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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文艺界以各种形式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 近期，市文联以

及其所属 26 家社会组织认

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并组织我市广大文艺

工作者创作多种形式的文艺

作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形式讴歌伟大时代、凝聚

奋进力量。

市文联微信公众号开

设了“奋进新征程 铸就新辉

煌——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宝鸡文艺界大家谈”专栏，

刊发我市文艺工作者心声。

市文联还充分发挥市作协、

市美协、市舞协、市摄协、市

音协等各协会“文艺轻骑兵”

的作用，举办“宝鸡文艺歌盛

会”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优秀文艺作品展；市

文联和市灯谜学会举办“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全国网络灯谜有奖竞猜活

动”，展猜主题灯谜 50条；市

作家协会微信公众号，开设党

的二十大诗词专辑；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组织会员创作党

的二十大主题剪纸作品等。同

时市文联还组织我市文艺家

开展书画、楹联、漫画、篆刻等

多种形式的主题文艺创作，推

出一批反映新时代成就、主题

鲜明、具有较高艺术水准的优

秀文艺精品。

据了解，下一步，市文

联还将多措并举引导全市

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中用、

在 用 中 学，结 合 文 艺“ 六

进”志愿服务活动宣传党的

二十大精神，不断推进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持续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麻雪

台湾文博大咖宝鸡云授课
本报讯 日前，“青铜铸文

明——海峡两岸周风秦韵巡

礼文化交流活动”在宝鸡青铜

器博物院举办。台北故宫博物

院研究员蔡庆良博士，通过视

频连线的方式作了学术讲座。

本次活动是国台办批复

举办的 2022 年对台交流重

点项目，旨在进一步促进两

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活动

期间，我市资深讲解员和文

博专家对宝鸡青铜器博物院

“青铜铸文明”基本陈列进行

了“云导赏”。随后，台北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蔡庆良博士，

以“含光蕴宝 箕裘永传——

西周青铜器纹饰的设计规范

和现代的应用”为题在线作

了学术讲座，全面梳理了西

周青铜器纹饰的设计原则和

变化过程，揭示出其所蕴含

的中华文明精神。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博士生导师李宗焜，陕西省考

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天恩，中国

科学院传统工艺与文物科技

研究中心主任苏荣誉教授等

专家，围绕宝鸡地区出土青铜

器及周秦文化，通过视频方式

与我市文博系统学者及全国

文博爱好者进行了深入交流。

3个多小时的活动吸引观众

近6万人次。

本报记者 祝嘉

学做青铜器快乐长知识
本报讯 “这是尊，盛酒

的容器。这是鼎，煮饭的容

器……”日前，市图书馆联

合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开展

“文旅融合——我来学做

‘青铜器’”活动，20 名少年

儿童受邀走进市图书馆制

作青铜器模型，学习历史和

文物知识。

活动伊始，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周秦文化宣讲队老师

围绕青铜器进行讲座，向参

与活动的少年儿童介绍青铜

器的分类、用途和意义，以及

宝鸡青铜器的发掘、保护和

利用等情况。随后，老师手把

手带着孩子们用彩泥制作青

铜器模型，并穿插介绍青铜

器纹饰、铭文等相关知识。孩

子们认真观看、积极尝试，跟

随老师制作出一件件造型各

异的“青铜器”。

据市图书馆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此次与宝鸡青铜器

博物院联合开展的活动，旨

在发挥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

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让更多宝鸡孩子了解和

热爱家乡历史文化。

本报记者 祝嘉

小小银针传非遗  培训刺绣促就业
岐山县举办残疾人非遗培训

本报讯 一根根银针上

下翻飞，一条条彩线轻盈穿

梭，跟随时光的脚步，一朵花

或一个蝴蝶，在布面上呼之

欲出……11 月 18 日，由岐

山县残联举办的残疾人非遗

刺绣培训活动在县残疾人文

化服务中心启动，来自全县

各地十多名残疾人参加培训

（见上图）。
为期七天的培训，特聘曾

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刺

绣项目中荣获一等奖的侯文

亚担任辅导老师，为刺绣艺术

爱好者讲解刺绣工艺基础知

识，手把手传授一般针法、颜

色搭配和行针步骤要领。县残

联为学员无偿安排食宿，提供

原材料，使学员可以现场操作

练习，并与老师互动交流，更

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从而熟练地掌握这门技艺。

“我这是第二次参加刺绣培训

了，参加完上期培训我做的老

虎枕头、帽圈、月娃鞋子不等

卖就被亲戚们要走了，我这次

再系统地学习一次，以后把这

就能当个谋生技能了。”尝到

甜头的枣林镇凤刘村刘亚红

高兴地说。

据悉，岐山县残疾人文

化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每年

举办 4 至 5 期皮影、刺绣、脸

谱等有市场前景的非遗技艺

专项培训，带动残疾人实现

居家就业，目前已培训学员

600 余名，辐射带动全县 800

名残疾人从事非遗传承和民

间工艺品制作。

本报记者 段序培

本报讯 “看我剪的窗花

漂亮吗？”“没想到剪纸这么

有趣！”11 月 21 日下午，市

群众艺术馆的培训教室里热

闹非凡，小学生们在剪纸艺人

的指导下，沉浸式体验着非遗

文化的独特魅力（见上图）。
据了解，本次由市群众

艺术馆主办的“探寻文化记

忆 传承指尖非遗”研学活

动，连续三天组织宝鸡实验

小学共计 360 余名学生分批

参加。该活动旨在引导少年

儿童了解家乡传统文化，感

知、体验宝鸡非遗之美，提升

文化自信，激发孩子们爱国

爱家乡的情感。

当天的活动中，学生们

首先来到群艺馆一楼的小剧

场，共同观看了非遗类介绍

视频，接着到二楼的非遗展

厅内，在非遗部工作人员的

现场讲解中参观并了解宝鸡

非遗。色彩丰富的马勺脸谱、

栩栩如生的泥塑作品、惟妙

惟肖的刺绣……令在场学生

不断发出“啧啧”的惊叹声，

不少学生还拿着笔和本子，

边听边记录。

参观完后，就到了大家

最期待的非遗体验环节了。

本次研学活动邀请了凤翔区

剪纸传承人何伟伟为大家授

课，学生们个个拿起剪刀，在

何伟伟的指导和各班老师的

辅助下，开心地完成自己的

剪纸作品。

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薛

昌辉表示，研学活动可以让广

大中小学生在寓教于乐的形

式中感知非遗之美、厚植文化

自信。接下来，还将不断丰富

非遗类研学的内容和形式，在

激发非遗传承活力的同时，进

一步促进青少年精神素养的

提升。

本报记者 罗琴

上百年木匠工具
承载做人做事品质 

本报记者 罗琴

“墨斗教我做人

要正直、做事要认真”

“这个牛角做的墨斗是

我父亲的师父留下的，大约有

140年，还有个手拉钻，是我父

亲亲手制作的，距离现在也有

上百年了，都是我们家最珍贵

的传家宝。”今年 74岁的梁万

枝拿出自家的传家宝，高兴地

向记者展示。他的父亲名叫梁

耀，是古式家具制作技艺第四

代传人，梁万枝从小受父亲影

响，也喜欢上这种手艺活儿。

1968 年，梁万枝正式成为古式

家具制作技艺第五代传人，跟

着父亲学起手艺。

记者看到，这个墨斗浑

身黑乎乎，一个圆圆的线轮

固定在牛角一端。当记者问

到墨斗的用途时，梁万枝便拿

出一块木板演示着说：“做家

具的时候，经常要用到这个来

给木板打直线，只用拉出墨线

一端固定住，将墨线牵直拉紧

后，在需要的位置提起线的中

段再轻轻一弹，看，这直线就

打好了。”他说，现在打线也

有激光照射器，可是在使用

上却不如墨斗好用，“仪器挪

走，线也跟着消失，而墨斗打

出来的线，就会一直存在。”

梁万枝还说，父亲在世时，每

当用到墨斗，就会将这直线

比喻成做人、做事。

“父亲虽然没多少文化，

可他做事一丝不苟，精益求

精，也总是教育我做人做事要

像墨斗打出的直线一样，堂堂

正正、踏踏实实，尤其是干木

匠活，下料、打线、扯卯，全程

不用一颗钉子，最后还需雕

花、上油，每个环节都不能马

虎大意。”

梁万枝说，父亲因为学习

古式家具制作技艺，对中国传

统文化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会

因材施教，在干活的间隙，指

着刻着图案的窗棂和梁柱，告

诉梁万枝这些有什么样的寓

意。梁耀还会教授梁万枝不同

工具的用法，比如圆线刨是用

来做中式门窗的，而一炷香单

线刨是用来制作门窗上的装

饰的。说话间，梁万枝从一个

箱子里倒出一堆刨子工具，差

不多有 20 多种。他说，这些都

是自己在平时的木匠活中根

据实际需要自己动手制作的，

使用起来特别顺手。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久

而久之，梁万枝对传统文化知

识的积累越来越深厚，手中的

技艺也越来越娴熟。

“雕花手拉钻提醒

我要传承匠心工艺”

除了墨斗，梁万枝说，另

一件宝贝是父亲梁耀在世时

亲手制作并雕花的手拉钻。说

话间，他从一个匣子里拿出工

具，并仔细介绍道，手拉钻也

有人叫它牵钻、拉杆钻，说它

是木匠工具，其实不然，它不

算重要的木匠工具，却是一个

不能缺少的辅助工具。在那个

没有电钻的年代，打个小眼全

靠它了。

记者看到，这个手拉钻是

一个转轴加弓弦的组合，它由

一根垂直木棒与一根水平交叉

的木条组成，再由一根麻绳将

两者联系在一起。在木棒下方

的铁箍内有一个方形的孔，可

以更换不同的钻头，所谓钻头

就是用大小不同的钉子充当。

“使用手拉钻时，左手抓住木棒

上部手柄，右手来回地拉动木

条，套在木棒上的绳子就会被

木条带动得来回转动，从而达

到钻出孔的目的。”梁万枝拿着

手拉钻，认真地向记者介绍。

除了手拉钻本身的功能

外，记者还注意到，这个弓弦

被梁耀做成了古剑的造型，手

柄上刻有莲花和龙头，龙头的

胡须根根分明，看起来栩栩如

生。转轴上也有雕花，使得这

副工具看起来更加精美，而这

样细致的雕花以及工艺，无形

中也成了梁耀手艺最好的宣

传。周边村镇谁家需要做家

具，都会特意上门找梁耀做。

“父亲的手艺好，口碑也好，提

到他的名字，认识的人还不少

哩！”说到父亲，梁万枝的语

气颇有些自豪。

在梁万枝家的墙上，张

贴着一幅他自励的大字——

“技艺精于勤，眼脑手都勤，荒

于惰”。这是写给他自己的，是

说木匠活不可有一日偷闲，懒

惰了，技艺自然无法提高。记

者看到，在一个书柜里，摆着

各种木匠工艺的书籍，书籍旁

边，还有不少荣誉证书。有一

本聘书是西安美术学院聘请

梁万枝为学院《家具艺术当代

设计人才培养》项目导师。梁

万枝介绍：“过去，木匠是下

苦的职业，认字不多，代代都

是口口相传，没有一张图纸。

后来我就白天做家具，晚上绘

制图纸，最后对陈仓古式家具

的特点、工艺流程、格式、标准

等进行了系统整理。因为这在

全省都少见，所以才有了西安

美术学院的聘书。”

古色古香的八仙桌、圈

椅、方凳，松鹤延寿、福禄寿

喜等精美雕花的桌屏，摆放

在房屋正厅内，看起来简洁、

大气而又厚重。梁万枝说。

“虽然老式家具制作不易，

但我仍会坚持将自己所学倾

囊相授给家具制作爱好者，

老式家具制作工艺需要坚守

好，更要传承好。”

咱宝鸡也有相声园子啦
本报讯 “相声、小品，魔

术杂技，评书、笑话，说唱一

曲……”大家还记得这首当年

央视《曲苑杂坛》栏目火爆的主

题歌吧。近日，在金台区引渭路

社区北口挂牌的“四海春相声

会馆”，将歌里唱的这些曲艺项

目陆续搬上舞台，我市文旅商

融合的这一新亮点吸引了不少

市民打卡。

这家由著名相声表演艺

术家姜昆题匾的相声会馆是宝

鸡本土第一家，由陕西四海春

美育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投

资开办，能容纳百人就座。首批

入驻我市职工文联曲艺家协会

的叶杰、白宝和、牛宝存、杨爱

莲等一批相声表演艺术家，每

周五、六晚在这里说学逗唱，

是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据悉，“四海春”目前已与省民

间艺术剧院和西安的“新曲

社”、“西安二哥”等演艺团体

签约，将引进相声、皮影戏和

儿童剧等来宝演出。“四海春”

是抗战时期宝鸡城区有名的

曲艺茶社，如今挂牌重启也是

对老宝鸡市井文化的传承发

展，而且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

更为促进我市文化市场繁荣添

砖加瓦。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木头的温度，来自于主人的巧手。这双
手熟练地把控着木头的纹理脉络，精细地
雕刻、打磨、上油，呈现出的不只是最富情
感的作品，亦是非遗传承人择一事终一生
的匠心和初心。

11月22日上午，记者来到陈仓区县
功镇南关村，探访了陈仓古式家具制作技
艺第五代传承人梁万枝老人，听老人讲述
两件上百年老工具背后的非遗传承故事。梁万枝的两件“传家宝”

梁万枝展示他家传的手拉钻 梁万枝打造的古式家具

360余名学生看展览，学剪纸——

群艺馆里感受非遗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