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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导报讯 12 月 17 日，“匠心传承，技能兴

国”山西省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人才交流活动在

太原举办，山西省文物工匠们围绕弘扬匠人精神、

传承优秀技艺与提升职业技能展开交流，共同探讨

文物保护的未来及匠心精神的传承发展。

此次文物行业职业技能人才交流活动，由山西

省古建筑与彩塑壁画保护研究院主办，通过拜师、

交流论坛等环节，提供了加强学习、交流经验、提升

技艺的平台，旨在提升山西省文物职业技能水平，

加强山西文物职业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弘扬大国工

匠精神，传承文物修复技艺，推动文物行业技艺创

新与职业技能提升。 陈辛华

科学导报讯 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省分公司正式发行以“跟着悟空游山西”为主题

的邮政明信片连体风琴折。该邮政文创产品的发

行，为助力山西文化旅游宣传再添一抹亮色。

据了解，该产品一套三册，分为晋南、晋北、晋

东南三条线路，每一条线路均采用折页形式并配有

外封套。这款产品巧妙地将经典的孙悟空形象与山

西丰富多元的旅游文化资源相结合，云冈石窟、小

西天等众多山西景点，都以精美细腻的画面得以呈

现，让消费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能够深入了解山

西各个景点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 张剑雯

《黑神话：悟空》持续火爆的背后，是游戏

里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头的灵吉菩

萨手持大三弦弹唱“黄风岭”唱段，苍凉的说

唱腔调和荒芜的沙漠场景形成视听冲击，让

“天命人”产生情感共振，令人印象深刻。

在科技手段加持下，说唱艺术以一种全新

面貌融入国产游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就连国外的“天命人”也被这种“中式 Rap/
摇滚”深深震撼。传统说唱艺术在数字信息时

代依托新载体呈现出新的发展势态，科技为说

唱类非遗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动力。

现实挑战 传承不容乐观

山西说唱类非遗曲种众多，曲艺形式多

样，表演内容丰富，在山西各地广泛流传，涵

盖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社会生活等多方

面，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反映了山

西人民独有的智慧和创造力。这些说唱艺术

形式以其生动的表演、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

音乐风格，深受当地人民的喜爱。

目前，山西说唱类非遗有潞安大鼓、襄垣

鼓书、三弦书（沁州三弦书）、莲花落、长子鼓

书、翼城琴书、曲沃琴书、泽州四弦书、弹唱

（离石弹唱）、屯留道情、陵川钢板书 11 项国

家级非遗项目，并公布了六批共 41 项省级非

遗项目，包括阳泉评说、大同数来宝、沁水鼓

儿词、浮山四平书等。截至 2024 年 1 月，有 6
位说唱类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 72 位

说唱类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与其他非遗项目相比，说唱类非遗在项

目数和传承人数方面都不容乐观。

山西说唱类非遗的传承主要依靠口传心

授，但随着老一代说唱艺人逐渐老去，年轻一

代对说唱艺术的兴趣并不足，使得人才后继

乏力。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和多元化娱乐

选择，也让年轻人更倾向于追求富含新意、符

合现代审美的新型文化形式。山西说唱受众

主要集中在中老年群体，受众影响了说唱艺

术的传播，同时，山西说唱类非遗在内容和形

式上创新不足，也限制了其传承和发展空间。

科技赋能 重绽艺术魅力

山西，作为华夏文明重要发祥地之一，拥

有富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山西说唱类

非遗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生动的表演风格，成为山西传统文化的重

要瑰宝。

今忻州市繁峙县岩山寺大雄宝殿内的金

代“酒楼说唱图”壁画和运城市闻喜县下阳三

队金墓出土的“堂会说唱图”壁画等，都反映

出早在金代山西说唱活动就相当普及和兴

盛。明清时期的山西说唱艺术更多关注于祝

寿还愿、婚嫁娱乐等反映民间生活的故事，可

见当时山西说唱艺术的深入和普及程度。随

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型娱乐方式的出

现，科技手段融入山西说唱类非遗的保护、传

承和创新中，拓展其发展空间，提升其文化价

值和市场竞争力，对于山西说唱类非遗的传

承发展，提供了多方面创新的空间。

科技手段可以为说唱类非遗的表演形式、

传播渠道、传承与保护等方面带来新变化。一

方面，科技可以丰富说唱类非遗表演形式。通

过运用多媒体技术打造虚拟的表演场景，为说

唱类非遗表演增添多层次视觉效果，增强观众

的沉浸感和艺术感染力，提升观演体验；另一

方面，科技可以拓展说唱类非遗的传播渠道。

利用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新媒体平台为说

唱类非遗的传播推广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将说

唱类非遗的表演视频、演出日常片段等内容上

传平台吸引受众。以线上演出、网络直播等形

式打破表演时空限制，让更多观众欣赏到说唱

类非遗的精彩表现，扩大其传播范围。

利用数字化技术对说唱类非遗的表演内

容、唱腔音乐、表演技巧等进行翔实的记录和保

存，可以更好地保护说唱类非遗的原始资料，为

学术研究和艺术传承提供宝贵的数据信息。

“数字说唱”展现美好前景

随着科技的不断迭代，数字技术、虚拟现

实技术、人工智能等新 质生产力为非遗保护

与传承提供了新手段。“科艺融合”为山西说唱

类非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加强人才

培养、创新表演形式、拓展传播渠道、建立数据

库等策略，可以推动山西说唱类非遗的传承与

创新，使其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建立健全说唱类非遗传承人培养机制。

艺术的发展关键在于人才。山西说唱类非遗

要在师徒传承制度基础上，加强对师徒传承

的管理和监督，确保传承的质量和效果，延续

说唱艺术的历史精髓。同时，强化学校教育在

说唱艺术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在艺术院校中

开设说唱类非遗专业课程，将说唱艺术与科

技知识相结合，培养既懂说唱艺术又懂科技

应用的复合型人才，为说唱类非遗的传承和

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持。

将科技手段融入创新表演形式和内容。

运用多媒体技术，将图像、视频、音频等元素

与说唱表演相结合，创造出更加生动、形象的

表演效果。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出虚拟的

表演场景，让观众身临其境。说唱演员可以在

虚拟场景中进行表演，与虚拟角色进行互动，

为观众带来全新的观演体验。这种表演形式

可以突破传统舞台的限制，创造出更加丰富

的艺术效果。

利用新媒体平台拓展传播渠道。一方面，

新媒体平台为山西说唱类非遗的传播提供了

更多宣传渠道。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优势，通

过制作高质量的表演视频、开展线上直播等

形式，观众可以在家中通过电脑、手机等设备

观看说唱表演，提高了观演的便捷性。同时，

也可以吸引年轻观众，扩大观众群体。通过评

论、点赞、分享等互动了解观众的需求和反

馈。另一方面，将山西说唱类非遗与文旅相结

合，开展说唱艺术文旅活动。通过在旅游景区

举办说唱表演、开设说唱艺术体验课程等形

式，让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感受山西说唱

类非遗的艺术魅力，提高对说唱艺术的兴趣

和热爱。这样不仅可以拓展说唱艺术的传播

渠道，还可以促进当地文旅产业的发展。

利用数字技术建立山西说唱类非遗数据

库，对说山西说唱艺术 40 多个曲种、900 多个

曲（书）目等进行全面记录和保存，对说唱表

演技巧、唱腔音乐、舞台美术等进行数字化采

集、扫描，形成立体化数字影像，为后人的学

术研究和非遗传承提供宝贵的艺术资料。在

此基础上，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和增强现实技

术，让观众可以在线上参观和体验，提高公众

对说唱类非遗的认识和了解，形成良好的非

遗传承氛围。 郭婷婷 王辉

郭智军：传承“锢炉”技艺 成就“心爱”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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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泥生万物 情传千古
姻 科学导报记者 杨洋

李源潮在

刻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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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泥、塑形、刻画等，每一步都考验着泥

塑工匠的耐心和技巧。特别是塑造过程，更

是对工匠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挑战。他们通过

对泥材的刻画，将一块块普通的泥土转化为

具有各种表情和动态的艺术品。这种技艺的

传承，不仅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对生活观

察和对自然感悟的延续。

11 月 27 日，《科学导报》记者走进晋城

市工艺美术大师、山西省工艺美术协会会员

李源潮的工作室，展架上的每一件作品都值

得人去细细品味，惟妙惟肖的人物、活灵活

现的动物、千姿百态的神像，李源潮以其敏

锐的洞察力，通过对人物的体积、造型、神态

进行充分刻画，将“神”融入了泥塑作品中。

看着工作室内的一尊观音佛像，李源潮笑着

告诉记者：“这个作品已经改色很多次了，达

不到理想的境界就一直修改，不急于求成，

力求达到最好的效果。”

李源潮少年时就喜欢画画，从小接受了

传统的绘画教育，最终在大学选择了雕塑专

业，多年的美术功底为他奠定了良好而坚实

的基础，再加之他勤于思考，探索出一条泥

塑的创新与蝶变之路。“泥塑捏神韵，故本含

新芽。”在走过山西很多的寺庙后，李源潮惊

叹于精美至极的雕塑，也疑惑于有的寺庙神

像并非那么精美，却还被人们朝拜着，总有

着那么一丝遗憾。在大同市灵丘县的觉山寺

中，一幅壁画中的明王深深地吸引了他，回

到工作室后制图塑像，他将壁画中的人物从

平面变成立体，通过匠心巧手让明王穿越千

年现世人间。

李源潮入行 20 年，创作作品 500 余

件，2019 年雕塑作品《如琢如磨》入选第十

七届山西省美术作品展，2021 年作品《捐躯

赴国难》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山西美术作品创作展”，2023 年首届华夏

上古神兽创作大赛获提名奖，2024 年“在太

行山上”全国彩塑大赛暨雕塑作品邀请展

获二等奖。

为何李源潮手下的泥塑、雕塑都有一种

“生命力”，虽然静止，却似乎在与人“对话”，

这一点在他获奖作品《吼》中找到了答案。吼，

是上古神兽，有很多传说中的形象，李源潮在

设计这个形象的时候，结合了古代的一些神

兽、坐骑狰狞的表情、夸张的五官等。而整个

神态形体，李源潮让身体躯干下沉，头尾朝

天，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弘的气息下沉。“只有

先压下去才有爆发力，欲发先收，而曲线正是

体现‘吼’本身的灵活凶猛。”李源潮说。

梦想的种子掷地有声，李源潮从不追名

逐利，他在感受泥质、演绎泥质，超越泥质的

过程中得到情感的宣泄与升华，艺术创作融

入个人精神意志，实现自我情怀的表达与自

由本心的感悟与超脱。“呈于象，感于目，会

于心，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解

……”这便是传统艺术美通过自然的形态和

构图表达出一种意境美的存在和延伸。

“你从每个角度看到泥塑都有不同的形

态，你仰视、俯视、平视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

面。”李源潮说。

不追求结果，更享受过程，沉浸在泥塑

世界中的李源潮，充实而快乐。

中国有句俗语“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

活”，说的就是锔瓷。这是一门古老的民间手

艺，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订书钉一样的

金属“锔子”修复起来的技术，在民间又将此

称为“锢炉匠”。

12 月 3 日，《科学导报》记者在太原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锔瓷技艺代表人物郭智军工

作室看到：各类锔钉、锤子、刻刀锔瓷工具整

齐摆放在工作台上，各式设计图纸摆满了案

头，在白炽灯光的映照下，身着中山装、戴着

老花镜的郭智军，正坐在工作台前修复一件

瓷器，伴随着敲敲打打的声音，整个修复动

作如行云流水，经过捧瓷、对缝、细绳绑定、

剪铜做钉、定点钻孔等十余道工序，破碎的

瓷器“涅槃重生”。

据了解，郭智军最早在茶行业工作，平

时茶馆的茶壶、茶具坏了就随手扔了，他很

心疼，自己又无计可施。“当时我就想着这些

茶具如果能修复就好了，便开始寻找这方面

的手艺人。”2013 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郭智

军认识了山东锔瓷匠人王振海，便前往山东

拜师学习锔艺。

手艺学成，郭智军又回到太原，开始潜

心钻研锔瓷技艺，渐渐地，一件件器物在他

手里被修复，重新派上用场。经朋友们口口

相传，郭智军锔瓷技艺有了越来越多的市

场。

“一件瓷器拿到手里观察它破碎的纹

路、制作的材质，真正操作起来要分数十步，

看似简单的钻孔却十分考验技艺。多一毫米

打穿，少一毫米掉钉，分毫不差是经过日日

夜夜的练习才能掌握的本领，每一步都要环

环相扣、一气呵成。”郭智军介绍，“锔瓷的基

本功就是这锔钉，钉和钉脚的尺寸、角度都

没有规定的答案，完全取决于被修复物件的

大小和胎壁厚薄。每一次锔瓷，靠的就是多

年的工匠直觉和经验。瓷片是平面的，而原

物件是立体的；碰到缺损部分，手艺人需要

有想象力。”

锔瓷重在锔钉，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手

艺，把握好剪钉、形状、打孔角度、上钉力度，

会让器物充满美感。郭智军认为，锔瓷匠人

不仅要考虑器物的实用功能，更要有耐心，

否则做不了这等细活。在做“锔瓷匠”的这些

年里，郭智军大概锔了有 2500 多件茶器。

郭智军深知锔瓷这项技艺传承不易，有

所创新更为不易。随着时代变迁，从事锔瓷

手艺的匠人少之又少。尤其是在 2016 年，郭

智军的锔瓷获得太原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荣誉后，他更是意识到了自身的责任。所以

自 2019 年开始，郭智军定期开设锔瓷培训

班，也在太原市聋人学校设立课程，让这些

“特殊的孩子”能够学习一门手艺。此外，他

还积极参加各类公益活动，将锔瓷引入社区

和学校，向人们展示锔瓷作品，介绍锔瓷的

历史、技艺等，让锔瓷被更多人了解。

眼见的是破碎，成就的却是圆满。一方

工作台，一盏孤灯，陪伴了郭智军十多个年

头，在这里，不仅可以感受传承的意义，也见

证了破镜重圆的美好和心爱之物的回归。

郭智军在
修复瓷器

姻 图片由
受访者提供

姻 科学导报记者 王俊丽

“科艺融合”助力山西说唱类非遗

山西省文物修复师
共享匠心传承

山西邮政发行
“跟着悟空游山西”明信片风琴折

触碰屏幕，可以“放大”“缩小”或“旋转”文物，

细细欣赏；登上“明代漕船”开启一场穿越时空的大

运河之旅；和韩熙载一起通过夜宴图穿越回北宋，

与赵明诚、李清照“对话”……一段时间以来，山东

多个博物馆创新展陈方式，吸引更多游客近距离感

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新创造是文化的生命力，是文化繁荣兴盛的

活力源泉。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

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饱

受磨难，却生生不息、绵延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始终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

共振。传承和发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要薪

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惟

其如此，才能让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为国家强盛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从“束之高阁”到“走进生活”，科技扮演了重要

角色。在数字赋能下，文化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

文化发展优势。山东青州博物馆近日在短视频平台

开启直播，吸引百万网友一同“云游”博物馆，破解

了博物馆承载力有限、门票一票难求等问题；前不

久召开的第九次古籍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上，12 家

古籍收藏单位新增发布古籍数字资源 7085 部

（件）；国家图书馆开发《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

库、故宫博物院推出故宫“数字文物库”……线上线

下一体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科技的力量能够突破

时空的限制，搭建桥梁，不仅让这些宝贵资源能存

得住，更能让更多人有渠道接触、了解传统文化，助

力其传得更远更广。

凭借丰富的表现形式、创新的传播方式，今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远弗届。山东曲阜连续

多年举办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等国际文化学术交流

活动。会场里，文化典籍、“AI 孔子”、文创产品等让

活动成为可看、可听、可体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探寻之旅，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更加直观、全面、

深刻。一场表演、一幅画、一次互动、一曲音乐、一段

视频……借助这些载体，如今在世界各地，儒家文

化这张名片越擦越亮。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紧扣时代脉搏、坚持守正创新讲好中国故

事，就能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走出去，为世界

文明百花园增添绚丽色彩。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文化的长河正是

在兼收并蓄中不断壮大、奔涌向前。顺时应势、推陈

出新，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我们定能让这条大河激荡新的浪潮、流淌更多

土地、滋养更多人民。

让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文化发展优势

科学导报讯 12 月 14 日，以优秀文学批评为新

时代文学赋形为主题的山西文学批评促进座谈会

举办。座谈会由省作协文学评论专业委员会、省作

协创研部主办，来自全省文学评论界的骨干力量 30
余人参加。

座谈会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山西文学批评取得

的成就，分析当前山西文学评论面临的困难与问

题，研究讨论未来山西文学评论努力的方向和可采

取的措施。与会专家学者就树立新时代山西文学评

论更高目标、发挥文学评论工作者的主观能动性等

进行了热烈讨论，力争为推动山西文学事业高质量

发展贡献文学批评的力量。 朱慧

山西举行
文学批评促进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