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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山

西省文物局主办，云冈研究院承办的“保护与传

承———中国石窟寺书画艺术展”开展仪式在云冈

石窟博物馆举行。本次展览时间为 202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24 年 3 月 28 日，展览会聚了全国各地

文化文物工作者创作的百余件作品，包括书法、国

画、油画、雕塑等不同种类。本次展览名家荟萃、佳

作云集，深入挖掘与阐释石窟寺的多元价值和丰

富内涵，以艺术力量、多元方式促进文物活起来。

通过此次展览，将助力观众进一步感悟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了解石窟寺的多元价值和丰富内涵，发

现石窟寺艺术的无穷魅力。 孙轶琼

中国石窟寺书画艺术展

在云冈石窟博物馆举行

一日，我从小区南门口出门，脚下突然

冲出来一只小黑猫，我再定眼一看，这只小

黑猫不但黑而且瘦，腿上还有一道不浅的伤

口，但是它的小眼神还是相当明亮的，小黑

猫见我看着它，也望着我，并且冲着我喵喵

喵地小声地嘟囔起来，我转而望向小区门口

的保安大叔，随口问了一句：“大叔，这只这

么丑的小黑猫哪里来的？”，热心保安大叔立

即冲我一笑，回答我说：“应该是自己走失的

又或者是被人遗弃的，它最近都住在小区门

口的草丛里，我每天给它喂养一些食物，正

好，你带回家帮忙养几天可好？我宿舍不准

养小动物，过几日我再想办法把它安顿下

来。”我反问大叔：“我为什么要帮忙养它？”

大叔答：“因为你很有爱心啊。”

我心里想，你是从什么地方看出我有爱

心的，还有小黑猫，你又是为什么用这种小

眼神看着我，好像你跟我很熟一样，拜托，你

可一点都不像其他小猫一样可爱，让人一眼

就能喜欢，而且你的腿上还有一道伤口。

可是，我虽然心里是这么想的，却还是

把它真的带回了家。

好吧，既然一起住了，我们就来好好相

处吧。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先给小黑猫看好腿

伤，所幸，小区门口就有多家宠物医院，动物

医疗资源丰富，我从家里随意找了一个布袋

子，给小黑猫兜起来，朝着医院走去。

小黑猫被护士带到医疗室里，医生一边

细心地查看着小黑猫的伤口，一边用略带责

备的语气质问我：“你怎么不早点带来，等到

这么严重了才带来，年轻人，既然养了小动

物是要负责的啊。”神奇的是，小黑猫似乎领

会了医生的话，也跟着来劲了，顺势就委屈

地喵喵叫起来了，我无奈刀了小黑猫一个眼

神，心想，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接着医生询问我用哪种治疗方案，使用

哪种规格的药物，我随口回答道：“选最便宜

的就行。”护士听完我的话就转身去取药，我

看着小黑猫，它蜷缩在小小的动物病床上，

小小的身躯正在微微颤抖，孤单的身影下透

露着一丝丝的倔强，我的心在刹那间被触动

了一下，冲着护士离去的背影改口道：“还是

选贵一点、效果好点的药物吧。”

带着小黑猫从宠物医院看完病，回到家

里，我想起保安大叔说它已经在野外风餐露

宿多日了，我打开冰箱，开始给小黑猫翻起

了食物。

小黑猫喜欢吃什么呢，我也没养过猫，

我平日里听得最多的也就是小猫吃鱼的故

事了，那就吃鱼吧。

但是，我的厨艺实在跟精湛半点边都沾

不上，我用厨房剪刀把鱼粗糙地剪了一下，

再随便找来一个小碗，装起来，丢在地板上，

正要叫小黑猫前来吃饭，突然间，我似乎又

想到了什么，又把碗拿起来，放在了餐桌的

凳子上。

不经意间，我来这座陌生的城市实习已

经有一些时间了，每天早上，我挤着地铁去

上班，傍晚，再特意错开地铁高峰期，磨蹭到

人少的时候才坐地铁返回家中，每一天，等

到我从地铁出来，抬头望向天空之时，天空

早已谢幕，漆黑一片，我再迎着风继续穿过

一条马路，回到暂时租住的房子里，打开窗

户，看着窗外的满城灯光，却都感觉与我无

关，仿佛我被这个城市遗忘了一般。

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除了白天里相处

的同事，我也再没有一个认识的亲人或朋

友，平常吃饭也自然都是一个人，既然现在

家里多了一位小伙伴，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

吃饭吧。

我把小黑猫抱到了厨房的凳子上，生鱼

片拿给她，熟鱼片端给我自己，我本以为多

日里挨冻受饿的小黑猫看到生鱼片肯定会

两眼发光，狼吞虎咽起来，但我没想到的是，

小黑猫却吃得很仔细，很小口，像一位绅士。

我们各自安静地吃着饭，厨房的灯光打在

我们身上，在这一刻，我们成了彼此的伙伴。

吃完饭，小黑猫开始有了一丝困意，它

张了张小嘴，打了一个小哈欠，我心领会神，

找出了一件平常不怎么穿的衣服，给它在沙

发旁边简单地絮起了一个临时小窝，我摸着

小黑猫的头，跟它一遍又一遍地温柔说道：

“睡吧睡吧，安心睡吧，这里便是家。”

这一刻，时光仿佛静止了，我抚摸着小

黑猫，如水的夜色也抚摸着我，也跟我自己

说道：“安心吧，这里便是家。”

小黑猫似乎听懂了我的话，它的眼神也

跟着变得异常温柔起来，随后慢慢地闭上眼

睛，很快进入梦乡。

这时，妈妈打来电话：“要是实在坚持不

下去了，就马上回家吧。”

我回答妈妈：“不用了，今天刚认识了一

个新的小伙伴，不孤单了，我会坚持到实习

结束的。”

从那一天后，我和小黑猫便开始了一人

一猫的短暂同住生活了。

早上喝牛奶，我给小黑猫分一半，下午

下班，我不再拖延回家，因为我要赶着给小

黑猫做饭，回到家中，我先是把白天里发生

的有趣的、烦恼的事通通说一遍给小黑猫

听，它不厌其烦地耐心倾听着我的唠叨，偶

尔有时候还回我几声喵喵，深夜，我挑灯学

习，小黑猫就静静地躺在沙发上陪着我，一

幅岁月静好的画面。

而每日照例的出门，遇到保安大叔，我

不问他何时接走小黑猫，他也不问我何时送

走小黑猫，我俩都心照不宣，似乎形成了一

种默契。

但是，很快，短暂的实习期终将要结束

了，我也即将要退房，我抱着已经腿伤痊愈

的小黑猫，交还到保安大叔手里，短暂的相

处，心里已经产生了很多的不舍。

我问保安大叔：“每天那么多人人来人

往，你为什么当时唯独看出我会养它。”

保安大叔这才说道：“因为有一天你回

家，我看你在哭，而这只小猫发了多天的寻

主人启示，也没人前来认领，我就想，或许你

们正好可以做一个伴。”我这才想起，我刚到

这个小区的第一天，下很大的雨，我还来不

及准备雨伞，来保安亭躲雨的时候，哭着给

妈妈打过电话说要回家。

原来，保安大叔早就注意到初来乍到的

我，并且默默关心我了。

我再一次摸了摸小黑猫的头，跟保安大

叔说：“以后不叫小黑猫了，我们给它取一个

好听的名字吧，叫暖小猫。”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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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绢纱为肤丝为发。”11 月 7 日，记者见

到了康氏绢人第四代传人贾慧兰，她也是云

冈康氏绢人的创始人、康氏绢人第三代传人

康巧玲的儿媳。

“别看绢人体型娇小，工艺流程却一点

含糊不得，每件绢人都要经历雕塑、绘画、服

装、道具和头饰等十几道工序。从雕塑头模、

糊头画头，到发式、制手、制作服装等，各道

工序里还有诸多小工序，十分精细且复杂。”

贾慧兰介绍，“例如，在绢人的手部制作中，

需要将按比例比量好的手指长短的细铁丝

上包上棉花，用作脸的纱绢料叠出手宽，折

叠缝隙落在手指间，做好小手套之后将其翻

转包在棉花手的铁丝骨架上。完成这些后，

将手指扭曲成合适的手形，有些还需要戴戒

指、染指甲。如果放到真人大小的比例上考

虑，这似乎不难，但当这一切缩小在 30 厘米

左右的玩偶身上，在不足两厘米的丝织布上

完成所有步骤，而且不能露出针脚与线头，

需要工艺师们精湛的技艺。”

在制作绢人时，只有精巧的技艺还不

够。绢人的形象一般取材于中国古代民间故

事、神话传说、戏曲戏剧等，以古代仕女形象

最为常见。制作者需要根据人物的性格与身

份，制作出与之相对应的服饰，除此之外，形

体比例、人物动作、眼神表情，同样也需要认

真考虑。可见，要完成一个惟妙惟肖的绢人

作品，需要对历史典籍、传统文化有深入的

认识。

为了做出高质量、高水准的绢人作品，

贾慧兰用匠心打磨每一处细节，神态描绘每

一笔都极具用心，服装配色每一次都反复推

敲，精益求精，力求完美。

“云冈康氏绢人采用绫、罗、绸、缎、纱、

绢、绉、锦等料，极具地方特色，并且将戏剧

人物的脸谱、服饰、身段以及云冈石窟佛像、

华严寺胁侍菩萨、伎乐飞天等艺术造型用绢

塑表现出来。”贾慧兰讲道，“与其他地方的

绢人相比，云冈康氏绢人不用笔墨手绘绢人

服饰，无论武将戎装还是仕女衣裙，都是自

然布料精裁细缝，一点点缀饰而成，自然流

畅又生动和谐，康氏绢人由此声名大振。”

云冈康氏绢人的人物造型选择不受文

化、历史、宗教、行业、艺术形式的限制，古典

名著中的文学形象，历史神话民间传说中的

人物，古时宫廷和普通百姓甚至十方世界一

切诸神佛都是参照的对象。这些经过康氏绢

人传承人灵巧双手制作出来的作品，不仅精

致无比、神态逼真，更是神韵俱全。在经典的

人物场景中，我们仿佛可以听到黛玉葬花的

叹息、宝钗扑蝶的笑声、王昭君琵琶的倾诉、

关云长挑灯夜吟、冯太后端坐朝堂朗声阵

阵、韩熙载夜宴推杯换盏、笙歌环绕……早

在 2009 年，云冈康氏绢人即入选大同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是千百年来

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前辈们留下来的精湛

的传统手工技艺是一笔巨大的精神和物质

财富，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冈康氏

绢人第四代传承人邬润洲、贾慧兰，第五代

传承人邬洁，将康氏绢人的制作技艺接手承

传，并且结合当代时尚艺术，在人物造型和

题材上不断出新，惊艳世人的康氏绢人带着

山西人的祝福走向复兴与发展。

贾慧兰：匠心打磨康氏绢人 wenhuaxuyuK文化絮语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非遗绘本《高跷走兽》
获评“最美的书”

科学导报讯 近日，刘东霞团队设计的山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绘本丛书之一《高跷走兽》，荣获 2023
年度中国“最美的书”。此书弥补了山西本土非遗原

创绘本空白，将前往德国莱比锡参加 2024 年度“世

界最美的书”评选。《高跷走兽》书中所展现的山西

非物质文化遗产———稷山高跷走兽，是将走兽、人

物和典故有机结合，其独特的表现形式，融汇了山

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俗风情，是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和山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一支独秀。绘本《高

跷走兽》，探索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绘本表达，以浓郁

的民间彩绘风格，强烈的主册别册对比，喜庆的山

西非遗文化，安全的儿童化装帧设计，赋予传统非

遗新的生命，在众多参赛作品中胜出。 梁成虎

“全国工会品牌
职工书屋示范点”落户阳泉

科学导报讯 近日，笔者从省总工会获悉 2023
年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典型成果通报结果，阳

泉市委政研室工会职工书屋“厚德书斋”荣获“全国

工会品牌职工书屋示范点”，为全国 48 个示范点之

一，是山西省唯一获此殊荣的职工书屋。作为阳泉

市首个共享式职工书屋，占地 120 平方米的“厚德

书斋”现藏图书 5000 余册，涵盖政经、文化、社科、

党建等十余个领域，通过整理原有图书、收集职工

“心愿书单”和热门排行榜汇集丰富的图书资源，

创建多形式的阅读学习交流平台，辅以“氚云”电子

借阅系统科学高效管理，逐步建成阅读条件完备、

学习氛围浓厚、讨论气氛热烈的职工书屋。杨文俊

姻 毛晓林

博物馆承载着历史，凝结着记忆，是看得见的民

族精气神，是摸得到的文明根与脉。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

文化遗产。建设博物馆之城，是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

的有效途径，也是服务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高品质

生活的内在要求。2021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博物馆改

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在文化资源丰厚地区

建设“博物馆之城”。太原迅速响应、主动作为，启动博

物馆之城计划，与科教互动、与创意嫁接、与文旅融

合，走出一条特色发展路径。目前，太原共有各级各类

博物馆 99 座，平均每 5.4 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超过

全国平均水平。

建设博物馆之城，就是探索一条博物馆与城市融

合共生的发展路径，让博物馆成为城市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为人们平时经常来、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

来的文化空间。

政策优先，规划引领是根本。太原立足深厚资源禀

赋，出台系列配套措施，引导博物馆数量设施、陈列展

示、功能定位、交流互鉴深度融合，潜移默化服务人民美

好生活。2020年出台全国第二部博物馆领域地方性法

规《太原市博物馆促进条例》，2022 年在全国率先出

台《太原市类博物馆培育发展管理办法（试行）》，2023
年将博物馆之城建设纳入太原市建设国家区域中心

城市的行动方案。一系列政策出台，切实为保护、研

究、利用好博物馆，提供了法治、资金、服务保障。

彰显特色，多元融合是关键。穿梭在冬日午后的太

原老城区，一路打卡崇善寺、文庙、钟楼街，古典与流行

碰撞，诗意与烟火交融，正是时下热门的太原“city
walk”路线，也是博物馆主动走近市民的缩影。作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太原拥有 5000多年文明史、2500 多年

建城史，古城风韵源远流长、红色文化丰富厚重、晋阳

印记特色鲜明、时代风貌朝气蓬勃。持之以恒打造经

典、智慧、群众、红色四类博物馆，正在成为服务太原

发展、满足公众需求、增进国际交流的重要文化力量。

技术赋能，活化利用是未来。太原持续发力文博

“新基建”，价值挖掘和活化利用相统一，数字技术正

在为文化遗产赋予新的生命。如今，依托徐显秀墓建

成的北齐壁画博物馆，游客通过原件欣赏、沉浸体验、

数字漫游，可以一窥绮丽融合的北朝风貌。近日，《关

于加强文物科技创新的意见》发布，指出补强文物科

技短板、支撑引领文物事业可持续发展，这对于挖掘

文博事业潜能大有裨益。文博、文创、文旅联动，数字、

传播、产业赋能，“到博物馆去”日益成为叩开美好之

门的文明之钥。

宜居宜业宜游地，幸福锦绣太原城。博物馆在融

入社会发展中焕发生机，打造博物馆之城，为美好生

活赋能，前途广阔、大有作为。

打造博物馆之城

为美好生活赋能

贾慧兰
在制作手工
团 扇 姻 图
片由受访者
提供

学习陶艺

近日，山西宇达青铜雕塑文化
园，夏县新建路小学陶艺社团学生
向雕塑师刘美珍学习陶艺，在实践
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姻 张秀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