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张琼  张晓晔  王帅
文化周刊

2024 年 9 月 27 日    星期五

6版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

三千多年前，周人先祖古公亶父带领族人跋山涉水，

迁徙至岐山脚下的周原沃土。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他

们建起宏伟的都城，有着高大的城门，又建起堂皇的

王宫，有着庄严的宫门。

在宝鸡这方人文沃土之上，散布着众多古建老

宅，它们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因精湛的雕刻艺

术而吸引着世人的目光。这些雕刻艺术，如同历史的

活化石，镶嵌在每一座古建筑之上，以其独特的技法

和丰富的内涵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诉说

着光阴的故事，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

技艺精湛  寓意深远
砖雕与木雕是宝鸡的传统雕刻艺术，犹如两颗

璀璨的明珠，各自绽放着独特的光彩，共同构成了宝

鸡雕刻艺术的灿烂篇章。

据凤翔雕刻技艺非遗传人孙义介绍说，砖

雕以其质朴而又不失精致的特质，在宝鸡雕刻

艺术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他以自己近期雕刻

的民居装饰作品为例介绍，首先，要挑选质地细

腻的青砖，经过多道工序的精心雕琢，使之变成

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其上的图案寓意吉祥，如福

禄寿禧、琴棋书画、梅兰竹菊等，透露出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大自然的崇敬。在建筑物

上，砖雕作品巧妙融合了实用与审美，使得建筑

仿佛拥有了生命，诉说着自己的故事。

而木雕则以其细腻入微的雕刻技法和

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展现了宝鸡雕刻艺术

的另一番风采。孙义介绍，雕刻者要选用优质

材料，以刀为笔、以木为纸，通过悬雕、圆雕、

多层雕、镂空雕等多种技法，将龙凤呈祥、狮

腾虎跃等吉祥图案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眼

前，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满足了人们欣赏、实用、

装饰等多方面的需求。

宝鸡的传统雕刻艺术不仅技艺精湛，更寓意深

远，每一件作品都蕴含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传

统文化的敬畏。它们以其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宝鸡的

历史和文化，成为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建运用  点睛之笔
宝鸡的传统雕刻艺术在建筑中的运用，堪称点

睛之笔。这些建筑不仅具有实用价值，更成为文化传

承的重要载体。岐山周公庙古建筑群便是这一特点

的典型代表。

周公庙以其对称的格局、雄伟的殿宇和玲珑的

亭阁，成为古代建筑艺术的宝库，而雕刻则是古建艺

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部分。周公殿、八卦亭、乐楼等

古建筑上的雕刻装饰，不仅美化了建筑，更为建筑赋

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

以周公庙的八士八帅殿为例，由于年久失修，

建筑的地基、梁柱、门窗、屋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

损坏。经文物部门同意，古建修复师李春龙带领团队

对其实施了修复。在修复过程中，他们遵循“修旧如

旧”“最小干预”的原则，力求保持建筑的真实性、完

整性。他们拆下来的原始构件，能用的都尽量用上；

对于损坏的雕刻部分，则照着完好的雕刻画成图，再

照着图做新的。这种对细节的极致追求，使得修复后

的八士八帅殿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和韵味。

在宝鸡，像岐山周公庙这样的古建筑还有很多。

金台观、扶风城隍庙、凤翔周家大院、五丈原诸葛亮

庙等古建筑上的雕刻作品，不仅使得建筑更加美观，

更使得建筑具有了灵魂，成为宝鸡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宝鸡传统雕刻艺术的瑰宝。

匠心独运  文化传承  
宝鸡传统雕刻技艺的传承与保护，离不开那

些默默奉献的艺人。他们不仅精通技艺，更对传统

文化有着深厚的敬畏和热爱。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和汗水，创造出精美的雕刻作品，为宝鸡的传统文

化增添了生命力。

宝鸡雕刻艺人们注重技艺的传承和发扬。他

们通过师徒相传的方式，将雕刻技艺一代代传承

下去。孙义说，在传授技艺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注

重技艺的精湛和细腻，更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对传

统文化的理解和领悟能力。他们希望年轻一代能

够继承和发扬这一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宝鸡的传

统文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人们的共同努力下，宝鸡传统雕刻技艺得

以薪火相传，为古建筑的修复和保护提供了有力

支持。他们的工匠精神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不仅

让古建筑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更让这一宝贵

的文化遗产得以绵延流传。 

传承好宝鸡传统雕刻技艺 
胡宝林

传统雕刻技艺是创造文化艺术品
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好传统雕刻技艺，
对当代人来说是责任也是担当，对宝
鸡人来说尤其是这样。

从历史上看，宝鸡众多文物瑰宝
因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高超的雕
刻技艺而大放光彩 ：

宝鸡青铜器上的铭文刻铸出不朽
的青铜史书。宝鸡被誉为青铜器之乡，
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因为铭刻着文字而
价值连城。这些铭文佐证了一个个历史
事件，揭开了一个个历史谜团，展现出
卓越的史证价值、文化艺术价值。

宝鸡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的诞
生地。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的石鼓出土于宝鸡石鼓山，十面石鼓
上所刻写的石鼓文是迄今所见中国最
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石鼓
文是汉字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过渡性
书体，在文字和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
后的作用，有“书家第一法则”之誉。 

宝鸡碑刻书法作品闻名遐迩。被
誉为“天下第一楷书”的麟游九成宫醴
泉铭碑，由魏征撰文、书法家欧阳询书
写，刻工精到地传达出欧阳询楷书的
神韵，千古闻名。被誉为“三绝碑”的岐
山五丈原诸葛亮庙岳飞手书前后《出
师表》书法碑，精湛的刻工是“三绝”
之一。

可以说，宝鸡众多文物瑰宝不朽
的历史价值、文化艺术价值，很大一部

分来自雕刻技艺的创造。除了上述著
名文物，还有其他彰显精湛雕刻技艺
水平的文物。正因为如此，守护好这些
文物瑰宝，传承传统雕刻技艺，在当代
的建筑和文化艺术创作及文化产品制
作中，将其发扬光大，让优秀传统文化
感染更多人，是生活于周秦文化发祥
地的宝鸡人的责任和使命。 

目前，我市的雕刻艺人正在各自
的领域辛勤耕耘，雕刻当代文化艺术
作品。我们需关注和重视传统雕刻技
艺的传承工作，支持技艺传承人学习
传统雕刻技艺，收徒传艺，通过举办培
训班等加强技能培训和推广，并加强
与外地同行的切磋交流，让宝鸡的传
统雕刻技艺后继有人、水平不断提升，
为宝鸡乃至全省、全国的文化艺术事
业发展贡献力量。

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
推进的城乡建设，特别是文化建设，为
雕刻技艺的施展提供了宽阔的舞台。
宝鸡传统雕刻技艺传承人需学习研究
宝鸡古代雕刻技艺，在实践中融会贯
通，以“今日之精品、明日之文物”的追
求，不断创新、创造，雕刻出无愧于时
代的精品佳作，让传统雕刻技艺在宝
鸡再绽芳华，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
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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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好些人喜欢跟着主播
或热点视频去读书。一部电视剧《我
的阿勒泰》，让作家李娟的这本同名
小说大火，也让新疆阿勒泰的旅游
大火。再往前，在一名“头部主播”的
推介下，余华的《活着》几分钟销售
一空，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一天销售几十万本。这让大家为之
欣喜，原来网络时代读书的人并不
少，原来传统的书也可以这么卖。

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刷视频”
似乎成为许多人业余消遣的选择。
即便是看书，不少年轻人也选择在
屏幕上看电子书。在快节奏的生活
中，纸质书也似乎有备受“冷落”之
嫌。然而，伴随着《我的阿勒泰》《额
尔古纳河右岸》等纸质书借助网络
新方式而热销，人们认识到，碎片化
阅读只是当前阅读的一种方式，好
的书仍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大家
更愿意放在案头深读和精读。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所以，近几年书在
短视频平台接连出现的火爆现象，引发了人
们 广 泛 的 议 论 与 思 考。诚 然，这 些 书 的 热 销
有 文 化 主 播 的 推 荐、有 影 视 作 品 的 带 动，但
是 人 们 爱 读 书、对 优 秀 作 品 的 渴 望 是 主 因。
同时，短视频时代，“万物皆可短视频”，那么
如何让书走进网民心中，从而吸引更多人拿
起 书，特 别 是 年 轻 一 代 手 不 释 卷，值 得 大 家
深思和尝试。

“跟着视频去读书”，笔者认为这种读书方
式挺好的。古人说，开卷有益。爱上读书，首在
开卷。而“跟着视频去读书”可以引起大家的读
书兴趣，让人们瞬间对一本书、一本杂志产生兴
趣，从而放下手机，拿起书认真阅读。而有了兴
趣之后，就可使读书变成自觉行动，慢慢变成一
种习惯，从而让书籍陪伴一生，生活中充满“悦
读”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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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义正在制作木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