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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一名合格的微雕师，既要

有书法绘画的功底，还要有足

够的传统文化素养，有了深厚

的文化艺术底蕴，才能创作出

好的作品。

作 为 一 名 微 雕 艺 人，卢

彦卓的爱好很多。闲下来时，

他喜欢写写书法、练练绘画，

唐五代的人物、宋元山水、明

清花鸟，都是他学习的资料。

他更是阅读了各种经典传统

作品，从《论语》《春秋》《道德

经》，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

有涉猎……这些爱好也影响了

他的艺术创作，作品中也透出

浓浓的文化味儿。

从艺十六载，卢彦卓很少将

创作的微雕作品当作商品售卖，

而是将其收集起来展览。他要让

更多的人了解雕刻这项传统技

艺，希望向年轻人传递一种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近年来，卢彦卓的雕刻作品

《高山流水》《虎啸龙吟》《十二

生肖》分别获 2020 年陕西省玉

石雕刻精品展优秀奖、银奖等奖

项。“下一步，我要把宝鸡的何

尊、石鼓等标志性文化符号，通

过方寸印章和立体雕刻展现出

来，把宝鸡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将这门古老的技艺传承下

去。”卢彦卓说。

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揭晓
4 月 13 日上午，2020 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北京揭

晓。贵州贵安新区招果洞遗址、浙

江宁波余姚井头山遗址、河南巩

义双槐树遗址、河南淮阳时庄遗

址、河南伊川徐阳墓地、西藏札达

桑达隆果墓地、江苏徐州土山二

号墓、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

墓、青海都兰热水墓群 2018 血渭

一号墓、吉林图们磨盘村山城遗

址等 10 个项目，经过 21 位终评

会评委的讨论、投票后当选。

宣布结果的国家文物局副

局长宋新潮表示，入围终评的 20

个项目中有不少是“考古中国”

项目新成果，也有配合基本建设

考古工作新发现，这些项目涵盖

了现代人类起源、文明起源、夏

文化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

与发展、丝绸之路考古等重要学

术领域。

“评选活动采取的一切形

式，目的都是为了让公众更深切

感触考古的重大社会政治意义，

分享考古学对构建民族历史、增

强文化自信的独特贡献。”宋新

潮说。

本届评选终评的项目汇报

会和新闻发布会，通过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方式向公众展示了

2020 年度中国考古的最新成果、

最重要的发现，吸引了众多“文

博粉”的关注。

据介绍，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评选活动是年度考古研究成

果的集中展示，也是向业界及公

众汇报最新研究成果、普及考古

知识的重要平台。 （据新华社）

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 ：

坚决刹住
滥建山寨文物之风

记者 4 月 9 日从国家

文物局获悉，为维护文物

真实性和历史文化遗产尊

严，国家文物局、文化和旅

游部近日印发通知，明确

要求坚决刹住滥建山寨文

物之风。

通知说，各级文物行

政部门要依法加强管理，

对文物保护单位应当尽可

能实施原址保护 ；对不可

移动文物进行修缮、保养、

迁移，必须遵守不改变文

物原状的原则 ；不可移动

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

当实施遗址保护，未经批

准不得在原址重建 ；对馆

藏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中

单体文物的复制，必须严

格依法履行审批手续。

通知要求，各省级文

物、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

要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以

适当形式开展检查排查，

发现粗制滥造山寨文物、

讹传历史、虚假宣传、误导

公众认知的，及时督促整

改并报告相关情况，国家

文物局、文化和旅游部将

视情通报。   （据新华社）

西府

守艺人  

微雕也被称为“盲刻”，是雕刻艺术中最为精细的一门技艺，以手技为主，目力次之，几乎是凭

感觉来雕刻，陇县东风镇下凉泉村卢彦卓就是身怀这项绝技的人。他从艺 16 年，能在直径 0.15

毫米的牛毛上刻字，通过 30 倍的放大镜才能看清文字。宝剑锋从磨砺出，卢彦卓究竟是如何练成

这项绝技的呢？

近日，笔者前往位于市区西府老街的卢彦卓的雕刻工作室一探究竟。

为了给笔者展示绝活，

卢彦卓先挑选出一根细可穿

针的牛毛，固定在一块橡皮泥

上，接着，拿起特制的刻刀，开

始在牛毛上刻字。工作台前，

卢彦卓屏气凝神、全神贯注，

小心翼翼地在牛毛上使用刻

刀，通过微雕技术，完成了“牛

年大吉”的刻字，使直径 0.15

毫米的牛毛成为一件艺术品，

令人赞叹不已。

“我会在脉搏跳动过后的

一刹那进行创作。”卢彦卓说，

由于牛毛一般直径为 0.15 毫

米，雕刻刀尖直径约是牛毛的

百分之一，肉眼只能看到下刀

的位置，基本靠多年来形成的

感觉下刀，稍一用力牛毛就会

断掉，有时要反复几十次，才能

创作出一件满意的作品。

笔者看到，微雕作品中有

在直径 0.2 毫米的牛毛上雕

刻的“月是故乡明”，有在直径

0.25 毫米的猪鬃上雕刻的“功

夫不负有心人”，还有在直径

0.2 毫米的猪鬃上雕刻的“印

象陕西”……

卢彦卓 1989 年出生于陇

县下凉泉村，父亲为他起名彦

卓，期望他将来能够才学卓越。

谈起如何与雕刻结缘，卢

彦卓说，有句话说，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自己小时候就对书

画感兴趣，虽然没有接受正式

的培训，但一有空就开始写写

画画……

2005 年，卢彦卓从家乡陇

县到北京一家工艺品雕刻厂学

习浅刻。在师傅的教导下，卢彦

卓从临摹古画开始学习，一本

从家里带来的《芥子园画谱》成

了他反复临摹的资料。经过一

段时间的练习，他开始学习用

刀雕刻。

“路要一步一步走，饭要一

口一口吃，学习更是如此。”这

是师傅对卢彦卓的叮嘱。从基

础绘画到工具制作、工具使用，

再到持之以恒的反复练习，卢

彦卓的手经常被刻刀划伤……

学习期间，他每个月只有

月末才能休息一天，其他时间都

是从早到晚反复练习各种绘画

和雕刻技法。随着经年累月的练

习，他的雕刻水平一点点提高，

几年后，终于可以独立创作。

2015 年，卢彦卓和几位师

兄弟合作，开始承接一些定制

的雕刻业务。他们总能顺利完

成订单要求，并不断在作品中

创新，渐渐在雕刻行业小有名

气。其间，他们还应邀参与了一

些文物修复工作。

2018 年，在杭州一家微雕

博物馆里，卢彦卓第一次见到

了国内外多位微雕名家的优秀

作品，行业前辈在各种材质上

雕刻的山水、花鸟、人物惟妙惟

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看到微雕大师冯耀忠的

毛发微雕作品时，卢彦卓又惊

又喜，如此高超、精湛的雕刻技

艺，让他备受震撼和启发。他被

这些作品深深吸引，并走上了

毛发微雕之路。

起初的尝试并不顺利，在

毛发上刻字要完全静心，连脉

搏的跳动都会影响雕刻。用刀

的力度很讲究，轻了刻不上

去，重了毛发就会断掉。无数

次失败之后，卢彦卓意识到，

自己还达不到在毛发上雕刻

的水平，于是他先在稍大一点

的指环等物品上练习。

经过几年的尝试练习，卢

彦卓越刻越小，直到有一天，可

以用一根毛发，压住一行字的

时候，他这才正式在毛发上进

行刻字。

这些年，卢彦卓在毛发

上刻字，使用较多的是质地较

硬的牛毛和猪鬃，直径大约在

0.15-0.25 毫米之间。

裸眼在牛毛上刻字

雕刻路上艰难探索

苦心练就微雕绝活

十六载传承匠心

陕西西安少陵原十六国大墓墓道上方土雕建筑全景（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在 2 厘米 ×6 厘米的印章上刻的何尊

 在 15 厘米高的笔筒上刻的《清明上河图》局部

在直径 0.2 毫米猪
鬃上刻 的“印象陕西”

在 直 径 0.15 毫 米
牛毛上刻的“牛年大吉”

在 2 厘米 ×6 厘米印
章上刻的《石鼓歌》

卢彦卓正在创作

在脉搏跳动间
          雕刻人生

毛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