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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城人家，总有一方笔墨纸砚的天地，

闲暇时挥毫几笔，花鸟山水细细勾勒。漫

步安徽宣城街头，这边是繁华热闹的商厦，

那头是文房四宝的商铺，不同风光，各自

安然。

多年来，笔墨纸砚涵养着宣城人的书

画气质，一批批非遗传承人、文创团队以及

书画爱好者，承上启下、开拓创新，让这座

书画之城迸发出新的活力。

非遗传承人

将 承 载 传 统 文 化 的 技 艺
世代传下去

青檀树皮，沙田稻草，经过 108 道工序

千锤百炼，就成了宣纸。

纸浆池边，紧握竹帘，向上抬起，入池

轻 晃 。 浆 水 流 经 竹 帘 发 出 哗 啦 响 声 ，细

碎 的 纸 浆 在 竹 帘 上 沉 淀 凝 结 ，在 周 东 红

的 手 中 ，一 张 薄 纸 已 然 成 形 。 今 年 54 岁

的 他 ，已 在 中 国 宣 纸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泾 县

宣 纸 厂 工 作 了 36 年 ，捞 了 1000 多 万 张

宣纸。

捞纸动作看似简单，可每捞一张纸，纸

槽中的纸浆浓度都在降低。越往后捞，唯

有下水深，动作慢，纸浆才能充分停留，保

证每张宣纸重量一致。其中的微妙变化，

全凭手的记忆。

周东红的双手长期泡在水中，天热易

脱皮，天凉会冻伤。固然辛苦，他却始终坚

持。“做了这么多年宣纸，对这门传统工艺

有感情。”他坦言，以后想带出更多的年轻

人，让这门传统技艺流传下去。

邢春荣是宣纸制作技艺国家级非遗传

承人，平日里尤其喜爱书法绘画，多年制纸

生涯让他从书画门外汉变成了行家里手。

邢春荣觉得，在自制的宣纸上挥毫，别有一

番滋味，“画山水的宣纸得润墨性好，才能

画出云雾缭绕的效果。棉料类的宣纸适合

写书法，不容易跑墨。”

“一方砚台看似普通，却集诗、书、画、

印、雕刻、文字于一体。”宣砚制作技艺省级

非遗传承人黄太海说。宣砚的特点是黑亮

如漆、研之无声、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他

认为，制砚的关键在于设计与雕刻，从亭台

楼阁到虫鱼鸟兽，均可精雕；从诗词歌赋到

格言警句，亦可细琢。

在黄太海看来，砚台这种小众的文具，

将实用性与观赏性相结合，正逐渐融入普

通人的生活。“在宣城，随意走进一户人家，

墙上都挂着几幅字画，书房里总能见着笔

墨纸砚，这都是文化呀。”他感慨地说，文房

四 宝 的“ 流 行 ”，支 撑 着 他 将 这 门 手 艺 传

下去。

书画爱好者

笔 墨 纸 砚 潜 移 默 化 间 融
入生活

提笔、蘸墨，掭笔、挥毫，“艺无涯”3 个

遒劲有力的大字跃然纸上。朱永龙放下

笔，呷一口茶，叹了口气：“老咯。”

今年 82 岁的朱永龙，是宣城泾县黄田

村人。他打小就喜欢笔墨纸砚，尤其对书

法感兴趣。“小时候逮着机会就在旧报纸上

练字，后来我专门腾出个房间放置文房四

宝，一有时间就练习。”朱永龙家中挂着许

多书法作品，从对联到格言全是他自己写

的，提起这些，老爷子流露出一丝得意。

写了几十年书法，在老朱看来，书画已

然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心情好时要写，

直抒胸臆；心烦意乱时也要写，沉心静气。”

朱永龙的家中，光宣笔就有十几种，宣纸更

是收藏了厚厚一摞。

一样喜爱书画的还有市民沈行。“我七

八岁时就帮祖父磨墨，祖父写字我在一旁

看，觉得很有趣。直到他解释了字的含义，

我才意识到这是一种文化。”沈行说，祖父

已去世多年，但祖父写字画画的场景仍然

历历在目。在他的家庭，从祖父到父亲，再

到女儿，一家人都能书善画。

如今，宣城有不少与笔墨纸砚相关的

文化地标：宣纸文化园、胡开文墨厂、宣砚

小镇、宣笔厂……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这

些地方依旧吸引了不少市民“打卡”。亲手

做一张宣纸；体验雕刻砚台的乐趣；平日里

练字、画画……可以说，笔墨纸砚潜移默化

间融入寻常百姓家。

宣城市宣州区文艺创作指导中心工作

人员黄朝江介绍，“过去写字、绘画的以中

老年人为主，现在有不少小孩和年轻人主

动来学习。加上近年来‘书法进课堂’活动

的普及，宣城的书画氛围越来越浓厚了。”

文创设计师

创 新 开 发 让 文 房 四 宝 迸
发新活力

2004 年开始，宣城每两年举办一次文

房四宝之乡文化旅游节，将文房四宝与书

画表演、文化旅游相结合。2019 年，宣纸文

化园共接待游客 20.2 万人次，其中研学游

和亲子游为 6.5 万人次。文旅融合极大提

升了宣城市民的艺术兴趣和欣赏能力。

如果说笔墨纸砚是连接传统文化与大

众的纽带，那么文创产品的开发，则使之迸

发出新的活力。

宣纸书灯古朴雅致，“一日一诗”别出

心裁……宣纸文化园里，陈列着不少精美

的文创产品，由中国宣纸股份有限公司宣

纸文创团队开发。

“如何使阳春白雪的文房四宝更接地

气，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8 岁的团

队成员李勇认为，传统宣纸已经进入产品

成熟期，创新角度大多是在尺寸、厚度上的

个性化定制，“结合近年来兴起的研学游，

我们正深度挖掘笔墨纸砚的元素，开发各

种创意产品，将其从书画家的案头带去千

家万户。”

“一日一诗”的创意就来源于他。小小

木盒中，缩小版的笔墨纸砚依次排列，随盒

附赠一首小诗，随时可临摹练习。“过去的

文房四宝不便携带，我们结合‘书法进课

堂’设计出这个产品，能满足当代年轻人的

需求。”李勇介绍。

2017 年以来，该团队与南京艺术学院、

深圳书城、清华大学合作，推出了 80 多款文

创产品，年收入达 300 多万元。此外，团队

还开发了用宣纸打印的摄影用纸与邮票用

纸，受到欢迎。

随 着 电 商 的 发 展 ，很 多 宣 纸 文 创“触

网”，成为网红产品。泾县丁家桥镇就在全

国设有 200 多个销售网点，全年销售收入超

15 亿元。目前，泾县已有宣纸、书画纸及纸

加工企业和个体户 500 余家。2019 年年产

宣纸约 650 吨，年产书画纸 9000 余吨，年产

加工艺术类产品 2500 余吨，国内市场占有

率约为 60%，直接和间接从事宣纸产业的

员工达 3 万余人，初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

的宣纸、书画纸产业集群。

图①：宣城市第九小学的书法课堂。

张一玲摄

图②：宣纸文化园。 尹建生摄

图③：小朋友在宣纸文化园研学游。

吴章谦摄

图④：造纸工人们在晒制纸料。

王建培摄

笔墨纸砚涵养文化气质，激发创新活力

书 香 画 韵 润 宣 城
本报记者 游 仪

在夜色中，孩子们在大熊猫、老虎、海豚

标本旁边支起帐篷，科普专家打着手电筒给

孩子们进行讲解……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博

物馆奇妙夜”活动，自 2009 年推出以来，就受

到 了 观 众 的 欢 迎 ，成 了 博 物 馆 教 育 的 一 大

品牌。

国家动物博物馆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动物

研究所，位于中科院奥运园区，是集科研、标

本收藏与科普为一体的国家级学术机构。来

到国家动物博物馆，远远看去，其外观好似一

个 DNA 双螺旋结构。

走 进 博 物 馆 ，每 个 展 厅 都 令 人 目 不 暇

接。濒危动物展厅以哺乳动物为主，展示了

白鱀豚、长臂猿等物种，以及其他多种濒危哺

乳动物。

在濒危动物展厅的一个独立展柜内，陈

列着黑白两色的两件动物标本。黑色的是长

江江豚，白色的则是几乎灭绝或者功能性灭

绝的“长江女神”白鱀豚。

鸟类展厅里，展出了 500 余种鸟类标本，

涵盖了我国 1/3 的鸟类物种。

动物多样性与进化展厅着重介绍了各类

群动物的主要特征，以及它们在自然界的演

化历程。

无 脊 椎 动 物 展 厅 陈 列 了 琳 琅 满 目 的 贝

壳、珊瑚，以及各式各样的蜘蛛等。

国家动物博物馆副馆长张劲硕介绍，国

家动物博物馆建筑面积 7500 平方米，布展面

积达 5500 平方米，设有 9 个常设展厅、1 个流

动展厅和 1 个 4D 动感电影院。目前博物馆展

厅内共展示各类动物标本 6500 余件，分为科

学知识展示、动物标本展示和生态景窗展示，

通过声音、展示灯光、紫外光、多媒体、动物标

本实物、图片文字、生态环境重现等手段，把

学习动物知识、保护野生动物的理念贯穿在

整个展示过程中。

丰富的科普活动是国家动物博物馆的一

大特色。除了“博物馆奇妙夜”活动，科普讲

堂、昆虫工作坊等活动也举办了百余期，受众

超过万余人。

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老师们还带领动物爱

好者、自然爱好者，走进天坛公园、奥森公园、

麋鹿苑、野鸭湖自然保护区等地，开展观鸟活

动。此外，中科院动物所拥有多个野外研究

基地，国家动物博物馆借助这一优势，组织公

众特别是青少年，前往这些地区开展野外科

学考察体验活动。

“在国家动物博物馆，我们不仅可以学到

与动物有关的科学知识，更能感受到动物带

给我们的自然之美，以及与动物相关的人类

文化。”张劲硕说，这里更是一所科普学校，让

我们不断去思考、去探究、去热爱我们所生活

的世界。

推出博物馆夜游、昆虫工作坊等，国家动物博物馆开展丰富活动

这所“科普学校”真奇妙
本报记者 王 珏

安徽省宣城市被
称为“中国文房四宝之
乡”，笔墨纸砚作为连
接传统文化与大众的
纽带，早已融入当地人
的生活，共同涵养着城
市的文化气质。

核心阅读

本版责编：智春丽 陈圆圆 刘静文

2020 年 10 月，第十六届中

国青年科技奖颁奖仪式举行，

10 名特别奖从百名获奖者中

优中选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教授孙津济就是其中一员。

用于测绘、国土资源调查

的卫星，主要靠上面的相机对

地观测。由于轨道很高，太空

中的干扰造成一丁点偏移，实

际观测误差就可能高达数十公

里。孙津济的工作，就是研究

如何控制卫星、空间站等航天

器的姿态。

上世纪末，我国掌握了基于机械轴承的飞轮技术，但用

机械轴承做支承，有接触摩擦，姿态控制精度不高。为了进

一步提高我国卫星姿态的稳定性，孙津济跟随中科院院士

房建成研究磁悬浮飞轮技术。

用磁悬浮轴承支承飞轮，阻力几乎为零，体积更小，功

耗更低。然而，磁悬浮飞轮转起来太快，每分钟可达上万

转。在高速运转情况下，既要保证系统的稳定，又要降低轴

承的功耗，实现难度非常大。

“这项研究不仅要选择好材料，设计好磁悬浮轴承结

构，还要写复杂的控制算法。”孙津济说，国外严密封锁这一

技术，能查到的相关资料止步上世纪 80 年代。有专家担

心，这项工作太尖端，国内没基础，恐怕做不成。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 10 多年钻研，房建成带领团队

研制出了磁悬浮飞轮和磁悬浮控制力矩陀螺。孙津济也迅

速成长，成为团队的核心骨干，攻克了磁悬浮轴承中永磁、

电磁的精确配比问题，还提出了满足航天需求的多种新型

磁悬浮轴承结构及其设计方法。

孙津济的科研生涯并非一帆风顺。有一次，他听说有

一种更薄的磁性材料，便尝试将其用在飞轮样机上。可测

试后，飞轮功耗反而增加了一倍多。原来，材料是薄了，但

该材料其他特性极大增加了耗能，实验不得不重做。

“理论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做研究千万不能想

当然。”孙津济说。从那以后，他做实验更加严谨，在前期准

备时多花时间，让后续工作更加顺畅。他参与研制的我国

首台五自由度全主动控制磁悬浮惯性动量轮型号产品，成

功搭载在我国新技术试验卫星“实践九号”上。

在泉城济南长大的孙津济说，他喜欢潜藏在地底下的

泉水，喜欢它奔涌而出时的活力。“我做科研，下的是笨功

夫。”孙津济说，“未来，我们还要研究新一代姿态控制技术，

接着做‘笨’事，挺好。”

图为孙津济在调试磁悬浮飞轮。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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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科研，下的是笨

功夫。 ——孙津济

■传承·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R

本报洛阳 1月 21日电 （记者毕京津）经过持续近一年

的清理和发掘，位于河南洛阳的隋唐洛阳城宫城玄武门遗

址日前初现全貌。

据悉，20 世纪 80 年代，考古人员结合史料记载和勘探

试掘，确定玄武门遗址位于洛阳市老城区唐宫路以北、玄武

门大街以南、定鼎北路以东位置。2020 年 2 月，由国家文物

局批复的玄武门遗址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目前考古工作已发掘出唐代门道、墩台、马道、城墙等

遗迹。发掘出玄武门为单门洞过梁式建筑结构，门洞宽 6
米，东西两侧城门墩台面宽 13.9 米、进深 16.5 米。墩台两侧

与城墙相连。城门两侧的城墙南侧有东西向直坡式马道，

东马道和西马道东西长均约 50.5 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队长石自

社说，遗址的发掘对于探索隋唐宫城的形制布局具有重要

价值，为研究隋唐至北宋宫城的形制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线

索，也为隋唐洛阳城遗址的保护和展示提供了科学依据。

隋唐洛阳城宫城玄武门遗址初现全貌

本报重庆 1月 21日电 （记者常碧罗）日前，重庆和四

川两地科技馆开展了以“云游川渝科技馆，携手共谋新发

展”为主题的线上科普活动，活动受众达 45 万人次。

重庆科技馆借助虚拟漫游技术开发设计了一套普及科

学知识的益智闯关游戏“云游川渝馆”。活动以川渝两馆吉

祥物携手闯关为主线，将实景漫游、益智游戏、知识问答等

形式融入其中。

川渝科技馆开展线上科普

本报西安 1月 21日电 （记者原韬雄）21 日，大型融媒

体直播活动“2021 丝路嘉年华 丝路云春晚”在西安启动。

启动仪式通过视频连线云直播的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

福州等地同步举行。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国家广播电

视总局指导，由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联合五洲传播中心、人

民网人民视频、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办。活动将在 2 月 3
日 19 时 30 分开始，由 24 小时云直播的“丝路嘉年华”和 3 小

时的“丝路云春晚”组成，力求呈现“丝路文化交融碰撞、全

球华人喜迎新春”浓厚氛围。

丝路云春晚融媒体直播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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