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九重阳 融融“棋乐”
——自治区政协机关离退休干部棋牌赛掠影

本报记者 陈治学 文/图

在古代，陶瓷匠人根据
火焰温度高低，烧制出不同
颜色的陶瓷器。起源于中
国传统技艺的五奎陶瓷制
作 技 艺 则 进 行 了 技 术 创
新。李五奎介绍，在宁夏当
地采集黄河泥（粘性土）和
高岭土，经过矿物质调配，
配制出各种性质不同的泥
料。踩泥，揉泥后使用拉
坯、雕塑、手捏、泥板粘接、
堆塑等手法，进行艺术造
型。到坯体完成后，使用土
窑素烧为陶，或素烧后上釉
烧制成瓷。在传统陶瓷烧
造工艺上，李五奎和徒弟们
为了展现多元的文化形式，
将书法、绘画、壁画造型和
雕塑有机结合，制作出的陶
瓷器视觉冲击力强，色彩变
化丰富，用途广泛，可做收
藏品，装饰用品和生活用品
等。作品同时具有文化价
值、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李五奎认为，通过陶瓷制作
使人得到了动手开发潜能

的途径，激发了创造的激
情，还能通过陶瓷宣扬地方
文化，带动年轻人对陶瓷文
化以及生活艺术喜爱的热
情，提高精神境界。

李五奎尤其喜欢制作
带有游牧民族生活特色的
扁壶，两侧有两耳或四耳，
可以方便地穿绳提拿。胚
胎干了之后，李五奎就会在
壶身刻上花纹，专注雕刻完
成后，将石英、长石、硼砂、
黏土等配比好的釉上好，再
进行烧窑。李五奎制作出
的饱含地域烙印的陶瓷作
品为当地人民以及周边群
众提供优质陶瓷产品，带动
了旅游业的发展。

随着知名度的日渐扩
大，李五奎越发感觉任重道
远，他说：“既然老祖宗留下
了这门手艺，就必须得传承
下去发扬光大。作为一个
手艺人，既然生到这样一个
手艺世家，我就得尽心尽力
完成我的使命。”

B 创新让传统文化和现实紧密结合

寻回濒临失传的手艺 四代守护至今A
宁夏 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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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瓶蜡纸印
丹砂，日铸春风出
使家。”

瓷器是中华民
族 的 一 个 重 要 创
造，在我国已有数
千年历史。自宋元
时期起，宁夏就有
了陶瓷器作坊，技
艺传承至今已有千
年。质朴的宁夏高
岭土经匠人巧手，
高温烧制成型后呈
现出典雅的黑灰色
彩 ，风 格 独 特 ，颇
有宁静致远之韵。
在不久前召开的第
六届中阿博览会中
阿旅行商大会上，
被列入宁夏第五批
非遗名录的五奎陶
瓷烧制技艺传承人
李五奎带着他精心
制 作 的 陶 瓷 器 参
展，收到国内外嘉
宾的高度关注和普
遍赞誉。

白色的酒器套装典雅
淡泊，黑灰色的陶瓷器冷峻
古朴。走进位于贺兰县的
贺兰文创基地五奎工作室，
屋内陈列的各色陶瓷器造
型别致，风格各异，令人目
不暇接。现年 57 岁的李五
奎正仔细端详着一尊尊陶
土胚，构思艺术造型。他
说：“五奎烧瓷技艺主要以
中国陶艺文化、黄河文化和
边塞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形
成 了 独 特 的 陶 瓷 艺 术 风
格。以黄河泥为原料，作品
涉及彩陶系列、灰陶系列、
红陶系列、黑陶系列、绞胎
系列，从采土，配料，制泥，
陈腐，踩泥，揉泥，设计，造
型，制作，上釉以及烧制从
800℃至 1300℃不等温度段
的全套陶瓷制作技艺。”值
得一提的是，在李五奎和徒
弟的努力下，他们经多年煅
烧研究，于 2016年成功复烧
出本已濒临失传的两宋时
期工艺的瓷器，目前制作种
类可达千余种。

1966年，李五奎出生于
甘肃宁县制陶世家，其祖父
在制作盆、罐、碗、豆、香炉
等民间生活用具时李五奎
耳濡目染，一边上学一边帮
助家里干活，20岁出头就已
熟练掌握了家传的制陶技
艺。之后，李五奎来到北
京，在安定门外的一家大型
窑厂担任制陶师傅制作故

宫展示所用的工艺花盆、鱼
缸等各种陶制品。同时他
还为清华美院制作古董仿
制品，奠定了扎实的雕塑基
础。1989年，李五奎辞去高
薪的工作，前往山东、河南
等地访师学艺，后回到甘肃
重新研究祖制工艺，并将祖
传制陶艺技与中国陶艺的
创制技法相融合，创新了传
统制陶技艺。历经十余载，
1997 年他来到银川市创立
了五奎陶艺工作室。他的
作品《刻岩画罐》荣获“第九
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2015 年获中国工艺美术精
品展“百花杯”金奖，部分作
品被国内外陶艺爱好者收
藏，得到陶艺界广泛认可。
李五奎现为五奎陶瓷烧制
技艺第三代传承人，其子
李熔垚、女李雪楠为第四代
传承人，子女均从事传承工
作。1999年至 2005年，李五
奎收徒弟多人，其中有的从
事教职工作，有的或开设雕
塑工作室或继续求学。李
五奎本人获得“自治区工艺
美术大师”称号。2018年 12
月，他被宁夏文史馆聘为文
史馆研究员，当选为贺兰县
政协委员，身兼宁夏民间文
艺家协会常务理事，宁夏工
艺美术协会副会长，宁夏旅
游商品协会副会长等多职，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而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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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振星） 近日，
由中卫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黄河石鉴赏艺术项目传承人
马建兴捐赠报送的作品《天耀中
华，国运长久》——“中华人民共
和国万岁”九块黄河文字卵石组
合 入 展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开创了中卫非遗作品入展国家级
艺术展馆的先河，成为国家级非遗
代表性项目“赏石艺术”的代表性
作品之一。

今年 66岁的马建兴自幼喜爱玩
石、赏石、藏石，退休后更是执着、痴迷

于其中，多年来先后收藏具有观赏、
科学、艺术收藏价值的黄河石和各
类奇石上万块，为西北地区提供了
丰富的观赏石文化。其收藏的黄河
奇石屡获全国金奖，部分藏品捐赠
给中卫市博物馆。2015 年，他被评
定为国家观赏石一级鉴评师，2022
年被认定为自治区级第六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黄河石鉴赏艺术代表
性传承人。

“当看到国家非遗馆征集非遗
作品的时候，我主动将收藏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万岁’九块黄河石捐赠

报送国家非遗馆，这次能被征集入
京展示，我感到非常自豪。”马建兴
说，这九块黄河卵石均产自黄河兰
州至中卫段，形、质、色、纹、韵俱
佳，且风格相近，协调统一，具有观
赏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人文
价值，且每块石头都具有自然的唯
一性。

这次藏品成功入展，不仅有力地
促进了黄河文化的传播，肯定了近年
来中卫非遗传承保护工作的成效，宣
传了中卫，也为非遗传承发展打下了
基础，注入了活力。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10月20日，
由文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
与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
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办的“中国文
化和旅游资源全球发布系列活动暨
宁夏文化和旅游资源推介会”在北
京举行。

宁夏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
和自然景观，素有“塞上江南”之称。
近年来，宁夏把发展葡萄酒产业同加
强生态治理结合起来，同文旅发展结
合起来，在世界葡萄酒领域打造了一
个独特的中国品牌。推介会现场，文

化和旅游部国际交流与合作局一级
巡视员郑浩衷心邀请海内外朋友到
宁夏多走走、多看看。北京国际摄影
周执行主席、中国艺术摄影学会名誉
主席杨元惺表示，摄影与文化旅游的
有效结合，为宁夏葡萄酒文化的全球
推广打开了一扇大门。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
厅长蔡菊对宁夏的自然景观、人文历
史、文化资源等进行推介，重点介绍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文旅资源。
她邀请海内外游客相约塞上葡园，共
赴酒旅盛宴。在线上互动环节，日本

和蒙古国的旅游行业机构和旅行商
代表分别表达对宁夏在文旅融合背
景下不断高质量发展的期待，并希望
在文化和旅游方面加强与宁夏的交
流与合作。

此外，会上还发布了“中国故事
紫色映像——外国摄影师眼中的宁
夏葡萄酒文化之旅摄影展”“中国故
事 紫色见证——宁夏葡萄酒酒标创
意展”，以酒为媒，以文塑旅，探索宁
夏国际文化旅游推广新路径。两项
展览于 10月 21日起在北京国际摄影
周期间举办。

宁夏向国际推荐宁字号文化旅游资源

9块黄河文字卵石组合入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

▼李五奎认真
制作陶瓷器。

▲ 精 美 的 五 奎
陶瓷作品。

麻将比赛。

双扣比赛。

象棋比赛。

比赛现场热闹非凡。

工作人员核算分数。

跳
棋
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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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弘扬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在重阳节来
临之际，10 月 20 日，自治区政协办
公厅为机关离退休人员举办“久
久重阳情·浓浓敬老意”迎重阳棋
牌赛活动，丰富老干部的文化生
活，促进身心健康。

活动共设置了象棋、双扣等 7
个项目，吸引了 45 名同志报名，68
人次参赛。棋场上老干部们深思
熟虑，沉着应赛，上演着攻与守的
精彩对决。精湛的棋艺，引得现
场不时传出阵阵喝彩声。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决出一
等奖 11 名，二等奖 6 名，三等奖 3
名。本次比赛，不仅为老干部们
提供切磋棋艺的平台，更是让老
同志们在活动中舒缓了身心、收
获了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