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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山西省新绛县王庄村的绛州澄泥砚
文化园，精品馆中陈列的 500 多方澄泥砚雕刻精
美、造型多样，令人大饱眼福。前来参观的游客
连连赞叹：小小砚台竟能做得这么精致！

澄泥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中唯一的陶砚，用经
过澄洗过滤的细泥烧制而成，质地细腻，莹润素
雅，发墨快，不伤毫。澄泥砚制作起源于西汉时
期，唐宋时兴盛，以山西绛州澄泥砚为主要代表。

澄泥砚制作工艺于明末清初失传。为了抢救
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新绛县蔺永茂、蔺涛父子
多方搜集资料，多年反复试验，终于恢复了澄泥
砚的生产。古老的传统工艺在当代重焕光彩。

多年钻研 恢复技艺

新绛县古称绛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1984 年，蔺永茂从新绛县文化馆调到县博物

馆工作，借此机会，他阅读了大量历史文物类书
籍。《砚林脞录》记载“绛人善制澄泥砚”，清乾隆
帝曾为宋代澄泥砚题铭，赞其“抚如石，呵生津”。

“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对澄泥砚的兴趣越来越
浓，萌生了恢复澄泥砚制作技艺的想法。我从事
美术工作 30多年，做设计和雕刻都没问题。新绛
又有丰富的汾河冲击泥沙……”蔺永茂心头火热，
马上行动起来。

古籍中关于澄泥砚制作方法的记述比较粗
略，要想恢复这一失传已久的工艺，各个环节都
得自己摸索，困难重重。

“寻找泥料就用了两年。”蔺永茂说，由于汾
河河床、水量和水质变化，文献中记载的“缝绢
袋于汾水中，逾年而后取”的方法已不适用。蔺
永茂和儿子蔺涛沿着汾河下游两岸的沟沟壑壑仔
细寻找，凡是历史上汾河流经的区域、地层沙土
中含有蚌壳化石的地方都进行采样试验，终于找
到合适的泥料。

这只是开始。原料怎么配比？建什么样的
窑？用什么燃料？如何控制温度？一个个难题摆
在父子俩面前。

一窑一窑地试，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火烧
眉毛、土窑爆炸的危险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终于在 1991 年烧成两块澄泥砚。经过 3 年技术锤
炼，1994 年，蔺永茂、蔺涛父子烧制的绛州澄泥
砚在中国名砚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专家的肯定和社会的认可，让我们兴奋之
余，更感到任重道远。”蔺永茂说。父子俩继续钻

研，完善技术，形成了一套从进窑到出窑、升温降
温、调控气氛与色彩的成熟烧造工艺，不仅烧成了
鳝鱼黄、蟹壳青等颜色，还烧出了五色澄泥砚。

2008 年，砚台制作技艺 （澄泥砚制作技艺）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蔺永茂被评为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潜心创作 培养人才

绛州澄泥砚的制作需经过滤、制坯、雕刻、
煅烧等十几道工序，生产周期长达一年，仅澄清
过滤就需四五遍，过滤后的泥要包覆塑料膜静置6
个月，定型阴干还需3个月，成品率仅三成。

然而，由于失传几百年，制作如此考究的绛
州澄泥砚问世后，一开始市场知名度并不高。

“文化事业要慢慢来，急不得。”蔺涛潜心创
作，自主开发了数十个系列产品。他从当地历史
故事中寻找灵感，创作了嫘祖养蚕砚、舜吟南风
砚等古中国系列砚；为庆祝清华大学百年校庆，
设计了100方造型各异的荷塘月色砚；挖掘山西各
地文化特色，推出“一县一砚”；弘扬革命文化和
时代精神，制作红色革命圣地主题、廉政主题等
红色系列砚。

蔺涛带着作品参加国内外各种比赛和展会，
扩大澄泥砚的影响力。云海腾蛟砚、和平砚等7件
作品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世界杰出手
工艺品徽章”。

渐渐地，绛州澄泥砚的品牌立了起来、推了
出去。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蔺涛用心培养学
徒、组建团队。张迎利就是其中一员。

走进位于新绛县光村的绛州澄泥砚研制所，
只见张迎利正在台灯下细细雕刻一方砚台。她 16
岁拿起雕刻刀，从事砚雕已有23年。

“我在这里感受到澄泥砚的魅力，也实现了自
我价值。”在今年举办的第二届“全国文房四宝用
品制作砚雕技能竞赛”决赛中，张迎利获得“全
国澄泥砚雕刻技术能手”荣誉称号。“我要继续精
进雕刻技艺，为传承澄泥砚文化尽一份力。”

47 岁的范友良也是绛州澄泥砚研制所的骨
干。2002 年，范友良开始学习制作澄泥砚，从枯
燥的泥沙过滤学起，“每天头一件事，就是把缸里
滤出的水排出去，再灌满。重复一个月，才能得
到合格的泥”。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范友良学到
了手艺，也磨炼了心性。

现在，范友良主要负责泥料制取和烧造，还
带了不少徒弟。今年2月，运城市授予不同行业的
10 名精英“河东工匠”荣誉称号，范友良获此殊
荣。“对我来说，制作澄泥砚不只是一门手艺，更
是一种责任。”他感慨道。

“非遗传承关键要靠人才。”为了提升团队成
员的专业技能、拓宽艺术视野，蔺涛定期选派业
务骨干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景德镇陶瓷艺术
学院等院校深造。

目前，绛州澄泥砚研制所40多人的团队中有1
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2名省级非遗传承人、1名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3名中国文房四宝制砚艺术大
师、3名山西省工艺美术大师。

搭建平台 发展产业

会议室里，绛州澄泥砚第三代传承人、蔺涛
之子蔺霄麟和他的团队正在复盘一周的直播工作
和网上销售情况。

2019 年，蔺霄麟从韩国留学归来。那时候，

绛州澄泥砚的制作技艺已经很成熟，生产也从作
坊式走向企业化。

“我能做些什么？”在苦练基本功的过程中，
蔺霄麟找到了答案，“传统澄泥砚产量少、价格
高，多用来收藏。要让它走进大众生活，必须创
新品类，更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和需求。”

蔺霄麟组建起自己的小团队，设计开发澄泥
砚文创产品，还开设了网店，通过网络直播介绍
澄泥砚的历史文化和制作技艺。

蔺霄麟在设计中注入更多时尚元素，开发出
“玲珑”系列砚、“云水”系列砚、“一砚三用”系
列等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和观赏性，受到年轻
人青睐。他还通过调整窑内温度和氛围、砚坯摆
放位置等，让烧制出的澄泥砚颜色更加丰富。

“我们团队不断创新，推出有颜值、有卖点的
产品，希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澄泥砚、喜爱澄泥
砚。”蔺霄麟说。

近年来，蔺涛着力打造绛州澄泥砚文化园，以
此为平台实现规模效应，推进文旅融合。“园区的定
位是‘新绛文化会客厅’，让游客可以一站式了解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新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级
政府的支持下，园区已经初具规模。”蔺涛说。

2022 年，绛州澄泥砚文化园被评为山西省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文化园占地 42 亩，除了澄泥
砚，还入驻了云雕、木版年画、面塑等 20多家当
地非遗企业。

“今年以来，除了特殊天气，园区里基本每天
都会迎来研学和参观团队，‘五一’小长假期间接
待了 1万多人。”蔺涛介绍，绛州澄泥砚文化园正
在建设酒店等配套设施。未来，这里将成为集交
流、展示、技艺体验、旅游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
综合文化园区。

不久前，在北京举办的第五十届全国文房四
宝艺术博览会上，绛州澄泥砚研究所与太原科技
大学、太原师范学院等院校合作的文创产品吸引
了许多人关注，现场售出200余块砚台。

“政府在推动企校合作方面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和支持。”蔺涛表示，未来将为高校师生研学和社
会实践提供更好的条件，也期待通过跨界合作带
来更多创新活力，将绛州澄泥砚打造成一张闪亮
的文化名片。

拉斐尔、提香、鲁本斯、伦勃朗、安
格尔、莫兰迪、夏加尔、草间弥生、蔡国
强……在中意文化和旅游年闭幕之际，中
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乌菲
齐美术馆携手推出“心影传神——乌菲齐
美术馆藏大师自画像展”，50位艺术大师的
自画像云集一堂，向观众展现艺术史上群
星璀璨的光辉。

本次展览是继去年“意大利之源——古
罗马文明展”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
文博界同行合作推出的又一重磅大展，再
次见证了中意友谊在文化交流中传承发展。

乌菲齐美术馆位于文艺复兴的摇篮、
欧洲著名艺术中心佛罗伦萨，素以收藏诸
多绘画巨匠之作闻名于世。自17世纪60年
代以来，乌菲齐美术馆已收藏超过 1800 幅
艺术家自画像。“自画像是肖像画的特殊类
别，不仅记录了画家的容貌形象，也为研
究其时代风格、社会文化提供了珍贵资
料，更是画家精神世界的自我呈现。”中国
国家博物馆国际与艺术展览总监潘晴介
绍，本次展览从乌菲齐美术馆馆藏中精选
了文艺复兴时期至当代的 50幅艺术家自画
像，勾勒出自画像体裁从16世纪至21世纪
的变迁，让观众一睹这些艺术家的容貌风
采，从中也可以看到艺术家所处时代的社
会风尚与文化特征。

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拉斐尔·
桑齐奥的自画像，这是一幅举世闻名的珍
品。拉斐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之一，
虽然英年早逝，但在其 20多年的绘画生涯
中留下了许多经典作品，对西方艺术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在这幅半身像中，拉斐尔
披着一头栗色的齐肩长发，头戴一顶黑色
帽子，面容白皙、眼眸乌黑，侧身望向前
方，脸上流露出专注而忧郁的神情。

“弗拉芒画家王子”彼得·保罗·鲁本斯
是巴洛克艺术先驱，他的自画像将巴洛克
风格展露得淋漓尽致。鲁本斯在 46岁时绘
制此画，画中他呈四分之三侧身角度，络
腮胡勾勒出面部轮廓，头戴宽檐帽，颈上
戴一条金项链，彰显其尊崇的社会地位。

荷兰画家伦勃朗·凡·莱茵善于以明暗对照法来还原真实。展出
的这幅自画像作于伦勃朗去世前不久，他已无意美化自己，饱经沧桑
的面孔似乎凝聚了他一生的故事。

展览中不乏亚洲艺术家的作品。草间弥生的自画像带有日本漫
画风格，以独具特色的圆点构建脸庞和上半身，搭配画作背景里的
网格状图形，表现出超越世俗教条的形象。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
以瑰丽壮观的烟火表演而蜚声国际。他的自画像用火药创作而成，
头顶上方有一朵绽放的烟花。

沉浸式光影体验空间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此部分以“14世
纪到 17 世纪欧洲文艺复兴”为主题，通过 360 度全息投影融合技
术，展示乌菲齐美术馆收藏的数十件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等
艺术珍品，包括波提切利、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提香等大师的杰
作。“光影展厅打破了传统的静态画框式展示方式，将这些经典作品
进行‘解构再创造’数字化高清呈现，使名作栩栩如生。”潘晴说，
在展览中，观众不仅能近距离欣赏艺术家“不朽的面容”，还可以与
他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9月10日。

什么样的建筑才能被认为是 20
世纪建筑遗产？为什么我们要关注、
保护这些年代并非很久远的建筑？它
们在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家庭中处于什
么位置？

近日，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
筑遗产委员会携手五洲传播出版传媒
有限公司在北京举办 《20 世纪建筑
遗产导读》新书分享会。专家学者畅
谈建筑遗产的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讲述它们背后的动人故事。

建筑是凝固的音符。它们凝聚着
创作者的巧思，承载着具有地域特色

的历史文化，映照着此间的百姓生
活。20 世纪经典建筑是对 20 世纪百
年历史风云的记录，是当时人们对生
活与美的理解和呈现。

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
指导下，中国文物学会 20 世纪建筑
遗产委员会历时 3年，组织 20多位建

筑文博设计界专家及高校教师编撰
《20 世纪建筑遗产导读》。此书既是
面向国内建筑业界与大众的 20 世纪
建筑遗产普及读本，也是让世界领略
中国现当代建筑瑰宝的窗口。书中介
绍了中国 20 世纪经典建筑项目特
色、历史文化背景，并讲述了多位中

国建筑师的创作人生。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说，

《20世纪建筑遗产导读》 是在“让更
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大势下
问世的。2016 年以来，中国文物学
会、中国建筑学会已经推荐公布了6
批共计597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
目，它们丰富了中国文化遗产宝库，
让建筑遗产这一遗产类型为更多人所
了解。希望此书能进一步推动建筑文
化普及，助力“文化城市”建设，凝
聚社会公众保护 20 世纪建筑遗产的
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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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澄泥砚重现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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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中的拉斐尔·桑齐奥自画像。 陈 拓摄

▲展厅布景。 陈 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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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涛创作的云海腾蛟砚。 高新生摄 ▲蔺永茂（右）、蔺涛（左）父子工作照。 受访者供图

▲蔺霄麟雕刻砚台。 高新生摄

▲蔺霄麟设计的“玲珑”系列砚。高新生摄▲蔺霄麟设计的“玲珑”系列砚。高新生摄

▲参观者拍摄展品。 陈 拓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