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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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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10日，“宁夏十大考古发现”新闻通气会
在银川召开，宁夏文化和旅游厅（文物局）正式对外发布宁
夏十大考古发现，涵盖了四万年前的古人类及各个历史时
期重要文化遗址，揭示了宁夏乃至西北地区文明起源和发
展的历史脉络，展现了宁夏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据了解，“宁夏十大考古发现”分别是：水洞沟遗址、鸽子
山遗址、菜园新石器时代遗址、姚河塬西周城址、春秋战国北
方青铜文化墓地、固原北朝隋唐墓地、西夏陵、西夏佛塔—宏
佛塔、西夏佛塔—拜寺沟方塔、西夏瓷窑址—灵武磁窑堡窑
址、西夏瓷窑址—苏峪口瓷窑址、宁夏长城考古调查。

宁夏历史文化积淀丰厚，考古发现绚丽多彩。今年以
来，宁夏文化和旅游厅以水洞沟遗址发现 100周年为契机，
组织开展了“宁夏十大考古发现”遴选活动，在近百项考古
调查发掘项目中遴选出“宁夏十大考古发现”，全面展示宁
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和考古工作取得的丰硕成果。

“‘宁夏十大考古发现’是宁夏考古工作的典型代表，
涵盖了古人类及各个历史时期重要文化遗址，揭示了宁夏
地区乃至西北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现了中
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对于深入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
发展历程，丰富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多年的文明史具有重要意义。”宁夏文化和旅游厅相关
负责人表示。 （马 军）

宁夏公布百年考古十大发现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11月 12日，记者从宁夏作家协
会了解到，由吴忠市作协、青铜峡市作协主办，青铜峡作家
之家、宁夏皇蔻酒庄有限公司承办的“皇蔻杯”首届全国文
学征文大赛日前揭晓。征文自发文日至截稿日，共计收到
来自全国各地参赛作品 400余篇，经过评委甄选打分，最终
产生获奖作品 48篇。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作为我区“六特”产业之首，经
过 30余年发展有了广阔市场空间和一定的品牌知名度。
为了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文
学创作优势，宣传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展示黄河
文化魅力，发现和推介当下原创文学精品，吴忠市作协开
展了首个以宁夏葡萄酒产业为主题的全国征文活动。著
名作家、宁夏作协副主席李金瓯介绍，此次活动覆盖面广，
参与者积极性高，尤其是推动了银川市、固原市、吴忠市以
及盐池县等地的文艺家及获奖作者在葡萄酒产业方面的
创作热情。“希望宁夏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以饱含深情的
笔墨书写新宁夏产业发展故事，也真诚希望更多的企业家
们支持和助力文学创作，鼓励本土文学作家们立足当地资
源禀赋，创作出更多接地气、扬正气、合时宜、润心灵的优
秀文艺作品，撑起宁夏文学的新高度！”李金瓯说。

主办方还举办了“书香浸酒香”座谈交流会，受邀出席
活动的宁夏作家为现场的文学爱好者签名赠书，并分享创
作感悟。此外，吴忠市作协，吴忠市评论家协会主办，青铜
峡作家之家承办的“发挥文艺优势·助力企业振兴”采风活
动也在宁夏皇蔻酒庄拉开帷幕，采风团一行 20人通过沉浸
式参观酒厂原材料库、储酒库、酿酒车间、灌装车间等，详
细了解宁夏葡萄酒产业发展，感受宁夏葡萄酒的品质匠心
和清新魅力，寻找文学创作灵感，力争写出更多更好的葡
萄酒主题文学作品。

48篇作品获奖

首个以宁夏葡萄酒产业为主题的
全国征文活动揭晓

11月11日，观众在拍摄展品。
当日，“文化之美·纸上空间”安徽纸工艺项目年度成

果展在安徽省黄山市黟县南屏村开幕。31 件/套以“纸”为
主题的艺术作品在徽派祠堂建筑叶氏宗祠和叶氏支祠中
亮相，旨在“从艺术的角度发现纸”，并探索非遗技艺的展
陈新方式和非遗技艺的在地艺术建构功能。新华社发

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
和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通过专家评审，正式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截至目
前，我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增至 22项，数量继续保持
世界首位。

据了解，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已有 3000多年历
史，是以板栗栽培为核心，作物、药材、家禽等合理配置的
复合种养体系。当地居民因地制宜创造了立体种养、树体
修剪管理、水土资源合理利用等技术体系，有效保护了当
地农业物种和生物多样性。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已有 2000余年历史。铜陵白
姜块大皮薄，汁多渣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当地居民创
造了姜阁保种催芽、高畦高垄种植、芭茅搭棚遮阴等三项
独特的传统生产技术。

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是“梅－茶－鸡－
蜂”有机结合的复合型山地农业模式。仙居是世界人工栽
培杨梅起源地之一。经过千年的发展与世代选育，当地积
累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品种丰富、谱系完整的古杨梅种
质资源。 （据新华社）

我国新增三项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瓷片上“穿针引线”补缺为美
——访兴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锔瓷项目传承人张兵

马 军 文/图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的是一门古
老的民间手艺——“锔瓷”，把破裂的瓷器，
用类似订书钉的金属“锔子”修补的技
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锔匠”必不可
少。对于老一辈人来说，“锔瓷”是特
殊的回忆，听到街头巷尾熟悉的吆
喝，大家便将破损的瓷壶、瓷碗送
去修补一新。

兴庆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锔瓷项目传承人张兵凭着一把

“金刚钻”，赋予瓷器新的生命。
11 月 10 日，记者来到他的工作
室，倾听锔瓷记忆传承的故事。

午后，走在兴庆区长城东路临街
的小巷内，阳光洒在树干上，印在岁月
痕迹斑驳的墙上。巷口不时传来叮叮
当当的敲击声，给寂寥的初冬增了些
许热闹。循着敲击声，记者走进巷内
的一间工作室，看到张兵正对一件紫
砂壶进行修补。“这是我修补的紫砂
壶，壶口还差个盖子，我正在制作呢。”
说明来意后，张兵放下手中的活儿和
记者聊了起来。

“我是十多年前开始做锔匠的，那
时候我不小心把家里一件使用多年的
紫砂壶摔破了，就想要进行修补，但多
方打听后没有找到能修补的人，我就有
了学锔瓷的想法。”张兵说，他曾想拜师
学艺，无奈本地没找到锔瓷匠人，他就
翻阅资料开始自学，后了解到山东有传
统锔瓷的手艺人，便专程去了山东学
艺。“锔瓷的发源地就在山东，周边河
南、河北有很多锔瓷手艺人。”张兵说，
锔瓷和文物、古董修复有相似之处，它
们都讲究“修旧如旧”，不过文物、古董
修复要看不出痕迹，而锔瓷的痕迹不仅
明显，上面还大有文章。如今山东等地
的集市上有些会锔瓷的老人，帮别人修
补器物，主要以实用性为主，修得比较
粗，叫“常活”。还有一种“秀活”，修得

很细，讲究艺术审美。
经过半年时间的学习，张

兵逐渐掌握了锔瓷的手法。“我
在银川有很多茶友，刚开始就
帮他们修补茶具，技艺也越来
越纯熟。”张兵说。2018 年，他
找了兴庆区长城东路的临街铺
面开了一家锔瓷修补工作室，专
门修补杯子、茶壶、花瓶等瓷器。记
者拿起一只茶壶，仔细端详，茶壶多
个破损处不仅严丝合缝，锔过的地方
还进行了修饰加工，运用残瓷上的冲
线或残缺，巧妙地将锔钉嵌入其中，不
仅让茶壶具备实用功能，还提升了本
身的艺术价值。“好多人送来的杯子、盏
子，可能也就百余元，可我这一次锔活
的手工费就一两百元。顾客对这些器
皿存有感情，愿意花钱修补旧物。”曾有
人送来一只破损的杯子，杯子本身很普
通，但是客户的旧友生前送的。经一
番仔细修补后，张兵将重获新生的杯
子递交给客户时，对方捧在手中反
复端详，眼里流露出感动的神情，
这让张兵内心无比满足。

匠心传承老手艺 在张兵的工作室里，有一个用
磨盘改造的茶台。磨盘本身有一处断

裂，张兵用锔钉把它固定在一起，使用过
一段时间，锔钉表面生锈，显得更加自然。

“这样的就是‘常活’，像这个磨盘，没必要
修得太细，修精致了反而不和谐。”他说
着，又找出一件修过的紫砂壶，壶盖的破损
被一块银子覆盖，上面还沿着原先的图案
进行了錾刻，将壶盖上的竹叶补充完整。
由于不同材料的拼接，使紫砂壶显得更有
设计感。

张兵还用车轮毂搭配木材做的炉子，
看起来格外新颖。”这个轮毂是我在市场上
淘的上世纪 80年代的旧轮毂，木材也是旧
的，做成后我一直用它烧茶。”张兵一边介
绍，一边摆弄着炉子，这也是他为数不多

的创新作品。此外，张兵在继承传统手艺
的基础上为锔工注入了现代元素。他自制
了一些钻具，采用金、银、铜、铁等多种材料
来制作锔钉。“陶瓷、紫砂、玻璃、玉器都可
以锔。不同材质的器具，选用的锔钉也不
一样，这里面讲究可大了。”张兵笑着说。

张兵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不少老物
件，显得和电钻、打磨机床等格格不入。在
记者的再三恳请下，张兵打开墙边的旧木
箱，只见里面摆放着各种修补工具。“这就
是金刚钻，我们在瓷器上打眼就靠这个。”
张兵说。

定眼望去，金刚钻大小像一支笔，笔
尖镶着一点钻石。接着，他又找出一个像
弓弦似的工具，套在金刚钻上左右拉动，钻
头便在瓷器上打出一个小孔。“我刚才用的
是过去老匠人的工具，打得比较慢，但打孔
这个环节依旧是对匠人的考验，因为有些
瓷器很薄，只有两毫米左右的厚度，一不小
心就可能打穿或炸裂崩瓷。”张兵说，这也
是最考验锔匠手艺高低的步骤。

小心锁上箱子，张兵眼里满是惆怅。
他表示，这里面有好几个物件都是他爷爷
留下来的，他专心做锔匠，也是想传承爷爷
的手艺，将对爷爷的思念沉淀在技艺里
面。“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件器物总是
反复修补使用，这就少不了锔匠的反复修
补。如今，希望我也能用一把金刚钻，几枚
锔钉，将他人心爱的瓷器修复如初，留作纪
念。”张兵说。

为锔工注入现代元素

从 热 播 剧 中 一 窥 东 方 生 活 美 学

服饰是古装剧能否成功的重要一
环，具有强劲的表现力。如能做到以服
饰精美贴合人物，那就是妥妥的加分
项。黄强介绍，《为有暗香来》剧中，人
物服饰形制与造型，倾向唐代的雍容华
贵、开放豪迈，“比如长公主的服饰妆容
就借鉴了唐三彩仕女的风格，可以看出
服装有依据、造型有来源。”长公主出场
时身着绿色服装，梳乌蛮髻，与陕西出
土的唐三彩捧盘女立俑颇为相似。

而剧中女主角华浅的服饰则更
接近宋代的质朴素雅。她的服装整
体色调明朗艳丽，不失大家闺秀的优
雅大方，灵动轻巧的服饰款式又吻合
了角色个性中的聪慧、灵巧、心思缜
密。华浅的服饰也有背子形制，为直
领，对襟，两腋开衩，下长过膝。“背子
主要流行于两宋，沿袭到明清。背子
在两宋时期是次于大袖衫的女性服
饰，华浅的背子装束正是为了衬托其
仲家大娘子的身份。”

《为有暗香来》的男性服饰也与
时代和人物十分贴合。剧中的男服以
唐宋风格的圆领窄袖袍服为主，而且
男性戴幞头形象较多，黄强介绍，从甘
肃榆林窟五代时期敦煌壁画《曹议金
行香图》中，可以看到类似的造型。

“观《为有暗香来》，映入眼帘的是
花团锦簇的华服，与缤纷多姿的色彩。”
黄强说，穿衣看款式，欣赏品色彩。色
彩搭配和谐了，能够让服饰更加美观、
更具吸引力。

剧中华浅喜好藕粉色的服饰，粉
色或藕色的衫子、长裙出镜率颇高，这
样的服饰在宋代是较为流行的。据介
绍，唐风豪放，用色多样，唐代女性多喜
欢浓艳之色，唐诗有大量的诗句记录了
这种流行时尚。杜甫写过“越女红裙
湿，燕姬翠黛愁”，白居易吟过“郁金香
汗裛歌巾，山石榴花染舞裙”。到了中
唐至晚唐，色彩风尚开始趋向淡雅，藕
色替代红色，更受社会青睐。尤其到了
宋代，服饰风尚基调是素雅，一般女性

上衣的颜色比较清淡，通常采用间色，
如淡绿、粉紫、银灰、葱白等；下裙颜色
则较为鲜艳，有青、碧、绿、蓝等色。“草
色连天绿似裙”“缕金裙窣轻纱”“揉蓝
衫子杏黄裙”等诗句，都描绘了宋代服
饰的色彩。

而且，华浅好藕粉色与她名字中
的“浅”也暗合。黄强表示：“浅者，淡
色，淡雅。粉色或藕色，是一种可以产
生淡雅、愉悦、轻快情感体验的色彩。”

唐宋时期的女裙品种丰富，有石
榴裙、条纹裙、蝴蝶裙、荷叶裙、间色裙、
缕金裙、旋裙等，这些裙子在剧中都有
所反映。“剧中女裙的丰富品种、缤纷色
彩，折射出中华女性自古爱美、追求时
尚。”黄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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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在古人的日常生活中是
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是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制香技艺
更是非遗。《为有暗香来》中，仲
家是药香世家，制香、调香、品
香、用香是故事的依托，也是剧情
的发展，中国香文化在剧中得到
展示与应用，让观众眼界大开，对
此有了更多了解。

古人身上往往佩戴香囊，装
有兰草、薰草、花椒、桂皮等香
料。此外，他们睡觉有香枕，装衣
物有香竹笥（收纳箱），治疗保健
服用香丸。黄强介绍，古代有多
种香料可以熏衣，例如郁金香汁
液具有浓郁的花香气味，用郁金
香浸染或熏蒸衣裳，穿在身上，会
散发出持久的香气，清新淡雅。
用这种天然香料熏衣，既环保又
有益健康。

古人焚香通常仪式感拉满。
宋代是中国香文化的鼎盛时期，文
人雅士将焚香引为雅事，他们常互
赠香名、应和酬唱，不亦乐乎。苏
轼、黄庭坚、李清照、陆游等名人，
不但喜欢焚香，而且是制香的高
手。在《全宋词》中，与香有关的词
就有两千多首。

“如果要细挖《为有暗香来》表
现的东方生活美学，除了香之外，
还有发髻、插花、瓷器、盆景等方
面。”黄强表示，在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方面，影视剧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期待能有更多严谨、考究、精致
的作品出现。

（据《金陵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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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缤纷展现古代时尚之美

随着汉服热日益升温，古装剧的服饰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许多古装剧
中服饰、道具引得许多网友纷纷搜索购物平台上希望购买同款。江苏开放
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南京服饰学会服饰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黄强近
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最近热播古装剧《为有暗香来》中，服饰雅致、色彩缤
纷，又表现了焚香、插花等传统文化，从中可以窥见优雅的东方生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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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兵 修
补的瓷壶。

张兵制作的炕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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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穿糯裙妇女（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