研学游发展迅速。数据显
示，2022 年，研学旅行人数突破 600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为适
应市场需求，“寓学于行、寓学于游”的研学游在内涵和形
式上不断推陈出新。

韩彦豪的爷爷韩寿彭受家里
数百年砚雕传统技艺影响熏陶，
喜欢在各种材料上刻画。一次，
韩寿彭在桃核上刻画时，感到特别
好玩，从此喜欢上了核雕。韩寿彭
雕刻出的核雕作品融合了南方技
艺的细腻，精细和北方技艺的大
气、写实，深受人们喜爱。从此，在
家族的砚雕技艺谱系中，他自创了
核雕一派，逐渐受到当地匠人的认
可。核雕技艺先后传承到了韩玉
书和韩长春手中，两人皆为家族传
承人，在河北当地积累了一定的知
名度。

韩彦豪出生后，从小看着爷爷
和叔叔制作核雕，耳濡目染之下，
就喜欢上了传统手工雕刻，在学习
砚雕手艺后，他把砚雕和核雕的技
艺相结合，取长补短，刻出的作品
更显精巧，手艺更加精湛。

细观韩彦豪的核雕作品，会发
现无论是核雕上的人形面具，还是
上面呈现的自然景物，均有着自然
流动感，仿佛这些人、景要跃出画
面，从各个角度看更是有着微妙的
变化，把玩起来独具趣味。

韩彦豪笑着解开了这个谜底：
“这是我自创的艺术手法，能展现
核雕图案的自然流动感。”学习雕
刻十余年来，韩彦豪对祖传的镂
空雕刻手法加以创新改进，形成
了现在自己的创作风格，他把镂空
雕刻做成不镂空，虽然增加了雕刻

难度，却让核雕作品更有意境和艺
术感。

吃着手艺人这碗饭多年，韩彦豪
也尝试过很多不同的雕刻原料。
他总结出一条经验，雕刻用到的
核桃必须是自然放置三年以上
的。选择加工原材料时要从各个
方面判断核桃外壳的条件，比如
从硬度、声音、重量等进行判断，
最终挑选骨质条件最好的核桃。
原材料挑选好后，就要进行选料
配对，通过观察纹路确定雕刻图
案，然后依据设计好的图案雕刻
大形，初具规模后再进行精修，打
磨细节，刷油保养。韩彦豪的作
品虚实结合，在进行线条雕刻时
能做出自然的抖动感，其独树一
帜的艺术创新也得到了专家的认
可。由他创作的众多核雕作品多
次获得县级、自治区级文旅奖项，
他带着核雕作品也多次应邀到各
地博物馆及核雕作品展会参展，
作品受到当地文旅部门和相关人
士的鼓励及肯定。

韩彦豪说，非遗传承人是我
一项新的责任和使命，也让我愈
发坚定了学习传统雕刻技艺的
初心，未来一定为传承传统雕刻
技艺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

未 来 ，他 将 继 续 向 雕 刻 先
辈和同行们学习，加强交流，通
过 非 遗 传 承 人 技 术 培 训、师 带
徒 等 机 制 培 养 更 多 的 年 轻 人 ，
让 宁 夏 的 好 手 艺 传 得 更 久 ，走
得更远。

游刃方寸间 雕出世间百态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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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县核雕技艺非遗传承人韩彦豪：

研学游一头连着旅游，一头连着
教育，其发展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着
这个特殊“课堂”的参与者。十四届全
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雒树
刚指出，研学旅行要始终把握“学”是
中心、是目的，“行”是途径、是载体。
要寓学于行、寓学于游。忽视“学”，仅
靠“游”去吸引中小学生的研学旅行，
是主次颠倒，也是没有生命力的。

如何让研学游既有趣、有看点，又
让参与者游有所获？这也是 4月初在

河南洛阳举办的 2023世界研学旅游大
会关注的焦点。“研学就是要讲故事”，
与会专家学者和旅游从业者指出，研
学游需用好资源，讲好文化故事。

洛阳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了“研学洛阳、读懂历史”文旅品
牌。洛阳博物馆馆内收藏展示上自旧
石器时代下至明清时期的历代文物，
是洛阳的文化地标，也是研学游的重
要目的地。自 2017年以来，洛阳博物
馆为研学旅行团队制定了多项优惠政

策，还建立了一支研学旅行导师团
队。洛阳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洛
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也依托自
己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打造了各具
特色的课程体系。

日前，第三届“在闽台生文化拓展
研学之旅——坊巷课堂活动”在福建
福州开班，来自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
学、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医科大学等
高校的 40余名在闽台湾学生参加。活
动期间，这些学生感知福州历史文化、

观摩现代科技企业、探寻中国船政文
化、体验传统手工技艺等，希望多走走
多看看，更深入了解福建的历史、文化
和经济发展。同时，也把自己在福州
求学、创业的经历跟更多的台湾大学
生分享。福建省文化经济交流中心理
事林卫国表示，举办坊巷课堂文化拓
展研学活动，就是希望在闽台湾学生
了解闽台近代历史及文化渊源，体会
两岸同胞共有的家国情怀，感受大陆
的蓬勃生机。（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大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近日，日照市“唤绿之旅”被评选
为 2023年“山东省十佳生态环境公众
参与案例”，它也是山东省首个环保主
题研学品牌。据介绍，“唤绿之旅”设
置绿色交通、绿色学校、环保产业、绿
色文旅、绿色农业等十大板块，深入挖
掘、整合本土文化、教育、旅游、生态资
源，创新校内校外课程衔接，将环保教
育课程贯穿各个领域，将环保理念渗
透到各个体验式、互动式“环保小课
堂”场景中，唤起公众环保意识，助力

生态文明建设。
以增强亲近自然、保护环境意识

为出发点的环保研学游，正逐渐发展
为一类成熟的研学游产品。

5 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北京市民
徐兴松带孩子报名参加了一个名为

“亲近母亲河”的环保研学游。他们和
另外 7组家庭一起来到永定河滞洪水
库中堤，不时有骑行爱好者从身边经
过。永定河滞洪水库中堤的一侧是哗
哗流淌的永定河，一侧是滞洪水库。

听了领队的讲解，徐兴松和孩子了
解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定河曾
出现干涸断流、河床裸露等现象，经
过生态治理，如今重现水清岸绿、飞
鸟翔集的景象，沿岸越来越多的滨水
空间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孩子从书本中了解到永定河是北京
的‘母亲河’，但缺乏直观的认识。”徐
兴松说，通过参加这次研学游，孩子
深刻认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大
自然是最好的老师”。

生动讲述文化故事

研学游不断推陈出新
“行走的课堂”很精彩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6月 11日，记者从自治区文化
和旅游厅了解到，该厅以“深化务实合作 共促文旅发展”
为主题，组织 30余家境外文旅企业以旅为媒，深化交流
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享文旅带来的新机遇。

活动为期 4天。作为“境外文旅企业宁夏行”的重要
活动之一，在宁夏文化旅游资源推介暨产业项目洽谈会
上，来自韩国、美国、英国、丹麦、挪威、瑞士等国家的旅游
协会、商会、企业有关负责人，以及宁夏旅游协会、五市文
旅部门和 30家区内旅游企业负责人等齐聚一堂，共谋文
旅产业协同发展新路径。

洽谈会上，活动主办方向中外嘉宾作宁夏文旅资源
推介并发布“引客入宁”入境奖补政策，五市文旅部门有
关负责人作产业项目招商推介。韩国旅游发展局西北区
办事处首席代表车赫镇在致辞中表示，将竭尽全力实现文
旅的良性互动和双赢发展，共同搭建两地文化和旅游交流
的桥梁。丹麦和挪威王国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大中华区
首席代表王宇说，希望斯堪的纳维亚旅游局能够和宁夏的
旅游主管部门以及旅游业界同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将
双方旅游协作发展引入一条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

活动期间，还开展了“美丽中国·神奇宁夏”境外文
旅企业考察踩线活动，邀请境外文旅企业走进沙湖、沙坡
头、青铜峡黄河大峡谷、玉泉国际酒庄、中卫黄河宿集、百
瑞源枸杞馆等地，进行市场对接、业务洽谈，实地感受塞
上江南的魅力。

30 余家境外文旅企业
来宁考察洽谈文旅项目

本报讯（记者 束 蓉）日前，记者从宁夏博物馆了解
到，近日，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联合公布了中华文物
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宁夏博物馆申报的《宁
夏长城系列短视频》项目荣获“2023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
传播精品推介”优秀项目，这也是该馆继《丝路炫舞 千年
光华——石刻胡旋舞墓门》短视频获评 2021年度精品项
目之后再次上榜。

《宁夏长城系列短视频》是我区自 2022年设立首个
“5·18宁夏长城保护宣传日”期间推出的文物新媒体作
品，累计浏览量突破 100万次。宁夏博物馆官方抖音、微
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推出 8条系列短视频展示宁夏境
内最有辨识度、生命力和传播力的长城点段，包括明长城
三关口段、北岔口段、盐池县头道边段和战国秦长城原州
区段等国家级长城重要点段，呈现不同建筑形制的宁夏
长城与多样地貌相融而成的文化景观，让社会公众看见
长城之美、领悟文化之韵。其中，“宁夏长城”短视频经中
国日报客户端、中国日报网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配发英
文诵读版推向海外，增强了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近年来，宁夏博物馆积极融合文物资源优势和媒体
传播优势，深入挖掘文物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坚持文
化传播向线上拓展、向云端延伸、向观众靠近，以全新视
角提升文物作品质感，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真正让
文物“活起来”。

《宁夏长城系列短视频》项目荣获
“2023年度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优秀项目

核雕作品。

◀韩彦豪在雕刻作品。

作品《花开富贵》。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6月 11日，记者从银川市文化
馆获悉，6月 10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由银川市文
化旅游广电局主办的银川市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宣传展示活动，以“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可持续
发展”为主题，吸引了众多游客和市民畅享非遗购、探访非
遗味、共赴非遗游。活动现场，主办方组织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展示传播活动，既有载歌载舞、富有宁夏特色的非遗
节目展演，还有多姿多彩的宁夏非遗传统艺术作品展示。

近年来，银川市积极开展非遗保护，起到“见人”“见
物”“见生活”的效果。银川市以全面系统挖掘整理非遗
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区域及存续状况为基础，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深入推进非物质
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和活态传承。截至目前，银川市共
有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 7 项（贺兰砚制作技艺、宁夏小
曲、剪纸、花儿、民间乐器、汤瓶八诊疗法、滩羊皮鞣制技
艺），自治区级名录项目 63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7人，自
治区级传承人 111人，国家级非遗传承基地 4个，自治区
级传承基地 29个。

银川市已成功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项目7项

6 月 10 日，在哈尔滨市索菲亚广场非遗工坊展，市
民在了解传统手工布艺展品。

当日是 2023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群众在丰
富多彩的活动里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新华社发

固原市第二中学学生在腾格里沙漠开
展徒步沙漠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