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科学 化
姻2023年 12月 19日 星期二

姻责编：王俊丽

姻投稿：kxdbnews@163.com

科学导报讯 近日，“侯马盟书”宣传推介座谈

会在侯马市召开，侯马盟书书法将应邀参加 2024
年 3 月在太原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侯

马盟书配套特展。“侯马盟书”是我国现今考古发

现最早的毛笔字，运笔娴熟流畅，字形活泼多变，

书写篇章完整，为 1949 年以来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之一，山西省博物院馆藏的十大国宝之一。近年

来，侯马市在挖掘和利用晋文化方面作了许多有

益的探索，全面展示了侯马盟书的历史价值和艺

术魅力，以打造晋南区域中心城市为引领，坚持城

市“双品质”建设，拉大城市框架，提升城市能级，

把晋文化元素广泛植入城市更新中。 南丽江

侯马盟书书法将亮相

第十三届全国书法篆刻展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在每个人的

心中故乡都是无法割舍的存在，小时候家乡

是我们的童年记忆，是街边的小卖铺和儿时

的玩伴；长大后故乡是藏在我们心中最深处

的印刻，虽然未曾常常回去但却时时刻刻提

醒着我们的归属。由家乡到故乡，是时间的

拉长，也是距离的拉长，由于与家乡见面次

数的减少，站在异乡回眸，家乡也变成了故

乡，是那个距离甚远不曾常回的故乡，是那

个藏在心底的故乡。从古至今，对于故乡的

书写是一个永恒的文学话题，诗人们用自己

的语言表达自己对故乡的情感，从离乡到思

乡再到归乡，当代诗人王立世也用他的笔写

下了对故乡的眷恋。

王立世的这首诗能够在有限的诗行中

表达出他对于故乡的眷恋与深情。全诗以

“背”为字眼展开，通过将故乡背在背上的方

式来描写诗人眼中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在诗

句之间没有过分的煽情，没有生硬的比喻，

通过简单而平实的字词组合叙述着对故乡

的依恋。

“走到哪里，我都背着我的故乡”或许是

为了个人理想，或许是被生计所迫，长大的

人总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地方走向更广阔的

世界，但故乡是每个人全部的童年记忆，我

们在故乡学会说话，学会认识世界，形成自

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乡音难改，无

论在哪里，故乡的记忆是永远割舍不掉的，

所以诗人才会写出“走到哪里，我都背着我

的故乡”，在走过的每一个异乡中，因为“背”

着故乡而变得不再孤独，获得独属于自己的

归属感。在此处将故乡一个相对缥缈的存在

具象化，“背”在背上，在诗人看来，故乡是生

命中的一部分，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身体

的一部分，将故乡通过“背”的方式从物理上

与自己融为一体，通过“背”的方式弥补自己

无法回到故乡的遗憾。同时诗人在这里对故

乡的修饰是“我的”，在故乡的标签上打上自

己的名字，在诗人看来故乡是属于自己的，

此时的故乡不再是那个地理意义上的地方，

而是承载着独属于自己记忆的地方。

“再疲惫，我也不敢放下”，在这句诗中

“疲惫”有两层含义，一层与上句所写的将故

乡“背”在背上相呼应，因为故乡在诗人记忆

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诗人的整个人生中有较

重的分量，所以在行走过多个地方之后，作

家感觉到了疲惫，此时的疲惫是心理上的疲

惫，是即使走过多个地方却也无法到达故乡

的疲惫；另一层是生理上的疲惫，诗人在世

界游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面对人生路上的波折总需要劳心费神地去

解决，生活中的诸多不顺便累积成了身体的

疲惫。而诗人为何再疲惫也不敢放下故乡？

在下一句中便给出了答案，“我怕故乡的皮

肤被异乡的棱角所擦破”，为了保存乡音、乡

忆，诗人在无奈之下时时刻刻将故乡背在身

上，在此处诗人将故乡与异乡进行比较，形

成空间上的对立，可以表现出在诗人的潜意

识对于身处异乡是没有归属感的，同时诗人

害怕“故乡的皮肤被异乡的棱角擦破”，在诗

人看来，故乡与异乡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关

系，为了防止自己被异乡的文化所侵蚀，诗

人不得不将故乡“背”在身上且不敢放下，在

这里诗人用的是“不敢”而不是“不愿”，可以

体现出诗人在异乡的侵蚀下有种被动无奈

选择的意味。同时诗人使用“皮肤”“棱角”等

词语来描写故乡与异乡的关系，将自身与故

乡的亲密程度延伸到血肉相连，在对自己背

上的故乡的悉心保护中感受到故乡流淌在

自己血脉中的张力，将虚无的情感具象化、

生活化，“皮肤”是每个人都拥有的，通过皮

肤擦破伤口来形容异乡对自己的文化侵蚀，

反映自己对异乡侵蚀的反抗，这样平实的描

写使得即使还没有离开家乡的人也能够体

会到诗人从中想要表达的情感。

“早年，我是故乡的孩子，故乡天天把我

背在背上/而今，故乡变成我的孩子，我把故

乡天天背在背上”。在这一小节诗中，诗人通

过早年与现在的对比来描写“我”与故乡的

关系，从而实现时间上的对立。小时候，我是

故乡的孩子，在故乡这片土地上嬉笑玩闹，

故乡的地便是它的背，故乡陪着我长大，像

呵护孩子一样呵护我，这句诗中体现了我对

故乡的依恋；长大后，我离开了故乡，虽然身

体远去，但心中却更加亲近，在异乡中的每

个孤独夜晚里，诗人想着、念着故乡，此时故

乡是诗人记忆中的孩子，他像照顾孩子一样

照顾记忆中的故乡，不断回忆着故乡的一点

一滴，通过不断重复的回忆加深对故乡的印

象，抵抗其被异乡的棱角擦破皮肤。通过早

年与而今的比较，诗人实现了“我”与故乡关

系的转换，在整体诗歌的形式与节奏上，这

一节小诗形成对仗，同时又运用重复的手

法，读起来韵律和谐，更有节奏感。

王立世的诗歌总是有一种哲理韵味，简

单朴实化的语言中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思考，

在他的诗句中既有哲理化的思想内涵，又有

烟火化的生活底蕴。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

中，匆匆的脚步一旦停下，人们最多回望的

还是内心深处的故乡，那个给予自己生命与

灵魂的家园。王立世在故乡度过了自己的童

年时光，在一次次的回乡又离乡中，他不断

刷新与加深着对故乡的记忆，也更加眷恋那

个童年的精神乐园，在故乡的牵引力下，他

通过文字走进故乡的全域与深处，用诗歌来

对抗自己记忆的消逝。独处异乡是非常孤独

的，在异乡的生活越挣扎，对故乡的思念越

深，在诗人的笔下，背的不仅仅是故乡的记

忆，更是独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唯有将故

乡牢牢地“背”在背上，才能够在异乡中找到

归属感。

附：

“背”上故乡
姻 刘瑾 马丽

wenhaishibeiK 文海拾贝

王博在展示面塑作品 姻 科学导报记者刘娜摄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以面为料，以手为艺。一捧普通到唾手

可得的面粉，赋予了各种工艺的锤炼后，经

过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沉淀，在一双巧手的

精雕细捏下，形状各异的生活百态，栩栩如

生的神话人物，就会生动逼真地呈现在世人

眼前。这，便是堪称指尖上的艺术精华、视觉

上的艺术盛宴———太原传统面塑。

掌心分善恶，手指出美丑。一团面，一双

手，千变万化捏面人……五彩斑斓的小鸟，

身披黄金甲拿着金箍棒的孙悟空，冰雪奇缘

的爱莎公主等，一个个彩色的小面团，被一

双巧手如同变戏法一样“蹦”出了一个又一

个面人，直让人惊呼神奇！12 月 12 日，山西

省非遗项目太原传统面塑代表性传承人王

博在采访中对记者说：“太原传统面塑制作

工艺流程有配料、和面、蒸面、揉面、调色、捏

塑等，特点是成形快、形象逼真、色彩鲜艳。

作品可大可小、制作精细、内涵丰富、易于保

存，可作观赏和收藏品等旅游文化纪念品。”

据了解，太原传统面塑兴盛于清朝同治

年间，到王博这里已传承六代。作为土生土

长的太原人，研习面塑 20 余年来，王博系统

地掌握了传统面塑艺术精华，并创作了现代

卡通、漫画风格等多种人物、动物形象，融合

了自己的创新理念，将面塑传统文化很好地

传承下来。

“我奶奶就是个捏花馍巧手，打我记事

起就看奶奶在春节蒸花馍，要捏制枣山、佛

手、石榴、羊头、猪头等花馍；寒食节要捏燕

子、蛇、鸡娃娃等各种动物的花馍。我就守在

奶奶跟前要一块面团玩。”王博谈起启蒙“老

师”奶奶开心地说。在童年的王博心中播下

了面塑的种子，耳濡目染，对面塑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在奶奶 90 多岁的时候，他依然和

奶奶一起捏面人、蒸花馍。

2000 年，王博拜太原老一代面塑传承人

张振明为师。在这里，王博学到的不仅仅是

传统技艺，还有老一辈手艺人的操守。“师

父时常告诫我们，要把太原面塑传承好，

把这门汲取了民间艺术精髓的手艺发扬

光大……”对于张振明的教诲，王博铭记在

心，善于学习的他，博采众家之长，不断提高

自己的面塑技艺。2004 年，他慕名向北京面

塑大师萧占行学习精品面塑工艺，将西方雕

塑手法巧妙融入面塑之中的思维让王博眼

界大开，他先后创作了 25 公斤重的大型清

明主题面塑“春天的思念”和为虎年创作的

15 公斤重的大型面塑“虎啸迎春”。面塑也

可以像雕塑一样气势雄浑、刚劲豪迈，王博

的面塑作品让人们叹为观止，他也迈出了自

己从民间艺人向工艺大师蜕变的第一步。

“面塑工艺有很多短板，比如易碎、易

裂、易变质，过去很多大件的面塑作品没有

办法去省外乃至国外展示，即便是套着塑料

壳子，运输过程中的一个颠簸，都会让面塑

作品受损，这种‘伤害’还无法弥补。”为了更

好地传承和展示面塑工艺，王博想方设法让

面塑作品变“结实”。

“就像做化学实验一样，既要解决面脆

易干的问题，又要让其保持面本身的 Q 弹

感。要不停地把各种胶状的物质加到面里，

然后做出来看效果，有时候为了试验，一天

能用一袋面粉。”在屡次试验中，王博终于找

到了最适合的材料加入面团中，彻底改变了

面塑作品易脆、开裂的特点。目前王博的面

塑作品已达到不变形、不干裂、不褪色、不发

霉，而且很环保，可永久保存。

2011 年，在法国举办的“关公节”，王博

有幸参与其中，他把从未见过面塑的“老外”

震惊了一把。虽然语言不通，欣赏艺术的心

却是相通的。当地的人看到王博捏的关公

像、十二生肖中的龙和足球明星人物肖像不

禁竖起了大拇指，他带去了几十件展品很快

销售一空。2017 年，王博远赴阿斯塔纳世博

会，还赠送了特制面塑世博会吉祥物；2019
年，他受山西文化和旅游厅委派，到埃及参

加“一带一路”中国文化年活动；同年，在韩

国全罗南道“山西日”非遗展演及文化交流

活动中，王博推出原创作品《中韩合作共繁

荣》《木槿喜鹊》《喜来山西》等特色作品，并

赠予韩国官员。

艺术无涯，艺术无界；艺术是中国的，更

是世界的。“一定要将中国的面塑文化带向

世界。”面塑传承人王博以信念坚定自己的

目标。

“传统手艺的创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做好面塑手艺的传承与创新，这就是我

的担当，是非遗传承人责无旁贷的事情。”王

博说。非遗面塑，王博以其妙手生花，赋予了

传统文化深厚的内涵与鲜活的灵魂，在传承

中发扬，在创新中光大。源远流长的面塑艺

术，正以独特的魅力绽放缤纷异彩。

王博：轻捻指尖 捏出世间万物

每天放学后，位于吕梁市柳林县大山深

处金家庄村的“览虫书屋”都会迎来看书、写

字的大人、小孩，屋里屋外坐满了人。“从当初

的冷冷清清到现在门庭若市，8 年来，这个书

屋已成为金家庄全体乡民的一个文化活动平

台和精神家园。”“览虫书屋”负责人闫丽说。

谈及创办书屋的初衷，闫丽的理由简单

朴实：“就是想让村里的孩子有书可读，让书

香离村民近一些。金家庄乡从幼儿园到中学

有一千多名学生，但没有公共图书馆，孩子们

课后没有读书的地方，沉湎于玩手机、打游

戏。村民们农闲时就打打麻将、逛逛街、瞎聊

天。但是现在，大人和孩子只要有时间就过来

学习。”

据闫丽介绍，2015 年 11 月，大学刚毕业

的她和丈夫高海岩商量后，将准备买房用的 8

万余元住房公积金提取出来，创办了“览虫书

屋”。从起名、选址到开业，费尽心思：粉刷墙

体，设计书屋陈设；租房、选书、购书，网上购

买书柜、桌椅板凳等用品；分门别类整理书

籍、制定阅读制度，都是亲力亲为。2016 年 5
月，“览虫书屋”与柳林新华书店合作，成为山

西省内新华书店第一家乡村发行网点，现有

各类图书 11000 余册。

在各种质疑声中，“览虫书屋”办了起来。

“书屋刚开时，几乎没有人来看书，只有少数

人出于好奇过来转转。”这让闫丽倍感受挫，

“大部分村民认为孩子们连学校的书都读不

明白，哪有精力读课外书。家长们认为让孩子

来书屋读书是一件多余的事情。”

为改变现状，闫丽远赴北京、广东等地参

加培训和学习，考取了亲子导师证和绘本导

师证。随后，夫妻二人分工明确，妻子闫丽通

过“锤妈故事会”“亲子阅读”等形式吸引孩子

和村民走进书屋，丈夫高海岩针对稍微大一

点的孩子开展了“经典导读”，让大家感受阅

读的乐趣。

为了吸引读者、方便孩子们，他们将办证

的押金也取消了，“在这里看书不需要花一分

钱，随时来随时走，自己选书、自己登记、自己

还书，就和在自己家里一样。”渐渐地，越来越

多的孩子爱上了读书，一些孩子爱看的图书

已经被翻得破破烂烂，大人们在孩子的带动

下也来了，书屋的人气越来越旺，很快成为孩

子们和村民们最喜欢光顾的地方。看到这些，

高海岩、闫丽夫妻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览虫书屋”火了，高海岩、闫丽夫妻二人

又有了新的想法：“要让书屋存下来，并发挥

更大的作用，就要延伸它的功能。村民需要

啥，‘览虫’就办啥，不光办，还要办到乡亲们

心坎儿上。”

2018 年，“览虫书屋”成立了“金家庄乡全

民阅读指导中心”，在全乡开展“读书扶贫计

划”，为贫困孩子们提供免费读书平台，为成

人提供剪纸、书画等免费课程培训，助力脱贫

攻坚，该计划前后为近 300 户贫困家庭提供

读书服务。

书屋虽小，承载的功能却越来越多，潜移

默化影响和改变着乡村风貌。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青年人才党支部、农民夜校、乡村文化

推广站、乡村记忆室……“览虫书屋”独特的

运行模式及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引起了金家

庄乡党委、乡政府和柳林县委、县政府的关注

和支持。

目前，“览虫书屋”模式已在柳林县各乡

镇开始推广复制，柳林 15 个乡镇都有了各自

的乡村书屋，为推进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柳

林”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

实施，我们对书屋有了新的认识、新的定位，

将不忘初心，继续把‘览虫文化’根植于广大

的乡村沃土，让农村真正成为‘希望的田

野’。”闫丽说。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隋萌

闫丽：“览虫书屋”点亮乡村阅读之灯

wenhuaxuyuK文化絮语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天龙山石窟数字复原

国际巡展走进中国政法大学
科学导报讯 近日，“美成天龙———天龙山石

窟数字复原国际巡展”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本次

展览由中共太原市委组织部指导，太原市文物局

和中国政法大学主办，黄河文化石窟寺联盟、太原

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中国政

法大学党委宣传部承办。该展览借助沉浸式影院、

幻影成像、全息影像等科技手段，数字化再现了散

落在 9 个国家、近 30 座博物馆的 100 余件天龙山

造像，通过“山”“佛”“人”三个版块，从晋阳城与天

龙山、天龙山石窟艺术、天龙山石窟研究保护与利

用三个方面，展现了天龙山石窟艺术之美和数字

技术之美的巧妙融合，呈现出天龙山石窟艺术的

辉煌瑰丽。 南丽江

全国首座北齐壁画博物馆
12月 20日将在太原开放

科学导报讯 12 月 15 日，笔者从山西省文物

局获悉，万众期待中的全国首座遗址类墓葬壁画

艺术专题博物馆———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将于

12 月 20 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千年壁画将重现华

彩。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是依托“2002 年度全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北齐徐显秀墓的原址保护，结

合山西地区出土北齐壁画和其他文物的保护、研

究、利用、管理为核心的全国首座遗址类墓葬壁画

艺术专题博物馆。该馆位于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

村，总占地面积两万平方米，该馆从 2020 年 10 月

26 日启动建设，今年 5 月完成布展工作，并启动设

备试运行。 侯琎

姻 许庆永

“敦煌石窟数字资产管理平台构建与应用示范”

形成可以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数字资源；三星堆数

字大展将神秘的古蜀文化“推送”给更多观众……

眼下，文化数字化正在全国各地展开生动实践。

文化数字化既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手段，也

是推动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引擎。在传

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进程中，数字技术能够营

造出沉浸式体验空间。对于传播者来说，除了可以

通过图片文字、视频摄制、直播等方式来展现，还可

利用“传统文化素材库”中的数字化特效素材进行

创作。对于受众来说，在数字互动场景中，不仅能够

高效获取传统文化资源，还能深度参与到创作过程

中，打破单向接收方式。虚拟化的数字应用场景，

正逐步成为跨媒介叙事的主要空间，其形象化、具

体化、可感性、可视化的优势，让文化传播更为清

晰明快、生动活泼。可以说，通过数字技术，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存在形态、传承路径和发展理念都

得到了有效拓展，新场景、新生态正在不断生成。

那么，数字技术如何更好赋能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

首先，发挥大数据协同优势，打造资源共享平

台。中国数字文化集团与国家文化专网共同推进

国家文化大数据资源体系建设；文化大数据交易

中心试运行，为有效整合文化资源创造条件……

持续优化文化信息资源的采集、存储、整合、传播

等，是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成果输出、共享的重要

举措，对传统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永久性保存与活

态性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深挖优秀文化内涵，彰显当代文化特

质。一方面，提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学元素，

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要素，将之与当代文化有

机融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广泛传播；另

一方面，借助形象生动的视听叙事和故事表达，彰

显当代文化的内涵特质，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再次，多模态化全景呈现，延展文化传承发展的

空间。应持续加强文化大数据、文化新基建、文化体

验场景化等建设，加强智能视听、智能控制等数字新

技术，更好地进行线上立体重构与数字呈现。同时，

还可以打造更多维化、更具互动性的数字化、沉浸

式体验场景，进一步拉近受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

当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让人看到

中华文化的更多打开方式，也让人看到赓续历史

文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全新路径。期待数

字技术发挥更大作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

走向世界，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数字技术，营造文化新样态

走到哪里

我都背着我的故乡

再疲惫，我也不敢放下

我怕故乡的皮肤

被异乡的棱角擦破

早年，我是故乡的孩子

故乡天天把我背在背上

而今，故乡变成我的孩子

我把故乡天天背在背上

故 乡
姻 王立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