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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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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声世界里塑造精彩人生壹

刘峰的泥塑工作室位于原州区南
关街道文化巷社区二楼。工作室中，
摆满了他创作的泥塑作品，有的造型
夸张、表情生动，有的色彩艳丽、造型
优美。

一把泥，被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刘峰介绍，泥塑关键的步骤就是采泥、炼
泥。为了找出最适合泥塑的土壤，刘峰去
过很多地方取土，最后发现深山里地表以
下两米干净的红黏土是最好的。“刚开始
采泥，过程艰辛，要动用人力、畜力去周边
的山上背泥，一个来回就得跑一天。”刘峰
说，采回来的泥要经过精心炼制，在泥中
掺入适量的天然成分，这个步骤绝对不能
偷懒，要一点点往里加。泥坯成分调制好
后，捏制泥人头、面这些精细部位需要精
准成型。随后，用刻刀对泥人的表情、身
形进行勾勒。“这个步骤要将身心全神贯
注地投入进去，容不得一点马虎。再经过
长达 3 天至 4 天的晾晒，最终才能形成一
件完整的作品。”

刘峰创作的泥塑人物作品，线条粗
犷，只保留泥土本身的颜色，内容大多选
材于西北农村的日常生活。细细观看，每
个人体比例协调、五官端正，给人的直观
感受是，庄户人的神情样貌栩栩如生，土
黄色不仅是西北农村的生活原色，更是
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代表色。刘峰说自
己就是喜欢泥土的真实颜色，没有过多
的修饰和配色，就像记忆中庄户人的生
活一样。

“我的作品也不仅局限于这些方面，
有时候我会捏坐禅的法师或斗蛐蛐的
齐白石。”刘峰说。近年来，刘峰紧跟时代
热潮，从时代大事件中寻找创作素材和灵
感。2020年，他以抗疫勇士为原型创作出

许多作品，例如《固原最美女娃为拾荒老
人戴口罩》，还有在《山海情》热播时，他又
花了整整一个月创作《吊庄移民》和《引黄
灌溉》两组作品，深受大众喜爱。他的泥
塑系列作品先后获得“原州区第一届六盘
工匠传统工艺竞赛精品展”二等奖，工艺
画系列作品三等奖。2019年 10月，刘峰被
自治区残联授予“全区自强模范”称号。
2021年 5月，他被固原市委宣传部授予“固
原市六盘文化文艺人才”称号；2022 年被
固原市授予“工匠精神奖”称号，2023年被
固原市残联推选为固原市聋协副主席兼
秘书长。

一次，刘峰无意中从电视里了解到有
人用废弃的易拉罐作画，深受启发。自
此，他开始学着用废弃的易拉罐做出漂亮
的千鹤图等工艺品，作品也逐渐受到市场
认可。“把平常的易拉罐变废为宝，使其成
为一幅画，把一把泥巴变成一个个记忆中
的泥人，这就像我们的人生，经过几十年
的精雕细琢，才能绽放出耀眼的光辉。”
刘峰希望，能有更多学生了解泥塑的主要
原料及制作程序，学习其中的制作技法，
从而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
将文化自信根植心中。

“小时候条件比现在艰苦，没有玩具，也
没有娱乐项目，就到河边玩泥巴，捏些小人、
小动物，可以玩很久。”刘峰告诉记者，对他来
说，泥塑不仅是养家糊口的技艺，更是抹不去
的乡愁。

刘峰是原州区人。他记得，从小就看奶奶
捏泥人给他玩，跟奶奶一起捏泥人，也成了他童
年生活的乐趣之一。6岁那年，刘峰因感冒发
烧导致中耳炎，延误了最佳治疗时机，最终耳
神经损伤，听力逐渐下降。初中毕业时，刘峰的
右耳已完全丧失听力，左耳必须戴助听器才能

勉强与人交流。在当时条件下，因听
力障碍无法继续学业，刘峰

无奈辍学。

“还好有泥人陪伴我。”刘峰说。因为从小
热爱捏泥人，刘峰开始在家专心钻研泥塑。慢
慢地，他发现泥塑用的泥土需要选带黏性且细
腻的土，在创造作品前要经过捶打、摔、揉等工
序，有时还要在泥土里加些棉絮、纸、蜂蜜等。
随着年龄增长和经验积累，刘峰的泥塑水平逐
渐提高。

2013 年 5 月，在原州区残联和南关街道
文化巷社区扶持下，社区成立了残疾人手工
艺作品室，刘峰报名成为一名文化志愿者，
每年寒暑假为孩子们传授软陶课。 2016 年
10 月，刘峰被聘任为固原市特殊教育学校特
教部教师，给孩子们教授泥塑、剪纸等技
艺。每逢寒暑假，他都会开展志愿服务，免
费教家庭困难的孩子学泥塑。刘峰也因积
极带动困难家庭的孩子学习泥塑技术，获得

了“固原市优秀青年创业致富带头
人”的荣誉称号。

自治区级非遗泥塑技艺传承人刘峰：

抟土传神韵 巧手解乡愁
马 军 文/图

或坐或卧，或行走于
农 田 间 ，或 在 大 院 内 休
憩，每个泥人脸上带着淳
朴的“笑容”，让观者找寻
到儿时的记忆。这就是自
治区非遗传承人刘峰泥塑
作品的魅力。

近日，记者走进自治
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泥塑
技艺传承人刘峰的工作
室，听他讲述泥塑文化的
故事。

宁夏 艺人

刘 峰
在雕刻泥
塑作品。

刘峰制作的《撬草草》作品。

好作品来源于对艺术的尊重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10日电 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摄制的纪录片
《通向繁荣之路》于 10月 11日至 16日在
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该片旨在深
刻阐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全面梳理总结共建“一带一
路”十年的重要进程和重大成果，展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台的历史价值和
现实意义。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纪录片
分为《大道同行》《跨越山海》《轻关易
道》《心手相连》《向新而行》《和合共生》
六集，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逻辑，从

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制度“软联
通”、民心相交“心相通”等角度，聚焦十
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携手、
互利共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
实践。

该片系统梳理了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倡议的内涵外
延和发展脉络；通过大数据挖掘、可视
化设计与政论、纪实相结合的方式，展
现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取得的丰硕
成果和共建国家的并肩努力；揭秘共
建国家突破旧有规则制度壁垒、弥合
不同标准阻隔的历程，展现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携手推动全方位多领域互
联互通。

据新华社长沙10月 11日电 记者
从 10月 11日举办的第六届中国（湘潭）
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新闻发布会获
悉，本届艺术节将于 11月 2日在湖南湘
潭开幕，届时将有齐白石各个时期的精
品原作 50余件面世，并将运用数字科技
展示齐白石年谱等有关研究成果。

据悉，本届艺术节将举办齐白石原
作展、“齐白石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主
旨演讲、中国写意画作品展，推出齐白石
主题光影秀、“水墨白石”数字展览，利
用前沿数字科技展示齐白石年谱、代

表作品及近三十年来有关齐白石研究
成果。

记者了解到，此次齐白石原作展
遴选齐白石各个时期的精品原作 50余
件，以及湖湘名人、齐白石师友代表作
品 50余件，让大众近距离感受书画艺术
的独特魅力。本届艺术节深入推动
白石文化与国际文化艺术间的交流互
鉴，邀请国内外专家和艺术界人士参与
盛会，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交融，
致力将白石文化、湖湘文化的魅力传
播至国际舞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纪录片
《通向繁荣之路》播出

齐白石 50 余件精品原作将亮相
第六届中国齐白石国际文化艺术节

久未更新的医疗题材又有新作开
播，医疗剧《问心》日前同步上线央视八
套黄金强档和腾讯视频。

剧集以医疗为切口，讲述拥有不同
生活背景和职业理念的三位心脏科医
生相识、磨合、并肩作战的过程，映射现
实生活中普通大众的复杂情绪。《问心》
既没有照搬职场剧常见的叙事框架，也
没有过分追求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戏
剧化情节，而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寻找情

节的矛盾冲突点和大众的情感共鸣点，
用医院里的悲欢离合折射生活百态。

剧集开拍前，主演们就提前进入多
家三甲医院实习、观摩一个多月，跟随
医生坐诊、治疗，积累经验。编剧周艺飞
也提到，主创团队踏访 10 余家三甲医
院，深度交流近 50位一线心脏科医生，
加了 130多位医护的微信，并邀请了多
位医疗顾问全程跟进创作，从大纲到剧
本都力求精益求精。（据《北京日报》）

医疗剧《问心》塑造医生立体形象

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绿松石龙
形器是中国考古博物馆“镇馆之宝”。二里头
遗址一般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城，这件绿
松石龙是夏文化最重要、最精美也是最独特
的文物之一，有“超级国宝”之誉。公开信息
来看，这件绿松石龙从未公开展出过，这是首
次面向公众。

这件绿松石龙由 2000 余片各种形状绿
松石片组合而成，每片绿松石的大小仅有
0.2 厘米至 0.9 厘米，厚度仅 0.1 厘米左右。
龙的腰部还有一个铜铃，或能对应《诗经》
中“龙旂阳阳，和铃央央”的记载。其用工
之巨、制作之精、体量之大，在中国早期龙
形象文物中十分罕见，有学者认为，绿松石
龙的出土，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
接、最正统的根源。这一出土于“最早的中
国”“华夏第一王都”的碧龙，才是真正的中
国龙。

目前，对于这件绿松石龙的功能尚未有
定论，有龙牌、龙杖、龙旗等各种说法，但学者
普遍认为，这件器物是高等级贵族的专属，与
祭祀有关。

这件绿松石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所研究员许宏担任二里头遗址考古队队长
时出土的。许宏回忆绿松石龙发掘经过时曾
表示，该文物是在二里头遗址 3号墓出土的，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
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 70厘米。绿松石片极
为细小，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都可
能使绿松石片移位，对原器的复原将成为不
可能。考古人员意识到无法在考古现场清理
完成，最终，他们整体起取了绿松石龙，将器
物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套上木框，再
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加膜封盖，用钢
丝捆好木箱，连土带文物运送到北京，进行精

心清理。
至今，展现在博物馆里的绿松石龙，依然

没有从泥土里完整地提取出来，下半部分仍
埋在土里，部分地保持着 3000多年来的保存
状态。这是由于其独特的构造和保存条件决
定的，但无意中，也让这件国宝保持住了浓厚
的考古味儿，呈现了与其他任何国宝不同的
风格。

中国考古博物馆全揭秘：

国宝绿松石龙首次公开
推开展厅铸有《千里江山图》纹样的

大门，一条“历史大道”在眼前展开。6000
余件展品均为考古一线出土的实物真品
和馆藏珍贵古籍文献资料。展览最大的
亮点，是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时期的重要
文物，这些文物都出自田野考古发现，尤
其是绿松石龙等文物，是首次公开亮相。

“埏埴以为器”，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
展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人类利用火，第一次通
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改变成另一种物质的
创造性活动。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生
活条件，是我国由旧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
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展厅中，“陶”元素十分丰富。一件陶制的
“小玩意”很有趣——至今已有 7000余年的陶
人面像。它有着单眼皮和高而挺的鼻梁，眉毛
和胡子是由黑色颜料绘制而成，头发则用绳纹
表示，面部表情温和、神态安详。

被编入历史书上的器物近在眼前，山西省
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上，绘制
了我国最早带有鳞片的龙。浑身布满黑红鳞片
的龙，口中衔着谷物，浮现在 4300多年前的彩绘
陶盘中，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龙文化与农耕
文化的交相辉映。在这件陶盘附近，还展示着
一批从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其中就有我国最
早的一组礼乐器组合，包括了石鼓、石磬等。

我国自古就有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通过观察
星宿的变化规律、鸟兽足迹等形制，创制了文字。
从甲骨文、金文、小篆，到隶书、行书、楷书，汉字为
中国留住了历史记忆。甲骨文已经是一套成熟的文
字系统，要寻找汉字的起源，还要继续向前寻觅。

步入“文明起源”展厅，一件出土于安徽蒙
城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的大口陶尊，器身上
刻有刻画符号。约 4800年前，古人在制作这件
陶器时，在上面绘制了太阳、月亮和山的图
案。结合全国其他遗址的考古发现，类似的符
号共出现了 20余个，分布地域范围很广。

这组符号究竟有何深意？学术界目前有
不同的解读，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旦”字，也有
学者提出是“炅”字，还有学者认为这是一枚族
徽。但不管具体给出怎样的解读，有一点学术
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这些刻画符号有着抽象的
表达和组合，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图画，让我们
看到了汉字的雏形。

时间再走过数百年，在距今约 4000年前的
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件残破的陶
壶。在壶的正面鼓腹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两个
用朱砂书写的字符，其中一个字，与甲骨文、金
文中的“文”字酷似，与现在简体汉字“文”相
比，其字形、结构也完全一致。经过考证，这个
用朱砂书写的醒目汉字就是“文”！它不仅表
明了中国文字的一脉相承，更体现了中华文明
不曾中断、连续发展的特征。

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基本陈列以“历史中
国鼎铸文明”为主题，分为“文明起源”“宅兹
中国”“大国一统”“和融万方”“民族觉醒”五
个专题，展示从旧石器时代到近代各个时期

的文物文献，集中呈现我国社会形态形成发
展的历史脉络，展现 5000多年中华文明演进
和中外文明交流的历史图景。

在展陈设计上，该馆的“考古”特色明
显。在展览序厅的“历史大道”两侧，展示
着出土于安阳殷墟的两驾商代马车，这是目
前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马车。考古工作
者采用整体套箱的方式，将它们从遗址移到
博物馆，并在实验室展开了长期的考古研究
工作。

在展示思路上，该馆展品主要以遗址、遗
迹、墓葬为单元进行集中展示。“比如对殷墟
遗址的展示，我们在布展时既遵循了历史发
展脉络，也考虑到了考古学文化的思路。”中
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巩文说，这样的集团化展
示，辅以展陈的文字、地图等信息，能更清晰
地表达整个遗址的特点，为观众传递整体化
的概念。

（据《华西都市报》》）

展陈设计“考古”特色明显

4000年前的汉字

7000多岁的陶人面像

首次公开的“镇馆之宝”

公众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珍贵文物。
新华社发

商代嵌绿松石象牙杯。（资料图片）

▶刘 峰 教 授 原 州 区 第 十 一
小学学生泥塑技艺。

（图片由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