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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在太原古县城，传统与创新在这

里碰撞出新的火花，彰显出这座城市的活力。为游

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出游环境，是景区安防工

作的重中之重。面对景区的安防需求，中国移动山

西公司为太原古县城提供设备管理、视频存储、监

控回看和用量统计的一体化视频解决方案，完成了

古县城视频平台的云化部署。中国移动依托‘5G+
云’技术底座让景区视频终端实现‘云端互联’。移

动云利用“5G+云”，为古县城插上“数字羽翼”，为

游客提供安全便捷的旅游环境，助力打造越来越多

的文旅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引领文旅新质生产

力发展新方向。 杨润德

太原古县城插上“数字羽翼”

wenhuaxuyuK 文化絮语

wenhuaxinxiK 文化信息

科学导报讯《诗篱笆》是由中国微信诗歌学会

山西分会与篱笆诗派于 2021 年 6 月 15 日共同创

办。以篱笆命名，寓意关注底层和民生，艺术上追求

质朴自然，重在用灵魂的疼痛、温度和力量重构时

代的美学。《诗篱笆》创办以来，共推出 405 名诗人

的 894 首代表性作品，以高质量赢得诗界广泛认

可。《诗篱笆》荣获中国诗歌春晚“2022 年度全国十

佳诗刊（公众号）”，篱笆诗派 2022 年 10 月荣获《流

派诗刊》举办的“诗歌界之流派奖”，中国微信诗歌

学会山西分会荣获华语诗歌春晚“2023 年度优秀

诗歌公众号”。在创办 3 周年之际，《诗篱笆》隆重举

办“首届诗篱笆诗歌奖”评选活动。这次评奖注重艺

术品质、注重时代担当、注重民间实力诗人。获奖者

用文本说话，体现了《诗篱笆》的艺术追求，对推动

汉语新诗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评委会研究，首

届诗篱笆诗歌奖获奖者从 405 名诗人中产生，分别

是：马启代、李不嫁、牛放、安琪、温建生、李成恩、林

旭埜、大连点点、游若昕、周启早。奖品为叶文福签

名的《叶文福诗词选》一本、中国作协书画院副院长

郭新民书法一幅、王立世主编的《当代著名诗人诗

书画档案》一册。

“首届诗篱笆诗歌奖”评委会由当代伟大的现

实主义诗人叶文福，《诗篱笆》总顾问、著名诗歌理

论家、首都师大博导、《诗探索》主编吴思敬，《诗篱

笆》总顾问、著名诗人、中国诗歌学会原副会长、云

南省作协原主席晓雪，《诗篱笆》总顾问、著名诗人、

画家非马，《诗篱笆》顾问，著名诗人华万里，《诗篱

笆》顾问，著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呼岩鸾，《诗篱笆》

顾问、《白银》诗刊总编王法，《诗篱笆》策划、《名作

欣赏》学术顾问王立世，中国微信诗歌学会山西分

会会长、《诗篱笆》编审郭卿组成。 本报通讯员

“首届诗篱笆诗歌奖”揭晓

莎士比亚说过：“愚者自以为聪明，智者则有自

知之明。”

人这一辈子，遇到最大的敌人便是自己。认不

清自己，摆不对位置，沾沾自喜，自吹自擂；自作聪

明，自以为是；刚愎自用，执迷不悟；自己置自己于

愚蠢不堪境地，不可理喻，不能自拔，不可救药。尤

其时下，信息来源广泛畅通，人们凭一机在手览尽

天下之事，许多人便夜郎自大，自命不凡，以为自

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岂不知，传闻不等于新闻，

眼见不一定为实，信息不同于知识。习惯于自以为

是，也便习惯了自行其是，自欺欺人，在求知进步

的道路上越发浅薄肤浅，在与人相处交友中越发

形单影只。

自以为是的人喜欢强加于人。总以为真理掌握

在自己手中，自己的主张意见就是正确的，别人只

能听从服从，遵守遵照。如果别人稍有不同看法，或

意见相左，便声嘶力竭予以反驳斥责，忘记了做人

的包容和团队的合作，居高临下，唯我独尊，老子天

下第一。凌驾于集体之上，视果断为独断，以主观代

客观，拿自负当自信，用自满顶自谦。

自以为是的人看不起别人。天然一副优越感，

自命清高，趾高气昂，看不起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

人。没有耐心倾听别人的意见，鼠目寸光，好为人

师，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和长处，以己之长比人之短，

不讲团结，不讲沟通。另一方面，搞双重标准，当双

面人，看人下菜，察言观色，曲意迎合，阿谀奉承比

自己强、对自己有用的人。

自以为是的人常常诿过于人。毫无羞耻之心，

争功抢功首当其冲，一旦事情没办顺利，便千方百

计推卸责任，诿过于人，找替罪羊，从不正视反思自

身问题。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或撇清利害，独善

其身；或旁观侧听，伺机渔利。不揽责，不担当，无利

不起早；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漠视他人的成绩成

效；栽刺多，栽花少，不为自己留后路。

自以为是的人往往办不好事情。好吹牛皮、说

大话、放空炮，言胜于行，华胜于质。纸上谈兵，坐而

论道，没有掌握实际知识本领，缺乏解决问题的素

质能力。不精进好学，集思广益，不擅于借鉴别人的

得失功过，不长于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思想狭隘

守旧，目标云里雾里，举措大而无当，组织稀疏松

散，人员离心离德，一副好牌打成了烂牌。

自以为聪明是一种愚蠢，自以为愚蠢却是一种

智慧。福楼拜曾写道：“大地有其边界，人类的愚蠢

却没有尽头。”让我们常怀谦卑之心，永保自知之

明，用博采众长去除愚蠢之举，用不耻下问赢得满

堂生辉。

姻 雷国裕

戒除“自以为是”的愚蠢

wenhaishibeiK 文海拾贝

如今社会飞速发展，人们步履不停。在这

样一个快节奏时代，纸质化阅读还重要吗？

如果你问我，我会给出毫不犹豫的答案：

“当然重要。”

飞速发展的科技为人们的阅读开创全新

的模式，电子阅读也逐渐成为多数人的选择。

但我总觉得，现在人们对于阅读的心态趋于

浮躁、急切、功利化。

诚然，电子阅读有其便捷之处。它更有利

于时下人们所追捧的所谓“碎片化阅读”。人

们无需携带厚重的纸质书本，可以运用碎片

时间在手机屏幕上进行短暂而大量的浏览，

尽管有时只是不入脑袋的飞速划过。人们可

以运用电子功能加以批注，留下标记，一如人

们之前用一张张书签标记自己读过的痕迹，

在文章旁手写下自己的思考。遇到喜欢的好

词好句，人们可以复制粘贴以保存，不需再像

之前那样一笔一划地手写在纸上。只需轻轻

一点，便可以迅速翻页，无需多时，一本书就

已读完，就像完成了什么任务一般。

可正是这样的便捷，造就了人们思维的

惰性；正是这样的“阅读碎片化”造就了人们

的“思维碎片化”。

屏读时代将人与屏幕紧密连接在一起，

屏幕就像一扇门，一打开人们就进入了一片

广阔的信息天地。信息海洋虽广阔，却茫茫，

在这样的一片海洋之中孤舟难立。我们时常

在本该继续航行的航道上，被其他浪潮裹挟，

随波逐流，难以控制自己，而去阅读其他娱乐

内容；我们常常被信息的海浪淹没，顾此失

彼，我们试图追求以最高效的方式阅读最大

量的信息，却只是拾起一片又一片的碎片，却

难以拼凑出完整的蓝图，最终一无所获，徒余

茫然，失去了深度思考。

我们阅读，是为了阅读本身，而不是为了

量化书籍而草草浏览，而不是为了功利目的

而囫囵吞枣，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忘掉我

们阅读最初的初衷。

世界之大，望天地之悠悠，渺沧海之一

粟，我们是这宇宙苍穹中的一个微小的个体。

我们阅读，是乘着无数值得尊敬的前人的船，

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感知这个世界，去了

解更广阔的一方天地。我们阅读，是为了超越

我们单一的人生，去闯入无数个丰富的多元

世界，以一个独特的视角去经历无数种独特

的生命体验。我想到，那年手中纸页里“重湖

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

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里的江南繁华；“东

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众里寻他千

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满

城灯火；我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盖茨比

眺望数久的那盏绿灯，屹立在河对岸，这盏带

着悲凉底色的孤灯背负了一个不可及的幻

梦，那应该是从伦敦碎片大厦顶层看到的华

灯初上吧，来自四面八方的灯光在深蓝的天

穹下描摹出伦敦耀目的夜；我想到，读到那句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时，眼前

仿佛有两三只轻盈的飞鸟在云端自由地飞

翔，眼前湖泊如琥珀袖带般缠绕于森林，金黄

色的阳光照射着森林，一位老者正安详地坐

于椅子上，深邃的目光凝视远方的场景。正如

杨绛先生所说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

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因

而我们阅读，诚应怀着一种无比赤忱、无比谦

卑的心态，而不是飞速点击屏幕翻页，复制粘

贴，囫囵吞枣，这是无比自大、无比无知的。

木心曾说：“从前的车、马、邮件都慢，一

生只够爱一个人。”

我想起，从前的慢。

以一纸信笺传递相思，以一纸书函诉不

尽绵绵情意。以一卷书轴谦品圣人哲思，以一

方墨砚拟不完无尽思考。

在这样喧嚣浮华的时代，偷得浮生半日

闲，借一本本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书，觅得一片

光亮的小天地。翻开一本书，任由指尖在书页

间摩擦，任由阳光越过窗棂洒在发梢，就这样

慢慢地把一本书读薄，感受着书页从一只手

过渡到另一只手的重量，用拾到的树叶书签

标记喜欢的那一页，这难道不是生活中的小

确幸吗？这难道不比电子阅读更安人心吗？

我想到我手抚过书上那喜欢的句子，一

个又一个字凸起的纹路，那种触感，我触到

书，那种接触的反作用力，它仿佛也触到了

我的心灵。我想到，我一页翻过一页，书页轻

轻掀过时夹杂着风的声音，前人的哲思如低

沉钟鸣声窜入我的耳朵。我想到，我合上书

时，手掌叠于书封上，仿佛穿透了万象空间，

我的手与前人智慧的掌相印。这是肉体所能

感知的实实在在的感受，这是作用于灵魂的

力量。

纸质化阅读，更是生活的一种仪式感。你

能否记得你有多久没有放下手机，用一段完

整的时间来阅读一本你喜欢的书？将手机调

成静音，把屏幕翻转向下，忘记电子产品的存

在，流连于一页又一页的纸张，你的精神在一

行又一行的文字之中下沉，随之你对世界的

感知力又逐渐升起，你总能从之前那种朦胧

的涣散中醒来。用一大段完整的时间完成阅

读与思考，或许你会惊奇地发现，那时脑中一

块又一块的碎片自然拼接，你福至心灵地感

悟到了之前难能可贵的思想境界，仿佛重新

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而那是被你所遗

忘的，旧时你曾狠狠关上的那座门。

默里迪斯在《森林里的挽歌》中写道：“生

命在竞赛中飞跑，犹如相互追逐的行云，像松

果一样掉落。”我想，在前行的途中，我们不能

失掉那种原始的情怀。在这个信息爆炸的电

子时代，对于科技太深的流连便成了羁绊。纸

质书籍不再仅仅是书，它给予我们灵魂的欢

愉，给予我们心灵的安定。它是一种无法割舍

的情怀，是一种白纸黑字的信仰。

愿我们的心灵在白纸黑字中相遇。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姻 何悦桐

相遇于白纸黑字

每一尊文物都深藏着一个鲜活的生命

体，它们与时间为伍，见证着时代变迁，传递

着中国独特的鉴赏艺术。山西素有“中国古代

建筑宝库”的美誉，现存各类古建筑 28000 余

处，各建筑内的彩塑、泥塑、悬塑栩栩如生，与

整座古建融为一体。近日，山西古代泥塑保护

研究国际合作勘察活动（以下简称“古代泥塑

山西行”）顺利结束，这是“丝绸之路古代泥塑

预防性和干预性保护现场调查中国行”在山

西的重要活动。

这场为期 10 天的古代泥塑山西行主要

由国际考古遗址保护专家代表莫妮卡·洛佩

斯·普拉特博士、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保护基础

科学研究院副教授施婉特丝·格桑博士以及

郝鹏骁博士，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

究院团队、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以及省职业

技术学院文博专业师生代表们共同参与，旨

在促进山西文博产业产教深度融合，加强山

西古代泥塑国际交流与合作。

此次活动让专家学者团队对山西留下了

深刻印象。山西现存 12000 余尊古代彩绘泥

塑，年代贯穿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 8

个历史时期，时间跨度达 1000 余年，无论是

数量还是艺术质量，均居全国首位。此次勘察

活动，专家学者团队对山西省境内重点泥塑

艺术风格、制作工艺、保护环境、保护措施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全方面调研，并解读古代泥

塑的艺术价值、研究可持续保护干预措施。

在大同华严寺，东方维纳斯“露齿菩萨”

的庄严与精美令人赞叹；在五台佛光寺、南禅

寺，仿佛置身在千年之外的大唐盛世；在隰县

小西天，“千古悬塑”令人拍案叫绝……站在

古代泥塑面前，每一个人仿佛穿越时空，触碰

历史，开启跨越千年的心灵对话。

行走山西 一代又一代人守望华

夏文明

伫立在历史文物面前，总会多一层思考

与启迪。走入原平惠济寺，这里的守庙人李大

爷一眼认出了格桑老师，守护寺庙 20 多年，

李大爷早已将守护工作视为终身事业。文物

作为贯穿过去与未来的存在，保护与修复文

物最需要保持的就是初心，对于文物的热爱，

对于修复研究的严谨以及保护人类历史上

“瑰宝”的坚守，行走山西，他感受最深刻的就

是一代又一代文物人的守望。

产教融合，躬身肩负文物人时代使命。牛

怡燕介绍，这些年，山西文物勘测与保护工作

取得了不少成绩，为了让山西文物“后继有

人”，他们也探索“项目+人才”模式，率先牵头

成立山西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产教融合共同

体、新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我们文

物工作者不仅是专业文保，更是服务文保。”

这趟山西勘察行只是开始，牛怡燕希望未来

将继续发挥平台作用，联动国内外专家学者，

促进山西文物保护与研究国际交流。未来，他

们也将会走出去，汲取更多先进经验，让山西

文物勘测与保护工作更加专业。

置身调研，他们是随行专家也是出行“管

家”。谈到山西古代泥塑工作，周超回归文物保

护工作者身份，他介绍，此次调研带给他许多

启发，文物保护不仅仅是单纯的现状保护，更

应该以发展的眼光学习多样化的科技保护手

段，使文物焕发生机。此外，要充分认识山西古

代泥塑保护在技术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加强

国际间交流，有针对性的吸收经验，从而进一

步推进保护工作。最后，周超希望山西古代泥

塑能成为丝绸之路上另一张独特的璀璨名片。

文博学习 需要身临其境的“实践”

整个途中，索慧君与同事郝晓颖、韩从带

领 3 位同学，走遍山西古建、寺院，研究文物保

护、建筑构架、材料属性等，她笑称，我们终于

将课堂课本搬到了“现实”场景教学。郝晓颖老

师一口流利的英语，关键时刻与莫妮卡、格桑

老师进行交流、沟通，不同国籍，却在某个时空

下定格了同样的“觉知”。韩从老师表示，这趟

短行也有遗憾，如果将来还有机会，他希望能

够带领更多同学投身到这样的考察中，从记录

到向国内外资深文博专家学习，这样身临其境

的“实践”才是产教融合的具象呈现。

“我们 3 个人觉得十分荣幸，我们热爱文

博专业，就计划将这一行干到底。”山西职业

技术学院学生李珊珊、王梓阳、申骐骥纷纷表

示，择一行，爱一业。他们从未担忧过毕业后

择业问题，反而都将坚守文博专业。这趟山西

古代泥塑勘察行，他们跟随专家学者、学院老

师一起考察，也开启了全新视野。

很多时候，3 位同学话语不多，但却用心

聆听记录专家们的建议，从时代背景、建筑风

格、塑像特点着手，全新思考与理解文物工作

者的状态。王梓阳介绍，之前，在学校课堂上，

他们通过壁画修复、瓷器修复等课程，学习了

文物保护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要领。然而，这些

课程的部分形式只能通过书本和 PPT 影像的

形式学习，理论知识的掌握，这一次实地考

察，才是有一种“文物触碰灵魂”的感触。

大同华严寺里民族融合风格的藻井和大

门、清朝时期精美的雀替、屋顶两端高达 4.5
米的鸱吻……眼前一幕幕，都让 3 位同学感

叹古人大胆新颖构思。善化寺大殿内使用的

移柱减柱法，两边泥塑等比例放大。朔州崇福

寺内藤编镂空雕刻的背光……这些专业知

识，让他们无数次惊叹文物的手法技艺。未

来，他们希望能够做新一代文物年轻守护人，

将所学真正投身到文物保护工作中。

姻 程才

wenhuashidianK 文化视点

守望文明 唤醒塑像里的“生命力”

张多堂 姻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张多堂：广灵剪纸别样红
wenhuarenwu
文化人物K

喜庆祥和的民俗年画、立体生动的山西

风光、水墨写意的梅兰竹菊、惟妙惟肖的人

物脸谱……6 月 5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

广灵剪纸文化产业园区中国广灵剪纸艺术

博物馆内，16000 余件剪纸艺术精品让人目

不暇接。

“广灵剪纸不是剪出来的，而是用刀刻出

来的。作为我国民间剪纸三大流派之一，广灵

剪纸以细腻刀工、鲜艳染色、生动造型、纤细

线条、传神表现力独树一帜。既有西北地区剪

纸的粗放劲健，又不乏江南、两广剪纸的纤细

秀美。”广灵剪纸创始家族第四代传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灵剪纸代表性传承人、

中国广灵剪纸艺术博物馆馆长张多堂介绍。

“镂金作胜传荆俗，剪彩为人起晋风。”

这是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诗句，描写了当时广

灵剪纸的真实写照。历经洗礼，广灵剪纸大

约在明代形成，在清道光年间基本成熟，成

为山西剪纸的缩影。清代，随着社会需求的

提高，“岁岁上窗棂”的广灵剪纸开创了以刀

代剪的新方法，实现了剪纸的批量生产。

在张多堂的带领下，记者在博物馆看到

了许多清末民初的剪纸作品，它们不仅仅局

限在窗花上，还有服饰、首饰、烟壶上的图

样。“这些图样是不是现在看来也不淘汰？你

看看那时候的图样多精致，在不同的物品上

的花样各具特色。”张多堂说。

据了解，广灵剪纸的制作效率高，用剪刀

一次只能剪一层、几层，最多十几层，而刀刻

一次就可以刻十几层、几十层，多则可达 80
层。另外，广灵剪纸工艺复杂，一件成品要经

过图样设计、湿、踩、刻、装帧等 38 道工序。

自古以来传统手工艺品在中国人的生活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随着政治经济发展，很

多手工艺无法适应现代商业市场法则，逐渐

萎缩甚至消亡。为更好地保护广灵剪纸技艺，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张多堂与儿子张栋建

起广灵剪纸文化产业园区，打造广灵剪纸艺

术博物馆，成立广灵剪纸文化艺术研究中心，

开办广灵剪纸职业培训学校等，实现了广灵

剪纸的生产性保护。2008 年，山西多堂剪纸

文化产业园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国家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2013 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

认定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2015 年被评

为“2015 中国文化品牌影响力 500 强”。

时至今日，山西多堂剪纸文化产业园已

成为剪纸艺术为核心经营内容，集设计生

产、展览销售、教学研究、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多功能文化产业园区。尤其是在广灵剪纸研

学旅游、技能教学等方向有了突破性的进

展，真正实现了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促进。

一直以来，张多堂始终坚持“多形式、多

品种、多题材”的原则，推动广灵剪纸由观赏

性、装饰性到实用性的突破，如今，广灵剪纸

的内容题材扩展为文物古迹、旅游景点、人

物造型、四大名著、传世名画、中国书法等领

域，其产品形式扩展为时尚的工艺品、旅游

纪念品，如剪纸贺卡、邮票、画册、画轴、镜

框、扇子、邀请函等，产品种类扩展到 5000
多种，小剪纸做成了大产业，产品远销美国、

日本、加拿大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回想曾经，张多堂面临过资金不足、市

场不稳的情形，但他知难而进、敢拼敢干，勇

于开拓的精神成为他成功的一块基石。他拿

着一大箱广灵剪纸，跑遍了祖国的大江南

北，参加全国大型展会，人跑瘦了、鞋磨破

了，但他不在乎这些。他狠心离开家，顶着严

寒酷暑去全国各个旅游景点推广广灵剪纸，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些稳定的客

户和资金来源，正是他这种吃得了苦、不惧

万难的精神让广灵剪纸产业走上了长足健

康发展的轨道。

多年来，张多堂无论在赞誉表扬中，还

是质疑和非议中，张多堂都一如既往，以自

己的创新与开拓树立了来自民间艺术产品

品牌；以自己的智慧和魄力，打造出与时俱

进的文化企业；以自己的胆识和勇气缔造着

融入世界的品牌传奇。他是当之无愧的深挖

民间文化艺术“金矿”的钻探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