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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大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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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闫森林：

日前，原创国风音乐节目《国风超有戏》在 CCTV-1播出。
节目以数字+艺术、传统+科技的多元手段，营造多场景、全开麦
的现场表演形式，运用“以戏命题”的主题创演进行沉浸式戏韵
舞台共创，打造传统与现代的国风新声。

节目邀请了王珮瑜、何赛飞、小香玉等戏曲名家，音乐制作人
捞仔以及文化学者杨雨与总台主持人李佳明、尼格买提组成《国
风超有戏》“朋友圈”，并集结了由知名音乐人、青年戏曲演员、跨
界戏曲爱好者组成的近百位国风音乐人参与节目。通过现场创
演，最终集纳优秀国风音乐作品，收录进“中华戏韵金唱片”。

节目组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技术局携手打造的总台首个国
风 AI数智人“国小风”，选择以戏曲中的“赵云”作为形象基础，
将文化与科技融合，作为每期“国风共创主题”的开题人，用新颖
且独特的方式开启不同的“共创实验”。

据悉，《国风超有戏》节目前九期分别以“高山流水”“情比
金坚”“神话故事”“忠肝义胆”“家风润心”“足智多谋”“巾帼力
量”“孝思不匮”“一诺千金”为命题进行共创，第十期为“国风金
曲夜”。节目以多样化的“戏曲+”跨界融合模式，传递戏曲艺术
守正创新的生机活力。 （据中国青年网）

央视《国风超有戏》开播
AI数智人“国小风”亮相

作为中国古代主要的书写工
具，毛笔深蕴东方审美与智慧，记录
着历史的沧桑变迁。

毛笔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新
石器时期用于勾勒彩陶花纹的工
具。从殷墟出土的墨书骨片以及部
分甲骨文判断，夏商时期已出现原
始形态的笔。春秋战国时期，笔已
经十分普及，但各诸侯国对其命名
不同，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笔”的
称谓沿用至今。

汉代是书法艺术辉煌灿烂的时
代，制笔工艺也随之有了长足进
步。汉代蔡邕所写《笔赋》，不仅对
选毫、削管、束锋等制笔步骤作出概
述，而且以天地、乾坤、四时、规矩来
阐发毛笔形制蕴藏的内涵。真正意
义上的书法用笔产生于汉末魏晋时
期。魏晋以前，笔毫多用兔毛制作，
晋代以来开始采用鸡毛、鹿毛等，笔
毫材料范围的扩大，也让制笔业获
得进一步发展。此时的制笔工艺除

了考虑实用，还非常注重装饰。曹
魏书法家、文学家韦诞所写《笔方》，
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制笔工艺文献。

隋唐时期，文房用品的制作更加
繁荣。尤其唐代，毛笔制作工艺逐渐
完善，制笔匠人队伍不断壮大，出现
了不少专门的制笔作坊。不同地域
形成了各自的毛笔制作风格，宣州此
时成为全国的制笔中心。据考证，因
唐代以前使用低矮的家具，书画家席
地而坐，采取悬腕书写方式，所以多
喜欢用坚挺的硬毫笔。白居易有一
篇《鸡距笔赋》，写的就是笔毫粗短坚
硬的鸡距笔。

宋代，制笔工艺逐渐走向软熟、

虚锋、散毫，这一时期羊毫得到普遍
使用。因为宋代有了高桌，人们坐
在椅上写字，对笔锋硬度的要求自
然也与以前不同。元代，浙江湖
州、嘉兴一带的制笔业异军突起，
取代了宣笔的中心地位。在明清
两代，湖州也都是制笔业的中心。
明清书画艺术的发展极大地推动
了毛笔制作的繁荣，根据书法、绘
画的需要，还创新出揸笔、斗笔、联
笔等大型笔……

虽然随着书写方式的变革，
毛笔日常的实用功能已不同于往
日，但那些精美的毛笔，尤其出自制
笔名家之手或曾为历史名人所用的
毛笔，成为深受大家喜爱的艺术品、
收藏品。中国的毛笔及富有特色的
书画艺术更是经久不衰，显示出强
大的生命力，作为人们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媒介，在新的时代持
续传承历史文脉、书写生活新篇。

（据《中国文化报》）

这是6月10日拍摄的《遇见·哈尔滨》演出现场。
6月10日，大型实景演出《遇见·哈尔滨》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太阳岛风景区上演。《遇见·哈尔滨》的江上大舞台依松花江而建，演
出融合情景剧、歌舞、杂技、水上表演等表现形式，结合水幕、火秀、
打铁花、激光等舞台特效，打造绚丽的视觉盛宴。 新华社发

闫 森 林 ，1952 年 出
生，宁夏银川市人，初中
文化程度。2012 年被认
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贺兰砚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

闫家砚第一代传人为闫森林的太爷爷
张云亭，祖籍湖北，曾在湖南当兵。他有着娴
熟的石刻手艺，在军营中就从事相关工作。
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部队长官谢威凤（湖
南宁乡人）调任宁夏知府，张云亭也随其来到
宁夏，从此在宁夏银川安家落户。闫森林本
家太爷爷过世后，太奶奶带着两个儿子嫁给
张云亭。其后，这位太爷爷将其石刻手艺传
给了闫森林的爷爷闫万庆及其表弟陈保云、
二爷爷闫万年和三爷爷张福祥（张云亭与太
奶奶的亲生子），他们是闫家砚的第二代传
人。早年闫家遵循“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
外”的祖训，闫森林的父亲、二叔闫子洋、三叔
闫子海、舅舅王金玉，自然成为闫家砚的第三
代传人。闫家砚在民国时期就享有盛誉，在
银川是有名的“闫砚台”。过去，在没有普及
钢笔、圆珠笔之前，人们普遍使用毛笔写字，
故而与毛笔相配的砚台便成了文人及大中小
学生等社会各界人士必不可缺的文化用具。
需求决定市场，加上当时人们广泛使用印章
的习俗，砚台及印章的雕刻可谓热门行业。
1943年，宁夏省成立了砚台厂，闫森林的爷爷
闫万庆因为贺兰石雕刻技艺超群，被聘任为
砚台厂领工，总领厂内近 20工匠进行砚台的
加工生产。作为官办砚台厂，出产的砚台全
部编号，砚台上有工匠的署名及生产日期，产
品主要用作官方礼品。几年后，砚台厂关
闭。1949年至 1956年，闫森林的父亲闫子江
在家门口即现银川市商城北门和新华街步行
街路口处，摆摊售卖砚台并兼刻字，挂牌

“闫子江生产户”。1956年，随着国家公私合
营政策的实施，闫子江的小摊归属银川市刻
字合作社，闫子江从此参加了刻字合作社的
工作，既雕刻砚台也刻印章。1960年，北京人
民大会堂建成，宁夏厅需要装修，宁夏人民政
府计划把贺兰石作为装修主体材料。为此，闫子江
及闫子洋等被安排赴京承担宁夏厅的装修任
务。1963年，他们圆满完成人民大会堂宁夏

厅的装修任务而凯旋，得到了有关领导的充
分肯定，并于 1964年成立银川市贺兰石雕刻
厂，父亲闫子江、二叔闫子洋、三叔闫子海、三
爷爷张福祥、舅舅王金玉、爷爷的表弟陈保云，
家族中共有六位掌握贺兰砚雕刻技艺者，被吸
收到石刻厂工作，形成了该厂贺兰石雕刻的中
坚力量。当年，石刻厂首次招收了一批学徒，
共七八位，包括施克俭及陈梅荣（自治区级非
遗传承人）。从此，闫家砚的祖传技艺开始面
向年轻人公开传授，结束了“传内不传外”的传
承历史。该石刻厂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关停，
1972年重新开办。闫家砚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已
130余年，传承五代，闫森林、其妹闫淑英、堂妹
闫淑丽（二叔之女）、堂弟闫生辉（三叔之子）为
第四代传人，闫森林悉心培养的若干名徒弟为
第五代传人。

闫森林 1952 年 11 月出生于该贺兰砚雕
刻世家，从小看着爷爷辈及父辈雕刻石头，耳
濡目染之下，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贺兰石雕
刻。在他还上小学时，一放学就会跑到离学
校很近的银川市石刻厂，兴致勃勃地观看父
亲等亲人们如何进行石刻作业。他 1968年初
中毕业，1969 年进入宁夏第二建筑公司工
作。1973年 9月调入银川市贺兰石雕刻厂，正
式跟随父亲闫子江学习贺兰砚制作技艺。父
亲既是慈父，也是严师，他从父亲那里得知了
早年石刻工匠的艰辛。解放前，艺人的原料
都是自己上山采来的。闫森林的爷爷带着父
亲和三爷，每年都要上贺兰山小口子去开采
石料，雇上毛驴，把生活用品都驮上，从银川
走到贺兰山，还得在山上的山洞里住一个多
月开采石料。驮运石料更是辛苦，当毛驴驮
不完的情况下，工匠还得自己背几十斤重的
石料下山，负重跋涉几十里路回到银川。1973
年以来，闫森林作为厂里的年轻学徒，也曾上
山亲自选过石料、背过石料，故格外珍惜来之
不易的石材，每一方砚台的设计制作都格外
细致，精益求精。

闫家砚艺术风格的形成，
经过了几代人的探索和钻研。
闫森林的爷爷辈、父亲辈都是以
《芥子园画谱》为教科书，其中的
山石、人物、草虫、树木、花草等都
是制砚的参考。传至闫森林这一
辈，不仅借鉴传统艺术养分，也学
习现代美术知识，掌握素描、速写
及美术理论，在传承前辈技艺的
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和变化。在
构图布局上，改变了过去比较饱
满的布局，融入了疏密、远近关系
的理念。在表现人体结构、动物
结构、树木结构上，运用了素描知
识。随着时代的发展，贺兰石雕
刻工序上也出现了机器作业。但
闫森林及其徒弟在雕刻等方面还
坚持传统的手工操作，并努力恪
守闫家砚的传统制作理念：
一是在砚式上，讲求规范，不
论砚台大小，图案占比一般
不超过三分之一；二是以砚
台的实用价值为重，以砚台
的收藏和欣赏价值为辅；三
是闫家砚的图案比较内敛，
不张扬，追求安静、含蓄，凸
显砚台的文化用品特质；四
是砚台上雕刻的龙、虎等猛
兽的造型和表情比较温和。
闫森林所总结的闫家砚技艺
特点是：相石俏彩，因材施
艺，精雕细刻，打磨精细，题
材广泛。最主要是以原材料
的自然形态为基础，充分利
用原料自身的色彩分布、自然形
状、大小薄厚，进行因材设计，所
作石砚因自然色彩运用巧妙，图
案相互衬托，艺术效果独特，有别
于其他砚种，自成一格。

闫森林从艺近 50 年，继承
了闫家砚因材施艺、相石俏彩的
艺术特点，以顺势而为的艺术理
念，创作了诸多精美的砚台艺术
精品，取得了显著的艺术成就，
主要作品有《雄风砚》《把酒问青
天》《同心协力》《荷塘秋韵》《鱼
跃龙门》《葫芦》《鸣春》《和谐》
《知秋》《葡萄熟了》《丝路驼铃》
等。其中，作品《鸣春》，采用宁
夏贺兰山后山老坑上乘石料制
作，运用贺兰石的深紫色和豆绿
色，巧妙雕刻出孔雀的羽毛，栩
栩如生。深浅两色，形成鲜明对
比，凸显出贺兰石独有特点。
2007年，砚台作品《葫芦》获第一

届宁夏工艺美术大师评选优秀
奖，闫森林被授予宁夏一级工艺
美术大师称号。他的 3 件作品
参加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评选，获全国工艺美术优秀创作
奖。2010年，作品《黄河情》在中
国贺兰石砚设计创意大赛中获“贺
兰杯”优秀奖，部分作品被宁夏贺
兰砚博物馆收藏。2012年，赴北
京参加文化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大展，作品获突
出贡献奖。2013年，作品获第二
届西北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银
川镇北堡）非遗大赛银奖。2012
年，被文化部评定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贺兰砚制作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当选中
国文房四宝协会副会长。

闫森林作为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认真履行其职
责，精心带徒，跟随他学习砚台
雕刻技艺的徒弟现有 10 人，有
些已学习多年，成长为闫家砚第
五代传人。他还将祖传的砚台
雕刻技艺带进高校，于 2011 年
被宁夏职业技术学院聘为艺术
设计专业客座教授，为学生传授
贺兰砚制作技艺。2014年，受聘
于宁夏艺术职业学院，先后为美
术系 200 多名学生讲授贺兰砚
制作技艺。2017年，又被宁夏艺
术职业学院聘为兼职教授、工艺
美术艺术顾问。进入古稀之年
的闫森林，正在为培养新一代贺
兰砚雕刻人才而勤奋耕耘着。
（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传承历史文脉 书写生活新篇毛笔：

明成化五彩瓷毛笔（大英博物
馆藏）。

清乾隆彩漆花卉紫毫笔（北京
故宫博物院藏）。

清 中 期 斑 竹 管 玉 笋 笔（北 京
故宫博物院藏）。

清中期竹管经天纬地四头笔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新华社伊拉克苏莱曼尼亚6月11日电 首届伊拉克库尔德
地区“中国电影周”11日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苏莱
曼尼亚市开幕。

中国驻埃尔比勒总领事刘军在开幕式上致辞说，中阿合作
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不久前在北京成功举行并取得丰硕成
果。举办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中国电影周”不仅是中伊双方文化
交流持续深入的体现，更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不断丰富的
有力证明。

苏莱曼尼亚省省长阿布巴基尔在仪式上说，越来越多的库
区民众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经济发展，了解中国历史文
化。电影是拉近人民心灵的桥梁，希望通过“中国电影周”为库
区民众搭建了解中国的窗口，更好地促进民心相通。

中国电影频道副主任马佳和库尔德萨特广播公司首席执行
官拉希德也分别发言，对双方在电影领域的合作表示期待，并希
望通过此次“中国电影周”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

本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中国电影周”由中国驻埃尔比勒总
领事馆、中国电影频道和库尔德萨特广播公司联合举办。活动
期间，将展映《建党伟业》《我和我的祖国》《天安门》等中国优秀
影片。

“海昏侯”文物上新
刘贺墓主棺出土玉璧首次展出

近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首次展出新修复完成
的海昏侯刘贺墓主棺玉器。

本次“上新”的文物有 6 件玉璧、2 件梯形玉片饰，均出土
于刘贺墓主棺内。其中，玉璧分别置于刘贺面部、胸部等位
置，大小不等，最大的玉璧直径达到 28.3 厘米，玉璧装饰纹饰
各异，有夔龙纹、凤纹、谷纹等，雕琢精巧，纹饰华美。梯形玉
片饰为刘贺镶玉漆枕东、西两侧的装饰物。这组玉器与主棺
一同出土的玉琀、玉带钩、青铜剑等器物以“复原”的场景化
形式组合展示，直观呈现刘贺主棺内陪葬品构成情况，最大
程度还原出土“第一现场”。

海昏侯刘贺墓园出土玉器总数超过 400件（套），刘贺主棺
内共有 40多件（套），多属葬玉。由于椁室坍塌，这些形制较大
的玉器出土时多数处于破碎状态。近年来，南昌汉代海昏侯国
遗址博物馆组织文物修复专家对这批玉器进行了保护修复，并
及时置于“金色海昏”展览中展出，让观众得以在展厅近距离欣
赏其完整面貌。 （据《华西都市报》）

首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中国电影周”开幕

新修复完成的海昏侯刘贺墓主棺玉器。

精雕细琢石上生花 一方天地咫尺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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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森林作品《葫芦》。

闫森林潜心雕刻。

闫森林作品《同心协力》。

闫森林在指导闫家砚第五代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