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文文文化化化化旅旅旅旅游游游游
E-mail：tcrbsbjzx@163.com

TTOONNGGCCHHUUAANN  DDAAIILLYY

77
2023年3月15日 星期三

责编：袁欣  编辑：张梦焕
版式：郭敬萌

  柔情与刚毅并存的木兰杯，一念成魔、一念成佛
的一念间杯，梦长安——— 上元灯会承盘，Q版卡通才
子果盘……走进位于王益区黄堡镇耀瓷小镇的天青
韵陶瓷工坊，现代审美的耀州瓷器具让人眼前一亮，
传统的耀州瓷和天马行空的创意碰撞出新的火花，

“90后”陶瓷新匠人李慧珊正在专心刻着“前兔似锦”
系列杯子。
  说起陶瓷，李慧珊并不陌生，他的父亲李少勇是
耀州窑浮雕干刻大师，他与陶土为伴，刀起刀落17
年，“可以说我从小就看着父亲刻花”，即便这样，李
慧珊也从未想过自己的人生会与陶瓷产生交集。
  从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喜欢手工作品的她在
西安开启了创业之路，卖手机壳、卖酸奶……2019
年，在父亲的建议下她选择回到家乡。
  此时，位于黄堡镇的陶瓷文化特色小镇——— 耀
瓷小镇正趁着东风蓄势发展，2019年11月，经过考
察，父亲李少勇在此成立了工作室——— 天青韵陶瓷
工坊。看着父亲一日日地琢磨、创作，听着游客的认
可和夸赞，李慧珊心想，“说不定，我也会和陶瓷擦出
火花”。
  2019年夏天，李慧珊跟着父亲学习陶瓷刻花，与
传统耀州窑“半刀泥”刻法不同的是，她选择和父亲
学习图案表达更为立体和丰富的浮雕干刻法。一开
始，她从刮掉图案周边的“地子”练起，虽有绘画功
底，但在泥坯上刻花绝非易事，因用力不稳，捏烂泥
坯或刻透泥坯是常有的事。“浮雕干刻费时费力，而
且我的花纹比较复杂，那段时间，刻坏的太多了，就
和小时候做错事一样，不敢跟我爸说。”李慧珊笑着
说道。
  慢慢地，李慧珊的技艺不断精进，刻出的作品也
大受欢迎。与耀州窑传统刻花纹饰不同的是，李慧
珊的刻花元素更为多元，传统文化中的桃夭、木兰、
貔貅、九色鹿，诗句中的“海上生明月”“云想衣裳花
想容”“云深不知处”“独钓寒江雪”“疏影横斜水清
浅”，《唐宫夜宴》舞蹈等元素都成为她创作的灵感。

“我喜欢咱们的传统文化，慢慢地不断发散思维，将
生活中的感悟进行现代化的融合，形成我个人的风
格。”李慧珊告诉记者，喜欢她作品的人年龄层在20
岁到40岁之间。经常有人在朋友圈找她定制瓷器，
还有许多游客看了直播后专门从西安等地到黄堡购
买她的作品。
  刻花，便是把刀作笔，把坯作纸，古人将他们那
个时代的审美、文化、民俗刻画在瓷器上，而今我们
当代人也有自己的审美和现代文化，在李慧珊眼里，

她所创作的大宇航家系列、赛博朋克系列就是当下
时代的产物，它们会随着瓷器一直流传下去，“若干
年后，兴许有人通过这些瓷器上的花纹，来想象、研
究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百态，这么看来，坚持手工创
作就非常有意义、有价值。”
  在瓷器届，大多买家更认可名家，作为初出茅庐
的匠人，李慧珊的作品一“出道”就大受欢迎。2021
年，“四大才子拟人系列”承盘烧制完成，刚一拿到西
安，就被抢购一空。就在几天前，为了购买敦煌壁画
元素的九色鹿承盘，李女士专程从西安赶来，可惜的
是，许多手工陶瓷都是一款一件，李女士未能如愿，

“我买瓷器，不看名家，只看作品。当时在直播间一眼
看上了九色鹿承盘，很独特，没想到是出自一个年轻
女孩之手。”李女士和朋友一边挑选瓷器，一边说道。
  精湛的技艺、不拘一格的想象力、大胆的创意，

是李慧珊“出道”便受欢迎的核心竞争力。“创新和设
计会越来越有力量，只有这样，手艺人才能提升到艺
术家的层次，作品才会有更多附加值。”对于坚持手
工创作，李慧珊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突破传统耀
州瓷设计风格是大多数新时代匠人的追求，作为带
领女儿入门的师傅，父亲李少勇丝毫不吝啬对她的
赞美，“惠珊以独特的审美方式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的精髓及国学文化融合到青瓷工艺上，繁而不俗，简
而有意境，作为师傅，我很欣慰。”起初，他认为女儿
的作品都是一些“娃娃们才喜欢的”，没想到别致的
创意给女儿和耀州瓷带来了一批年轻的粉丝，尤其
是动植物拟人系列非常畅销，李少勇坦言，“她的创
意是她们这一代人的成长记忆，也是她们的未来。
后来我就鼓励她、支持她，按自己的思路做好作品，
做精作品。”

新匠人 新创意 新耀瓷
本报记者 张梦焕

  当日子从正月天里一步步走出来，小草就开始
萌芽探头，树枝新芽初见鹅黄，沮河水哗啦啦流淌，
水光潋滟，药王山古庙会便于农历二月初二如期
而至。
  民祭药王孙思邈的习俗，从唐宋时期一直沿袭
到今天。千年药王故里以孙塬镇孝雷村先祖娘亲舅
家为根，农历二月初二当天便会见证祭祀先祖药王
孙思邈大典。
  庙会在历史的长河中代代延续。千年香火走到
今天，当那些荣耀和繁华永远地尘封在岁月的深处
时，药王故里民祭大典却穿过历史的风尘从容走来，
依然活跃在耀州人的心上，孙思邈的名号早已深入
人心。
  每年，在药王故里参加完“祭祀大典，祈福平安”
的耀州人便又开始新一年的忙碌。
  年年“二月二”，今又“二月二”，千年不变，人人
皆知。所以“二月二”的药王故里和药王山庙会人山
人海，盛况空前。祈福平安和健康的人们，都会在这
一天来到药王故里，祭拜药王孙思邈。医药界代表，
商会界代表、文化界代表等等千里迢迢，不惜车马劳
顿从四面八方赶到药王故里。
  于是耀州小城一夜之间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各
地的小商、小贩，杂耍、文玩、戏曲等也都云集斯地，
好不热闹。
  农历二月时，耀州人见面第一句话便是，“上山

拜爷了没？”耀州人把药王称为“爷”，是亲切，更是
敬重。
  今年是我第一次走在民祭的队伍里。从孙塬村
委会出发，浩浩荡荡，庄严肃穆。我捧着一颗虔诚的
心，在拥挤的人群中，来去匆匆，热血沸腾。“祈福”是
每个人心中最大的心愿。
  初春的风，温暖了我的心房。我和同行者踏入
热闹的药王山大门，攀登药王祠的阶梯，一路虔诚，
一路欢笑。
  这是一方药王诞生、幼时读书的地方，这是一方
历经沧桑的地方，亦是一方心诚则灵的福地。古往
今来，这块土地恩泽了一方子民，延续着千年文明。
  四面八方的祈愿，一夜之间蜂拥而来，燃尽的是
香火，祈愿的是吉安。
  记得年少时，父亲第一次带我和弟弟来药王故
里，弯曲的土路坑坑洼洼。到了药王故里，先去了药
王和他父母的墓地。父亲跪地磕头，我和弟弟也学
着父亲的样子跪地磕头。来到药王祠，黑灰色的香
案上些许香火燃着，灰白色的烟，袅袅上升。来给药
王上香的都是些上了年岁的人，他们虔诚地跪拜，感
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回去的路上，我和弟弟因为
饥肠辘辘，一直盯着父亲紧握的一袋苹果，闻了一路
散发着香味的糕点。
  如今“二月二”，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烟花缤纷，
祭品花样层出不穷。吹拉弹唱，水袖飘舞，仪式感满

满，美好的愿景，随着音乐和舞蹈荡漾在春天的时
空里。
  孙塬人举办盛大的民祭活动，以祈求来年农事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家和兴旺，平安健康，祈愿药王
庇佑。这是自古以来孙思邈的子孙对药王的敬畏，
体现了孙塬人不断进取、追求美好生活的朴素心理。
  药王故里的人更明白，国家政策好，农村人心
齐，才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药王故
里才能香火鼎盛，绵延不绝。在孙塬村入口左侧，药
王广场上巨大的孙思邈石像非常壮观。铜川以药王
文化助推的艾灸、推拿、护理等中医药产业链项目正
加快建设。
  现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产业蓬勃发
展，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公共设施提档升级，业兴村
强、民富人和、柏油路宽敞喜人。儿时印象中父亲在
药王祠祈福的情景已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在新时
代的春风沐浴下，“二月二”庙会继续迸发着新的活
力与生机。
  “二月二”庙会前夕，外地几个同学不约而同地
要来药王山上香、逛庙会。当天，同学们欢呼雀跃地
聊着，回顾着记忆犹新的过往，目睹着经历变迁后的
现状，有感悟、有向往，一切都让人感动。此情此景，
让我思绪万千，明年是否可以邀请弟弟一家人来药
王故里看看呢？想到这儿，似有明媚的阳光投进我
的心里，映照出说不出的喜悦。

“二月二”，去了药王故里
陈玉莲

  “手机一扫，人面纹彩陶葫芦瓶的图片文字都可以看到，非常
详尽，这样逛博物馆就更有趣了。”近日，记者在铜川博物馆发现，
部分馆藏文物都配装了“身份证”，一张小小的二维码，游客只需
用手机扫一扫，就可以遍览文物的历史变迁，了解文物背后的
故事。
  为了让展陈文物活起来，充分发挥博物馆力量，铜川博物馆
创新工作举措，运用技术加持，推进科技与文化融合，通过识别陈
列在展柜实物旁的二维码，该文物的相关信息便会跃然屏上。据
了解，铜川博物馆本次选取了20件馆内精品文物，包含陶瓷器、青
铜器、金银器及石质文物，时间跨越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建国前，
这些文物外观精美且观赏性高，并且在不同时代都有典型的代表
意义，历史价值较高。
  铜川博物馆副馆长陈晓捷介绍说：“这次创新是铜博让‘文物
活起来’的一次有益尝试，下一步我们将逐步扩充相关文物，继续
加大展陈提升改造，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促进文旅事业
融合发展。”

  为了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两山”理念，以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工
作为抓手推进“文旅+教
育”融合发展，近期，玉华
宫景区联合铜川市玉华第
二小学共同开展了“弘扬
玄奘精神，我为家乡添片
绿”植树节爱国主义教育
研学活动。
  通讯员 柴瑞昕摄

  日前，一段名为《王益文旅局出战 姜女故里变装》的短视频
迅速火爆，视频主人公身穿现代服装与一袭红裙伴随着古风音乐
在原汁原味的秦风建筑中来回转换，似乎带着观众也穿越回2000
多年前的大秦，一起探寻那片传奇大地上的故人往事。而视频中
的秦风建筑便是我市王益区孟姜塬秦人村落景区。
  “通过我们的视频，游客能够真实感受到孟姜塬秦人村落的
秦风文化和景观。王益区还有军台岭战斗遗址、耀州窑博物馆等
一系列的文旅项目，我们会真诚地做好餐饮、住宿、休闲等一系列
旅游服务保障工作，欢迎大家到王益旅游休闲。”王益区文旅局副
局长孔纯热情地邀请道。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近年来，王益区深耕探索文旅融合发
展新模式，从2015年着手对孟姜塬资源现状、开发基础、建设条件
等方面进行实地调查、研讨分析和案例研究，制定孟姜塬文化旅
游开发及美丽乡村东塬示范片区建设规划，将孟姜塬打造成自然
资源、乡村建设、农业发展融通的“秦人村落”。这里以姜女文化、
秦人文化为核心内容，主景区为秦风格的仿古建筑，同时设置文
旅农旅产品展销、文化研学旅行推介、非遗项目宣传体验三大板
块内容，着力打造区域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升级版。
  盘活红色资源，打造文旅融合新路径。军台岭村是远近闻
名的“红色”村，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王益区依托军台岭
战斗红色文化资源，深挖军台岭战斗精神内涵，战斗堡垒等红
色印记，整合皂角树的爱情故事，红色文化研学体验路等鲜活
主题，与红色主线相得益彰，指引后人追寻先烈足迹、学习战斗
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将信仰之根深深植入心间。军台岭战斗遗
址项目盘活了红色资源、扮靓了红色村庄、让沉睡的红色资源
成为教育后人的资本、富民兴村的资产。目前，军台岭文化旅
游项目正在紧张建设中，该项目建成后不仅为王益区增添一道
靓丽的文化旅游风景线，而且将有效促进王益区旅游产品结构
实现从资源依托型到市场导向型的战略转型，从而推动王益旅游
业创新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吴洋凯）近日，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妇联联
合开展了“巾帼有礼　文旅有仪”礼仪培训活动，市文化和旅游
局、市妇联近50名女性干部职工参加培训。
  活动现场，礼仪老师结合实际，全面、系统地讲解了工作和生
活中的社交礼仪、服务礼仪、接待礼仪、形体礼仪等知识，对日常
工作和生活中常用的形体礼仪标准以及如何养成良好的礼仪素
养习惯做了详细的理论讲解和现场实操示范。活动现场互动性
强，气氛活跃。
  此次活动的开展，让参与者真切地感受到礼仪立身、素养修
心的重要性。大家纷纷表示，要把礼仪文化应用到实际工作和生
活中，争做知礼仪、讲素质、树新风的文明使者，展现新时代女性
的良好形象。

  本报讯 （通讯员 韩翠玉）为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作用，
宣传广大妇女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近期，省
妇联授予了一批“陕西省巾帼文明岗”“陕西省巾帼建功标兵”“陕
西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荣誉称号。在此次表彰中，市旅游服务
中心荣获“陕西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市旅游服务中心重视女性职工发展，维护女职工
权益，促进女职工“半边天”作用发挥，为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一是主动作为，搭建平台。市旅游服务中心
是集旅游接待咨询、铜川旅游线路及景区展示、旅游信息发布
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公益旅游服务机构。工作岗位以女性为
主，现有女职工占比达三分之二。二是激发活力，打造品牌。
该中心积极吸引培养女性人才，努力打造一支业务精、素质强
的讲解接待队伍。自主创建以“i游铜川”为主题的文化旅游咨
询日品牌活动，深入景区等基层一线，做优质旅游咨询服务，实
现服务送到家，有效推动了我市文旅事业的发展。打造“铜川
旅游”“铜川游记”线上文旅宣传品牌，运用新媒体手段和平台
宣传铜川文旅信息，为广大游客来铜旅游提供了详尽便捷的文
旅资讯。该中心先后获得“铜川市巾帼建功先进集体”“市级文
明单位”“青年文明号”“五星级党支部”等荣誉称号。三是文旅
担当，志愿服务。该中心立足铜川文旅事业发展的实际，于2018
年成立了一支以女性职工为主的精品志愿服务队伍，设置志愿
服务站、学雷锋志愿服务岗。志愿服务队先后提供文旅信息咨
询、交通疏导、防疫宣传服务、“大雁排队”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
活动，为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了超7000小时的志愿服务，该中心
还全面汇聚志愿服务力量，积极投身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
大潮。

市旅游服务中心荣获

“陕西省巾帼建功先进集体”称号

王益文旅深度融合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通讯员 罗速速

铜博文物装上了“身份证”

本报记者 张梦焕

“巾帼有礼　文旅有仪”

礼仪培训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