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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近日，太原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

查试点培训班在阳曲开班，市、县两级普查队伍骨

干共 70 余人参训。

本次培训为期 3 天，培训中，省级文物专家对

普查著录标准和普查软件应用操作进行了讲解，测

绘专家围绕测绘技术在文物领域的最新应用进行

了分享。现场工作结束后，太原市四普办组织召开

了试点总结座谈会，市、县级普查队伍骨干就试点

培训心得、普查工作疑点难点等方面进行了分享，

参加座谈的省市级领导、专家进行了针对性的解答

和交流。 南丽江

太原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
试点培训班开班

wenhuaxuyuK 文化絮语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科学导报讯 2024 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将于 6
月 8 日~10 日在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举办。今年的

主题为“汾河赛龙舟 端午游太原”，广大市民可免

费到晋阳桥附近观赏。本次比赛由山西省体育局、

太原市人民政府主办，太原市体育局承办，设置大

众组和公开组两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共 24 支队

伍报名参加比赛。在水上运动中心赛道里，设置 12
人标准龙舟 100 米直道竞速赛、200 米直道竞速

赛、500 米直道竞速赛 3 个项目。6 月 9 日，各竞赛

项目进行的是预赛及半决赛。6 月 10 日，龙舟巡游

活动于 8 时 30 分开始，开幕式定于 9 时举行，各项

目决赛于 9 时 20 分进行。 李志江

2024 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
端午开赛

2024 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致力于

教育和研究”，凸显出 21 世纪文化机构在提供美育

体验和提升文明素养中的关键作用，而当下的“文

博热”更是折射出人民群众对于博物馆高质量公共

服务日渐强烈的需求和热切的期盼。

博物馆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是社会美育

的重要平台和实施路径。博物馆以史育人、以美育

人、以文化人的宗旨，体现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

陶冶情操、浸润心灵———以美启真、以美向善、以美

润心。同时，博物馆全景式“历史长廊”的鸟瞰还为

我们清晰展现人类社会的嬗变脉络，诠释和印证人

类历史进程的“规律之真”，并进一步确证唯物史观

与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性，帮助人们树立“观成败、辨

得失、知兴替”的观念。

以美向善，博物馆蕴含的深厚人文精神揭示人

类文明的源远流长。博物馆是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

的“历史大课堂”，是人类文明和中华美学精神的宝

库，陈列物品是不同时代物质文明与精神风貌的真

实写照。考古研究凭借层出不穷的考古新文物与考

古新发现，其研究成果不仅可以极大丰富博物馆典

藏，而且有助于我们深刻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

以美润心，博物馆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滋养

我们的心灵。伴随时代的脚步，博物馆不断呈现参

观空间审美化与体验设施舒适化的特点。融媒时

代，科技赋能博物馆，文化的数字化生存与传播已

经成为当下博物馆建设的重中之重。数字化系统的

引进，使得博物馆在人流控制与观展布局上更加得

心应手；语音导览的应用，为参观者提供多样化讲

解，也为观众带来更加全面且具深度的观展体验。

与此同时，随着 VR、AR 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

“数实融合”场景也频频现身博物馆行业，云展览、

数字文博等极大丰富了博物馆陈列展演方式；沉浸

式观赏有助于观众领略展品厚重的历史感与独特

的艺术魅力，互动式展演更进一步增强了观众对展

品的理解与审美体验。

作为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博

物馆要在践行“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

务”上下功夫，努力打造新时代人民群众文化殿堂，

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蓄能助力。

姻 杨杰

构建高水平博物殿堂
铸就新时代社会美育

wenhaishibeiK 文海拾贝

广州，早春湿冷，仲春清凉，末春炎热。春

夏秋冬，一年四季，我每天在地铁里都能看到

形形色色、忙忙碌碌的人群，这让我感受到生

活百态。

我对地铁的“感情”始于高中时期，那个

时候我每周都会乘坐地铁往返于家与母校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之间。2018 年年底，广州

市从化区的地铁伴随着施工队的正式“退

场”，第十四号地铁线终于正式运营了，也是

从这时候开始，我告别了坐大巴上学的“历

史”，迎来了与地铁的“触碰”，每次坐地铁都

赶上高峰时间，地铁上极为拥挤……

各形各色的忙碌的人们都挤在了这趟地

铁线上，看着他们忙碌的背影，我都在想他们

都是去奔赴向往的生活……

当大脑放空时，我喜欢看周围的人，心里

想着：前世多少次的回眸才能换得此时的共

乘一“骥”呢？然后微微一笑。地铁上，有的人

在看小说，灵活的手指不停地划过屏幕；有情

侣，或相对而立甜蜜对视，或并肩而站诉说家

长里短；有老人，或祥和、或劳累、或与友人攀

谈大笑；还有孩子，在爸爸妈妈的怀里或哭或

闹，都呈现出了一幅幸福的画卷。

地铁上，每天都在运载着一批又一批的

人，或苦涩或艰难或幸福或励志的人，每天都

演绎着自己的主场、发生着自己的故事。

2019 年年初，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坐

在我对面的大叔。大叔的衣服拉链坏了，并没

有全部拉上，他小心翼翼地从口袋里取出了

针线包，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耳机，这个耳机的

白色塑胶外皮已经有些脱落，里面的电线已

有些裸露在外面了，似乎变成一截一截的，外

观也开始发黑，右边的耳机已经没有了。就这

样的一副耳机，那位大叔珍而重之地拿出来，

用完后又小心翼翼地卷好收起来，放回那个

泛黄的针线包里。这个画面深深地刻在我的

脑海里，每每想起来都充满酸涩。

每天，我都乘坐地铁背着沉重的书包，只

能独自站在角落里，角落里的我稍显落寞。在

这一节小小的车厢里，会发生一些让人“意想

不到”的事情，但也会发生一些温暖的故事。

令我现在还记忆犹新的还是一位老伯伯

给我让座。当我走进车厢时，早已气喘吁吁，

穿着一身校服，淹没在人堆里，毫不起眼。我

习惯性地往相对人少的车厢中部走去，寻求

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空间。好不容易站稳脚

跟，抬头发现我的对面一位头发花白、身躯佝

偻的老人家正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车上人

越来越多，我迫不得已一步步挪动，靠近他。

我有点担心自己会挤到他，担心他可能会受

伤。忽然，他一个抬头，和我四目相对，猝不及

防说道：“一会儿下一站我要下车啦，你坐到

我的位置上去吧！”

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忙回复道：“好的。”

“叮”的一声忽然响起，我看着他走出即将关闭

的车门，苍老的背影让我始终记得至今都欠这

位老人一句“谢谢”。我看着他走出即将关闭的

车门，消失在我再也不会遇见的人潮里。

地铁上的“温暖”远不止于此，当我拖着

沉重的行李箱，气喘吁吁站在角落里时，一个

只比我大几岁的哥哥往旁边挤了挤，给我腾

出一个并不宽敞的座位，随后指了指让我坐

过去……
这些来自陌生人给予的温暖，让我很感

动。地铁上的每一个人从来都不是孤军奋战，

每个人的身后都有来自家庭、社会的关心，我

也是其中一位受益者，陌生人的每一个温暖

人心的举动，都让我在这上学的路上坚定了

信念，在疲惫中感受到了这些关心。如今，我

也成了他们，成为温暖的缔造者。

高一时，我也曾披上红马甲，在广州地铁

站做了半日志愿者。当时，这个岗位是轮岗

的，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站在电梯口做

引导时发生的事：“亲爱的乘客们请往里面

走，请不要站在电梯口！”

这样一句话，我也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

直到有一名地铁工作人员走到我面前，他告

诉我：引导的手势不能向下，要 45 度斜向上。

不知为何，那一瞬间，我就被这个细节震撼到

了，原来这看似非常简单容易的工作，也有社

交礼仪的大学问！

我非常仔细品读着这个小动作里的意

蕴：向下的手势不够显眼，乘客很容易忽略

掉；向下给人被轻视的心理暗示，而向上却更

积极，让人感觉被尊重……

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感触颇深，作

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志愿者，我们要关心体谅

他人的心理感受，站在他人的角度上思考问

题，尤其是站在服务岗位上，那就要时时刻刻

记住自己的身份，把服务意识贯彻到方方面

面。我读懂了志愿者的真正含义……

不仅如此，地铁上还上演过我一个人的

“独角戏”。在这里，我遇见过很久未见的老朋

友，我的一位弟弟，他长高了，从前那稚嫩的

模样褪去，俨然是一个小伙子的模样。他的爸

爸妈妈陪着他上学，他那一身绿色，青春阳

光。最终我没有上前去打招呼，许久未见的陌

生感让我望而生畏。

还有许久未见的老同学，出现在车站里，

一秒消失在关闭的车门里，我们最终一句话

也没说，或许他已经不认得我，我怕我们见面

了也无话可说。

多年后，我与地铁的“触碰”更频繁了，在

许多次“历练”中，我已经习惯了被人群拥挤

上地铁，也习惯了被人挤在角落一动不能动，

习惯了每天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习惯了身边

的各种味道，习惯了排队进站，习惯了在地铁

上“一站站到底”……

一切都不一样了，我习惯了地铁，习惯了

在激烈的生活中找寻自己的希望，生活虽然过

得非常辛苦，但其中也有不少的欢乐，更有数

不尽的收获！地铁通往的，是我梦想的坦途！

地铁上每天的故事在不断上演，演绎着

一场又一场人生百态的场景。当下，我们仍与

地铁有着亲密的联系，它见证了我的成长，它

承载着我的情感，它温暖着我的人生……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姻 何佩誉

我与地铁的故事

潞绸、珐华、铁器三大优势产业多元发

展，“非遗+直播”让传统工艺和文化破局“出

圈”，国家、省、市级非遗传承人、工艺美术大

师 200 余人，各类版权 1300 余项，民间文艺

版权保护数量占全省 90%左右，以全省第一

的数量入选全国民间文艺版权保护与促进试

点。近年来，晋城市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深入挖掘非

遗内涵，坚持保护与开发、传承与创新并重，多

点发力、多元创新、融合发展，全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工作扎实推进，成效显著。

多点发力 让非遗“兴”起来

初夏的清晨，高平市陈区镇魏庄村凤林刺

绣厂内，绣娘们围坐在一起，以针为笔、以线为

墨，飞针走线间，一个个精美的图案跃然指尖。

“‘高平绣活’是我们高平的一项民间传

统手工艺术，同当地民众的服饰、礼仪和日常

生活紧密相连。”“高平绣活”传承人赵翠林介

绍，自创办刺绣厂以来，“高平绣活”品牌不断

提升，影响力越来越大，接到的订单也越来越

多，通过订单式培训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

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为推进非遗保护和传承持续发展，近年

来，晋城市先后制定出台《晋城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晋城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办法》，法规

政策日益健全；积极推动非遗保护专项经费

列入市、县两级财政预算，并随着国民经济发

展和实际工作需要逐年递增。除市级非遗保护

专项资金外，市财政每年列支 200 万元专项资

金扶持传统工艺项目发展，每年对约 60 家企

业进行奖补；2020 年，成立“晋城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研究中心”，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利用和研究等工作……在系列举措

的共同推动下，晋城市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

人呈现出数量递增、分布广泛的特点，形成潞

绸、珐华、铁器三大优势产业多元发展新态势。

此外，晋城市积极壮大人才队伍，培育青

年传统工艺项目传承人，为推动非遗保护、传

承和发展提供保障。2023 年，晋城市新增省级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18 名，彩贴剪纸、李家山

竹马、桑皮纸制作技艺等 8 个项目入列省级

非遗。同时，引导传统工艺类项目传承人积极

申报工艺美术大师，取得了丰硕成果。

多元创新 让非遗“丰”起来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守护人们共

有的精神家园。当下，扎实推进非遗的系统性

保护，就是要不断推进非遗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更好地融入当下生活，让原本就属于

人们日常生产生活的非遗重新嵌入“新日常”。

在泽州县大阳古镇，每个夜晚铁水迸散、

“铁花”漫天，传统的“打铁花”表演吸引四方宾

朋纷至沓来；在中国传统村落阳城县中庄村，

一个个由古宅院改造成的民宿里游客满满。

晋城市深入挖掘本地文化历史底蕴，保护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全力丰富广大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同时，利用传统节日、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以及“送戏下乡”等，深入挖掘民俗与非遗的

内涵，组织开展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的非遗项目展演、展示活动，为非遗传承人提

供技艺交流和展示平台。此外，积极开展非遗

进社区、进校园、进景区等活动，让更多的群众

零距离认识非遗、触摸非遗、了解非遗、珍爱非

遗，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融合发展 让非遗“潮”起来

非遗传承千年，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

人文内涵。近年来，晋城市积极引导非遗传承

人、传承企业等利用非遗项目资源，结合现代

生活需求，衍生、开发出一系列具有地方特

色、为现代人所喜爱的非遗文创产品，涵盖家

居装饰、美食小吃、生活用品等，以“非遗+直

播”的形式让传统工艺和文化破局“出圈”，拓

宽了非遗传播渠道，带动了经济发展。

“枣糕，谐音‘兆高’，预兆来年的生活如

芝麻开花节节高……”在直播间，主播正在介

绍手中的润城枣糕。润城枣糕是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近年来，润城镇以发展

“小枣糕大产业”品牌为目标，积极引导当地

群众品牌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枣糕产业。

2023 年，累计销量枣糕 60 余万个。

为推动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晋城市坚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皇城相府景区在近年举

办了金秋旅游文化节，保护与传承皇城村重阳

节习俗，活动期间八音会、上党梆子、上庄秧

歌、阳城道情、顶桩等非遗节目接连演出，营造

出火热的活动氛围，剪纸、面塑、泥塑、珐华、砖

雕、阳城冶铸文创、泡麦面馍、阳城烧肝等一系

列非遗产品讲述着皇城相府悠久的历史文化；

大阳古镇景区一直以建设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空

间为己任，大阳剪纸、大阳馔面、大阳手工制针

技艺、大阳二鬼扳跌、泽州秧歌、泽州鼓书、泽

州铁货制作技艺、古建木雕等非遗项目长期入

驻并贯穿景区……借助丰富多彩的活动，今年

“五一”期间，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游玩。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晋

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的社会基础雄

厚、后劲十足。”晋城市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让非遗在晋城绽放出更

加迷人的时代光彩。

姻 程才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让非遗“繁花”绽放时代芳华
———晋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纪实

科学导报讯 近日，文化遗产研学十佳案例和

十佳线路遴选推介活动终评会在郑州召开，太原市

博物馆申报的两个项目成功入选。分别是：“何以山

西”博物馆主题研学入选文化遗产研学十佳线路，

“晋阳荣耀”主题研学实践活动入选文化遗产研学

优秀案例。

“何以山西”博物馆主题研学通过深入挖掘山

西丰富的文化资源，结合创新的研学方式，不仅让

参与者深刻体验到山西的独特魅力，更有效传播了

山西的文化价值，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与发展；“晋阳荣耀”主题研学实践活动结合历史

文化、科技互动和研学实践，为青少年提供了全面

深入的太原历史文化体验，既弘扬了晋阳文化，又

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历史意识。 南丽江

太原市博物馆两个项目入选
文化遗产研学优秀案例

姻 科学导报记者 魏世杰

朱锡：“老三刀”玩转大千世界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雕刻从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

日复一日的雕琢，年复一年的积累，用心经

营、用情沉淀才能有这一件件栩栩如生的作

品。”门楣匾额古色古香，上书两个仿魏碑大

字———“核趣”，人未进店，便听得店内传出

“咕噜咕噜”的鸟叫声。5 月 25 日，《科学导

报》记者来到位于忻州古城关帝庙北巷文创

街非遗传承人朱锡的工作室，进入店堂，看

似凌乱却有序的桌上摆放着核雕的工具，以

及精挑细选的风干橄榄核、磨板、橄榄油等。

平时，朱锡就坐在桌前一手托着橄榄核，一

手执着刻刀，一铲一刻，在方寸之间勾勒自

己的所思所想。

“这是尖刀、圆刀和平刀，是我做核雕常

用的‘老三刀’，刀尖都很锋利，新手使用时需

要格外小心。”朱锡向记者介绍他的“宝贝”。

朱锡从小受父亲的影响，对美术很感兴

趣，因一次与核雕偶然的邂逅，便毅然走上了

非遗手艺人之路。朱锡拜师核雕滇派名家胡

向东门下。胡向东是云南昆明人，擅长雕刻菩

萨，业内对胡氏核雕的评价是———菩萨开脸

俊美，大气端庄，身形动态鲜活，姿势优雅

……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朱锡又到“全民皆

雕”的苏州舟山村投师学艺，拜师黄荷杰，在

舟山学习的 3 个月时间里，他的一个个问题

得到了解决，技艺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核雕这门技艺虽小，但蕴藏‘大乾

坤’。”朱锡向记者介绍，核雕的第一步是选

料，选取核壁厚而细腻、坚硬且自然发红的果

核，讲究立体感、干净度、美观度；二是设计或

曰画样儿，用铅笔或特制的毛笔在核上勾勒

草图，或用光锉勾画大体轮廓；三是打坯，去

掉多余部分，雕出大体轮廓，这道工序最重

要，如果操刀失之轻重，这粒核雕就废了；四

是开脸，刻画脸部、眼部等细微的地方，所谓

“画龙点睛”，这个环节最考较核雕师的水平，

直接关系到一件核雕作品的“神韵”；五是上

橄榄油，将抛光蜡打在布砂上打磨核雕。

作为非遗核雕技艺的青年一代，朱锡的

作品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他总是能从生活

中汲取灵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创作

题材是取之不尽的，对生活的热爱与细心感

悟会引发无数的灵感。一枚橄榄核，大者不

过拇指，光滑坚硬，就在这枚小小的果核上，

朱锡或浮雕、或圆雕、或镂雕，粗犷处勾勒刚

劲，精微间线条柔绵。意到手到、施刀细腻，

造型生动、层次丰富。所雕罗汉、弥勒，或不怒

自威、宝相庄严；或慈眉善目、笑容可掬。一粒

在手，相看两不厌；把玩一串，心静自然闲。

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机器雕刻

的出现也给传统手工艺人带来了巨大的考

验。在朱锡看来，尽管现在机器能够加快雕

刻作品的速度，但是机器做的东西没有手工

雕的那么有韵味。“好料做出来的东西才漂

亮。”朱锡感慨道，因此这么多年他仍然坚持

亲自一刀一刀地手工去刻。在他眼中，手工

艺永远是稀缺性的，好的作品是有温度、有

灵魂的，与冰冷的机器是两个概念。

核上方寸间，气象万千；指尖刀锋处，匠

心筑梦。透过这些作品，能够看到朱锡对生

活的感悟和印记，他把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

思想，用刻刀凝聚在了橄榄核的方寸之间，

并让这项非遗技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他表

示，未来要把核雕艺术传承下去，让下一代

人也能够在核雕艺术中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感受拥有核雕工匠高超艺术造

诣的自豪。

朱锡在雕刻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