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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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 大 观
WEN HUA DA GUAN

08 2025年5月14日 星期三 值班编委 郑桉 编辑/美编 李玲 校对 张锦倩

平罗文昌阁平罗文昌阁
张张 嵩嵩

宁夏宁夏诗词中的 （之一百二十四）

近年来，相继举办了“家乡
美——宁夏固原沈家河民俗文化
艺术展”活动和以“丹青辞旧岁・
情韵系原州”为主题的沈克斌国画
暨原州区版画作品展。

沈克斌国画暨原州区版画
作品展展出的101幅版画作品中，来
自沈家河的农民画家创作的版画
作品占到一半，受到广泛关注。

“几次展览，让村民们精神
大振，看到了希望，有了靠版画
手艺努力改变生活的信心。”作
为展览组织人，沈克斌言语间充
满了自豪与欣慰。

此次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
馆举办的“刀刻山海情·墨染乡土
韵”锦绣原州农民版画艺术作品
展，更是意义非凡。128幅版画作
品以刀为笔，以板为纸，生动展示
了闽宁两地帮扶协作的丰硕成
果、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乡村振
兴的壮丽画卷以及农文旅融合的
美好前景，全方位展现了原州版
画“根植厚土、涵古融今”的艺术
魅力。

活动现场，原州区向福建
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及鼓楼、马
尾、长乐三区赠送了极具地域
特色的原州农民版画作品，同
时还送出《原州》刊物及本土
作家文学作品书籍 1000余册，
以此表达对福建人民的深情
厚谊。鼓楼区、马尾区也
分别向原州区回赠了书

籍和书法作品，礼尚往来间，闽
宁两地的文化交流与情感纽带
愈发紧密。

原州版画，作为镌刻西北农
耕文明的“活化石”，用刀痕与墨
韵记录着黄土高原上的春播秋收、
民俗百态；作为美育载体，它架起
了专业艺术与民间审美沟通的桥
梁，让艺术走进乡村，走进大众生
活；作为文创资源，它积极探索艺
术赋能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为乡村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这份礼物承载着黄土高
原的深情厚谊，我们将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持续拓展文艺交
流的深度与广度，共同书写新时
代闽宁文化协作的新篇章。”原
州区文联主席周丽莉
坚定地说。

不负光阴 雕刻永恒
——原州区农民版画跨越山海赴闽展出续写闽宁协作文化新篇

本报记者 邓 蕾 文/图

4 月 22 日，在“闽宁艺香同馥郁 山海情诗共激昂”为主题的第三届原州·福州“两地四区”文化艺术交
流活动期间，来自原州区的 128 幅农民版画作品“刀刻山海情·墨染乡土韵”锦绣原州农民版画艺术作品
展在福建省海峡民间艺术馆展出。以独特的艺术魅力，跨越千里山海，在东南沿海绽放异彩。

原州版画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至今依然保持着淳朴的民间气息与鲜明特征，其创作内容与当地民
俗风情、季节农事、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在原州区沈家河村一带，版画文化尤为
突出。

近年来，随着原州区美育教育的蓬勃发展，原州版画呈现出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流派纷呈的繁荣景
象。多幅优秀作品先后入选全国大展，并在国际展览中崭露头角，让原州版画的影响力不断提升，逐渐
走出宁夏，走向全国，乃至世界舞台。

一把刻刀，刻出的是黄土高原的豪
迈与坚韧；一方油墨，染就的是六盘山
下最本真的乡愁。

在原州区沈家河村，版画早已深
深融入乡土肌理，成为村民们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文化血脉。这里的农民日出
而作，扛着锄头耕耘土地；日落而息，拿
起刻刀雕琢艺术。锄头与刻刀，在他们
手中同样重要，都是创造美好生活的

“生产工具”。
2018年，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一

级美术师、原州区版画协会名誉主席
沈克斌退休回到家乡，眼前的景象让他
深受触动：农舍墙面上，孩子们用煤块
涂抹的抽象图案，与老人们藏在箱底的
古版年画形成奇妙呼应。

“这不是简单的民间手艺，而是
活着的文化基因。”经过深思熟虑，他
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对爱好版画
的村民进行系统专业的指导，将 21户
农家改造成充满艺术气息的版画工
坊，手把手地传授技艺，帮助近 80 名
村民摇身一变成为“文化特长人”。
在他的精心组织和带动下，越来越多
的村民积极投身版画创作，让这门古
老的艺术在乡村拥有了更加广泛的
群众基础。

在创作技法上，沈克斌鼓励农民
创作者“以刀代笔”，大胆地将自己
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对土地的深厚情
感转化为刀下的线条与块面。这些
出自农民之手的版画作品，刀法遒劲
有力，每一刀都饱含着对生活的热
爱；构图饱满大气，展现出黄土高原

人民的豪迈气魄；色彩鲜明而富有张
力，仿佛能让人听见大地的心跳。

“农民创作者未经专业训练，反而成
就了他们无拘无束、自由奔放的表现
方式。这种独特风格不是对专业版
画的简单模仿，而是从土地中自然
生长出来的艺术形态，原汁原味地
保持了版画质朴本色和真挚情感。”
沈克斌介绍。

在题材选择上，原州版画内容丰
富多样，既有对传统民俗的生动再现，
让人们得以窥见历史的记忆与文化的
传承；也有对现代生活的精彩描绘，展
现出时代变迁下乡村的新风貌、新气
象。每一幅朴拙生动的画作，都凝聚着
沈家河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对艺
术的一片赤诚之心。

近年来，借着农民丰收节、春节
等传统节日节庆活动的东风，沈家
河村紧紧抓住乡村振兴和保护乡村
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举办了
文化艺术展演、饺子宴、家书发布等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这些活动
不仅为村民们搭建了展示自我的平
台，也让农民画家和原州版画被越
来越多的人熟知，知名度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

通过设立创作基地、举办高规格
展览等一系列有力举措，推动版画从

“民间技艺”向“文化品牌”转型升
级。如今，原州版画创作群体不断发
展壮大，已经有 40 余位创作者，他们
用手中的刻刀，继续书写着原州版画
的传奇。

一把刻刀 镌刻乡土深情 跨越山海 共谱文化新篇

“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国
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云冈纹饰全集》已由青岛
出版社出版。

《云冈纹饰全集》以建筑空间与纹饰艺术形
制为分类依据，共 18卷，涵盖 10类纹饰谱系，绘
制纹饰近 2万幅，包括《造像纹饰卷》《背光纹饰
卷》《天衣璎珞卷》《飞天伎乐卷》《窟顶纹饰卷》
《门窗纹饰卷》《龛券纹饰卷》《塔柱纹饰卷》《故
事纹饰卷》《边饰缀华卷》等，每卷包含研究云冈
纹饰的专论、实物文献、线描图稿、雕刻图稿和
色彩图稿。

日前在京举行的云冈纹饰艺术研究成果展
暨《云冈纹饰全集》出版学术研讨会上，专家表
示，《云冈纹饰全集》作为系统研究云冈石窟纹
饰谱系的奠基性大型著作，为云冈学研究提供
了全面权威的艺术图像与学术文献档案，填补
了云冈纹饰艺术研究的学术空白，丰富了云冈
学研究体系。

本书主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
生介绍，作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
华传统造物艺术体系与设计文献研究”子课题
研究成果，《云冈纹饰全集》通过对云冈石窟所
有洞窟纹饰的全面调研，融合传统手绘与现代
技术，开辟了云冈石窟造型研究的新路径。针
对日益风化的纹饰细节，项目以抢救性研究采
集与保护性出版为目标，希望通过研究与出版
传播提升社会关注度，为现代艺术创作、设计及
文旅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素材与文化资源。

（据新华社）

云冈学研究新成果：

大型著作
《云冈纹饰全集》出版

图为 5 月 12 日拍
摄的濮院时尚古镇老

街上举行的时装周“自
然剪辑时装秀”。

近期，浙江省桐乡市濮院时尚
古 镇 开 启 以“ 织 造 无 界 ”为 主 题

的 2025 濮院时装周，汇聚时尚大秀、专
业论坛、时尚嘉年华、时尚生活场景展示体

验以及订货交易会等，以“古镇+产业+时
尚”的独特模式，展现水乡古镇独特韵味，打

造针织时尚样本。
新华社发

“文脉在兹 谊居千年——西汉长沙王太
傅贾谊和他生活的城市”文物特展近日在湖
南长沙简牍博物馆举行。展览将持续至 2026
年 5 月 31 日，其间还将举办多场学术讲座与
文化活动。

本次展览分为“谊居长沙”“楚汉星城”“烟
火潇湘”三大单元，从贾谊的生平及其对湖湘文
脉的影响，到长沙城从楚汉到明清的发展变迁，
再到长沙的市井生活与文化传承，全方位、多维
度地展现了长沙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
力。展览以朝阳巷工地考古成果为中心，结合
长沙城市考古 20多年来的考古成果，通过 300余
件文物，系统梳理从楚汉风骨到烟火潇湘的城
市文脉。

（据《人民日报》）

湖南长沙简牍博物馆
举办文物特展

日前，在江苏省南通市，由扬州市歌舞剧
院出品的舞剧《朱自清》在更俗剧院上演，舞
剧 以 朱 自 清 回 顾 自 身 生 平 为 架 构 ，将 经 典 的
文学作品《背影》《荷塘月色》《匆匆》等通过舞
蹈 语 言 重 新 演 绎 ，再 现 了 他 的 铮 铮 傲 骨 和 爱
国 情 怀 ，该 舞 剧 荣 获 第 12 届 中 国 舞 蹈“ 荷 花
奖”舞剧奖。

图为舞剧《朱自清》演出现场。
（据《光明日报》）

据清《道光平罗纪略》记载：“文昌
阁临唐徕渠，携榼凭轩，翛然意远。”言
其临渠而建，若能携酒在此凭轩赏景，
必是超逸高远。该《纪略》卷八还载有
道光时平罗籍官员俞德渊所撰《重修文
昌阁碑》一文，较为详细地记录了此

“阁”的修筑增建过程：“阁系乾隆二十
四年（1759年）庠武生龚弼倡众建修，历
数岁始成。”“嘉庆七年（1802年）有士人
张德绪等营运筹措，于阁前拓地数丈，
增筑台基，甃以砖石。”“甲戌春，有刘俊
等念前功未竟，相于计划，发愿重修。”

“遂成一巨阁也”。平罗文昌阁，又称文
昌宫，原址在今平罗县古城外东南角，
上世纪 50 年代遗址尚存，有约 3 米高的
土台，后城市扩建时拆除，殊为遗憾。
尽管其中有诸多人为因素极其局限性，
但这也是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阻挡的
趋势。幸运的是文昌阁在当年曾列入
平罗“八景”之一，当地官员文士留有诗
作，从对“阁”的描述中可以窥其概貌一
二。平罗的这座文昌阁从动工始建又
经过数十年间三番五次的修葺及扩展，

“遂成一巨阁也。”足见其规模宏阔、气
韵不凡。文昌阁在古代的主要作用是
祭祀和求学，也是供奉文昌帝君的场
所。文昌帝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被视为掌管文运、科举的神祇，文人士
子为了祈求科举顺利都会来此祭拜，

“文昌”之地也逐渐成为文人聚会、吟诗
唱和的一个重要场所。此外，文昌阁还
用于藏书、讲学、研讨等文化交流活
动。因此这里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具有
重要的人生意义和心目中的崇高地

位。文昌阁或称为文昌楼、魁星阁、奎
阁、魁星楼等，大多数地方皆为保一方
文风昌盛而建有类似的楼阁。

文昌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组成部分，今天在许多地方仍能
看到它的身影，其见证的是文脉的昌
盛与兴衰。平罗作为有着数百年悠久
历史的县域，对文化的重视程度从清
中期所建的“文昌阁”就能看出它的渊
源。在《道光平罗纪略》所记的平罗

“八景”中，文昌阁是以“杰阁层阴”的
“唯美身份”出现的。“杰阁”，寓意高阁
凌霄，而“层阴”，则是柳荫环绕，表明
文昌阁的高崇及周围景色的优美。《道
光平罗纪略》卷八“艺文”录有蒋延禄
的《杰阁层阴》一首；《道光续增平罗纪
略》卷五“艺文”中载有张梯、王以晋、
郭鸿熙的诗各一首。

蒋延禄的诗是一首七绝：

和烟和雨柳阴间，高阁凌霄任往还。
向晚开轩凭一眺，苍茫粉本落西山。

文昌阁之高宇凌霄，正是人们借
此凭栏远眺的好去处。这里文气十
足，置身其中，咏怀抒意，自会心旷神
怡。春日之时，“和烟和雨”，柳荫环
翠 ，春 和 景 明 ；落 照 时 分 ，“ 开 轩 一
眺”，夕阳渐渐沉入巍峨高耸的贺兰山
中，霞光铺陈，气象奇妙；当此之际，
就会有一种“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涌上
心头。诗作意象萌动，情思荡怀。此
阁本是当地文人精神寄寓之处，登高
赏景，当是别有一番滋味。

张梯的诗是两首七绝：

一
天府文光百丈开，培风特起最高台。
春秋灌献人无数，不是书生不上来。

二
紫阁雕甍耸几层，窗开四面晓霞蒸。
上头原近青云露，愿与诸生努力登。

两首诗皆是抒发情志，激励后学的
内容。前一首借喻文昌阁之“高台”，以

“春秋灌献”为意象，寓意培养吸纳人
才。后一首则以“紫阁雕甍”“窗开四面”
为喻勉，鼓励学子发奋学业向着“青云”
含露之处“努力”攀登。诗意明快，内容
积极，表露了封建时代一位县令重视教育
的心迹和远见，难能可贵。

王以晋的诗是一首七绝：

丹梯上到最高层，帝座当头问欲譍。
趁尔诸生腰脚健，青云有路早宜登。

王以晋的这首诗也是以文昌阁为
“青云路”，激励学子“寒窗苦读”。要想
“丹梯上到最高层”，还得趁着“腰脚健”
朗，年华正好，不懈奋斗，方能期冀着早
日登顶。诗作寓意明显，毫不隐讳。但
要通过读书真正“登顶”的人毕竟少之
又少，许多时候只是一种愿景，这也反
映出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悲哀。

郭鸿熙的诗也是一首七绝：

槛外满渠新水暖，窗前几片白云来。
为登杰阁一凭眺，顿觉平生眼界开。

诗作简单明了，前两句写景，后两句
抒发，先景后情，情景交织，寄托了作者
登高远眺、眼界顿开的敞亮襟怀。

从文昌阁的修筑及其时任官员与当
地文人的赋诗吟诵，足以表明清代平罗县
还是很看重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平罗地
处偏远的塞上，又曾是明代“平虏”的前
哨，虽兵马往来，但文化交流从未间断，
至清代雍正年间正式立县，至此可以看出
平罗县还是有着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基
础，在塞北之地是领了风气之先的。当
然，古之塞上兵戎之地，明清之时域外人
士对平罗的认识还是有一定的误差。清
代乾隆年间著名文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
成者姚鼐在其所著《惜抱轩诗文集》中有
一首诗作，提到了“平罗”，诗名《送左冠
伦丈往平罗》：

万里灵州外，孤怀焉可论。
关山疑路尽，士马尚秋屯。
河水流中国，寒阳下塞门。
重开汉四郡，豪杰几家存。

这是一首送别诗，写得豪情激越、
铿锵有力，但对灵州之所在，自然也包
括平罗在内，印象还停留在“关山疑路
尽，士马尚秋屯”的战事年代，甚至有一
种“河水流中国，寒阳下塞门”十分边远
苦寒的感觉。域外描写“平罗”的诗作
见之甚少，姚鼐又是鼎鼎大名的人物，

“留此存照”，也可以感知一下彼时外界
对“平罗”的“印象”。总之，重视教育、
培养人才尤为重要。平罗“文昌阁”折
射出的就是一面检验历史文化与教育
的镜子，“阁”后来虽然被拆毁了，看似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它所承载的
看不见的“文化”使命应该远没有完成，
更要接续努力。

▶沈家河村民
创作的版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