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教学校师生朗诵作品
获国赛二等奖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市特殊教育学校了解

到，该校的原创作品《家书的力量》于 10 月底入围

第三届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诵读中国”经典诵读

大赛全国总决赛，11 月中旬在决赛中荣获全国

二等奖。

“诵读中国”经典诵读大赛，是教育部、国家语

委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落实全国语言文字会议精神，全面深入实施中华

经典诵读工程的大赛。大赛自 2019 年开始，以诠

释中华优秀文化内涵、彰显中华语言文化魅力、弘

扬中国精神为目标，初赛由各个省市区组织选拔

推荐，受到全国各地师生和诵读爱好者的热烈欢

迎。2021 年大赛由教育部、国家语委主办，中国

教育电视台、中央戏剧学院承办，旨在诵读古今经

典，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歌颂建党百年光辉历

程。全国参加本次决赛的共有 210 个团队。市特教

学校选送的作品，在全国 32 个省级部门选拔推荐

的 6 个组别 3415 个视频作品中脱颖而出，入围全

国决赛，并现场抽取参赛题目《蒲昭和——赠你四

味长寿药》，2 名教师和 15 名视障、听障学生加

班加点排练，在 5天时间内出色完成作品，同时进

行线上朗诵比赛。该校的原创作品《家书的力量》

在决赛中荣获全国二等奖。   本报记者 张晓燕

“ 咚 咚 咚、叮 叮 叮、唰 唰

唰……”11 月 30 日上午，刚走进

我市现代刻字人李骅、赵小萍夫妇

工作室，尚未见人，锤子敲打刻刀

的声响就已传入耳中。两人一轮粗

刻之后，“秦王寨”三个阳刻汉字清

晰呈现在松木板上，颇具唐楷气

势，周边木头被凿成起伏险峻的

“山势”，字在关口，耐人咂摸。

王佑笙、李骅、张伟、杜长

生、郭红全、李科平、孙海鸿、赵小

萍……一个个名字、一块块木板、

一柄柄刻刀、一件件作品，积累成

宝鸡现代刻字不容小觑的实力。一

字一刀皆手作，刻字人的乐与忧，

情牵汉字、书法和木头。

潜习十年   刻出名堂
宝鸡刻字文化底蕴深厚，石刻

之祖石鼓文出自宝鸡，青铜器铭文

有取之不尽的文字智慧。与传统刻

字不同，现代刻字以书法为主要元

素，融篆刻、雕塑、现代构成等多种

艺术于一体，被称为“立体书法”。

十年间，宝鸡现代刻字在全

省、全国闯出了名堂。我市现代刻

字创作者达 80 多人，其中主要创

作者超过 30 人，多人多次入选国

展、省展。陕西刻字走在全国前列，

而宝鸡刻字成为全省现代刻字的

中坚力量，宝鸡现代刻字现象引人

注目。

谈起初衷，陕西省现代刻字

研究会副秘书长、市书协刻字委员

会主任李骅放下刻刀，讲起往事。

2006 年，李骅把一位书法家的书

法笔迹用机器扫描、刻在木板上。

拿上手一看，在机器处理下，书法

的笔意、细节、浓淡全无，没有艺术

的感觉，于是，“手工刻字”的念头

在他脑海中闪现。两年后，李骅到

上海参观现代刻字展，被哈尔滨刻

字作品惊艳：木板刻字竟能做得

这么美！

2011 年，宝鸡市书协设立刻

字委员会，王佑笙担任主任。王佑

笙书法、篆刻功底深厚，对待刻字

艺术认真严谨，作品精益求精，他

全力号召一批有书法功底的爱好

者加入现代刻字行列，宝鸡现代刻

字从无到有启航了。同年，李骅到

北京参加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王志

安书法刻字艺术工作室第二届高

研班，学习现代刻字。

数年前，在金台区长乐塬一个

院子里，李骅、张伟等人守着一方

方大木墩，叮叮当当地创作现代刻

字作品。有人刻石鼓文、有人刻青

铜器上的“中国”、有人刻古诗词，

大家陶醉在专注创作的乐趣中，不

去想回报。

市书协刻字委员会秘书长张

伟回忆，有段时间，大家创作进入

瓶颈和迷茫期，不知怎样提升突

破。现代刻字不能有图画，必须在

文字、书法、篆刻上动脑筋。大家放

下木头刻刀商量，有人去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看文物铭文，有人到外地

拜师求学，在沟通交流、相互鼓励

中，找到前进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市现代刻

字作品入展全国第十届、第十二届

书法篆刻作品展；在第六届丝绸

之路国际艺术节上，宝鸡 24 位作

者的 24 幅作品入展 ；第九届陕西

省艺术节《千古陈仓 华夏之光》陕

西省现代刻字艺术展中，宝鸡入展

作品占到三分之一。

木字为伴   乐在其中 
“看见木头走不动路。”“每一

块木头都有用。”“汉字跟木头契合

的感觉很美。”现代刻字离不开两

样东西——木头、文字，受访者的

一句句感慨，传递着我市现代刻字

人的乐趣——徜徉在方寸木板与

优雅汉字的融合之间。

现代刻字作为一门小众艺

术，普通人对它的制作过程缺乏了

解。李骅介绍，现代刻字一般分为

选木头、构图设计、写书法、刻字几

个步骤，其中，选木头要充分考虑

木材和所写汉字之间的融合关系。

一次，在创作《陈仓石鼓》时，李骅

想表现石鼓出土于秦岭山脚下的

感觉，木头刀痕要体现山势效果，

有大刀痕、大撕裂的感觉。当地松

木质地疏松，不能产生这种效果，

李骅便选用木质紧实细腻的俄罗

斯椴木来表达，果然达到吻合。

还有一次，李骅在家具厂碰

到一块灰黑色的朽木，上面布满腐

朽木槽和雨水浸泡痕迹。李骅拿着

这块无人要的木头仔细端详，写下

“可雕”两个字，再用刻刀细细凿出

来，给字染上色，成为一件耐看的

装饰品。

今年为创作刻字作品《历史

的车轮》，李骅专门找到一个旧木

车轮，车轮上有经历多年磨砺的痕

迹，并不平整，但富有沧桑感。在上

面刻“砥砺前行”四个字，传递出了

前行道路的坎坷、曲折与不易，文

字的意思延伸到木头上，与木头的

经历“不谋而合”。

选好木头后进行创意设计，书

写书法，再将字描到木板上，进行粗

刻和细刻，最后染色。与传统刻字不

同，现代刻字讲究从选木、设计、书

写到篆刻均由一人完成。木头与汉

字相匹配，书法字体、气势、内容也

要与表达的历史文化相符合。

国际刻字联盟会长兼日本刻

字协会会长薄田东仙来宝鸡时曾

说过，现代刻字主要展现的是书

法的艺术。为此，提升书法水平成

为现代刻字人的必修课。张伟每天

早上六点，准时坐到书案前练习书

法，一直练到早上八点再去上班。

下午六点半又准时坐在书案前，开

始写字、刻字，直到夜晚十点。

张伟有一幅作品《幸福》，在

木板上凿出粗痕作门，“幸福”两

个字从木痕处挤进来，旁边配有

一对新婚夫妇对彼此的恩爱诺

言，这幅作品得到了那对新人的

真心喜爱。张伟说：“向先贤学习，

可以走得更远 ；结合当下生活，可

以让刻字有趣。”

后继乏人   忧心所在
国家一级美术师、陕西省现代

刻字研究会会长崔宝堂评价，宝鸡

涌现出一批优秀现代刻字作者，作

者队伍壮大，创作实力强、素质高。

宝鸡是陕西现代刻字成长的福地，

也是名副其实的创作基地。

薄田东仙称赞：“宝鸡文化底

蕴深厚，刻字艺术大有可为。”诚如

薄田东仙所说，宝鸡文化的厚度，

为现代刻字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素材和广阔的创作空间。

看到优势，也要看到短处。刻

字的过程有乐趣，也有枯燥和单

调，需耐得住寂寞。李骅说，一个作

品从构思到刻完少则几天，多则数

月。成天和木板、刻刀、文字打交

道，干起活儿来一天可能说不了几

句话，只能听见木头“咚咚咚”的声

音，因此，常被朋友笑称为“刀子

客”。由于现代刻字投入的时间成

本、精力成本和原料成本都比较

大，出成绩慢，回报周期长，在这个

快节奏的社会氛围里，年轻人不愿

意深入接触这一行，“后继乏人”是

不可忽略的现象。

为此，李骅迈出了现代刻字进

校园的步子。每周，李骅等人都会

到斗鸡台小学、宝工中学去上课，

给孩子们教刻字。孩子们的想象力

和创造力让李骅感慨，青少年对汉

字和刻字的热情高，只是苦于学习

时间和机会有限。

近日，李骅正忙活着申请区级

非遗的事儿，刻字保护和传承需要

久久用力、徐徐图之，急不得，就像

刻刀下的刀痕和字儿，刻急了，不

好看。

凤县70道特色菜比美赛香
本报讯 11 月 30 日，凤县当地的 70 道特色

菜品亮相嘉陵江畔，2021 年“嘉陵羌韵·凤县味

道”乡村振兴美食大赛启动。

近年来，凤县把文化旅游作为促进县域经济

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生态游、乡村游、养生游等

一大批新的旅游模式在各地盛行。部分群众借此

机会兴办起农家乐，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

途径之一。为提升农家乐厨艺水平，挖掘推广新菜

品，让凤县味道为乡村旅游助力，促进群众增收更

加稳定，来自凤县各镇近 20 名选手在比赛中进行

厨艺大比拼。此次大赛分指定菜品和推荐菜品，指

定菜品由凤椒鸡、椒麻鱼、君子会等 10 道当地特

色菜品组成，选手按统一菜名同台竞技。推荐菜品

来自9个镇选送的60个菜品，选用凤县当地土鸡、

土猪、赤松茸、板栗菌等食材，佐以凤椒、党参等配

料烹饪而成。赛场上，厨艺爱好者颠锅翻炒，精心

烹饪出色香味俱全的特色美食；专家互品互鉴，

选出大赛中的精品佳肴。最终来自凤州镇的凤椒

鸡获得大赛一等奖。            （张琼 冯雪利）

全国文旅系统先进集体名单揭晓
我市文旅局上榜

李骅为孩子们教授刻字

责任编辑：麻雪  美编：唐君恺  校对：张琼
文化周刊

2021 年 12 月 3 日    星期五

6版

西府

守艺人  
巧斧妙凿传心曲

——我市现代刻字人的乐与忧
本报记者 张琼

本报讯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文化和

旅游部印发了《关于表彰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

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的决定》，我市文

化和旅游局获评“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

称号；市艺术剧院院长、一级编剧杨兰获“全国文

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据了解，为表彰先进、凝心聚力，激励全国文

化和旅游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

作为，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决定，授予 231 个单位“全

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授予 401 名同

志“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授予

95 名同志“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劳动模范”称号。

近年来，全市文化和旅游系统着眼推动文旅

融合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

力推动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不断丰富优质

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文化铸魂赋能、旅游产业带

动作用日益凸显。下一步，全市文化旅游系统将以

此次表彰为契机，按照市委、市政府总体工作部

署，聚焦“一四五十”发展战略，围绕区域文化中心

和旅游休闲度假中心建设，立足巩固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区复检成果和全域旅游示范区、文旅

消费试点城市创建，铆足干劲、接续奋斗，努力推

动全市文化和旅游工作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本报记者  麻雪

李骅现代刻字作品《书刻文明之宝鸡》

张伟新近完成的现代刻字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