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安徽省绩

溪县为古徽州一府六县之一，徽岭徽水所

在，是徽文化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

年来，绩溪县深入实施传统村落保护相关

条例，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加大资金投入，

合理利用村落资源，体现村落价值完整性，

于 2022 年成功入选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

护利用示范县（市、区）名单。具有人文特

色的绩溪山水和山水之中散布的传统村落

巧妙分工，形成“水墨儒风、华阳至味、丹青

揽胜”三大连片区，从多个侧面呈现绩溪所

代表的徽文化魅力。

水墨儒风
大师义贾汇聚的名人文化区

绩溪在号称“东南邹鲁”的古新安，有

着“邑小士多，绩溪为最”的美誉。“水墨儒

风”片区主要传统村落有上庄村、石家村、

宅坦村、旺川村、镇头村、浩寨村冯村、庄团

村、坦头村，重点突出传统村落的人文背

景，用村落空间讲述优秀徽文化传统对人

的塑造和影响作用。同时通过创意展陈、

主题住宿、农家乐等方式，强化村落的文化

体验和旅游服务功能。

华阳至味
以徽菜为代表的民俗文化区

“华阳”为绩溪旧称。绩溪县作为古徽

州的一部分，是徽菜重要发源地之一。该

片区主要传统村落有仁里村、龙川村、湖

村、北村、水村、伏岭村、江南村、胡家村、西

川村，区域内既生产地道的徽菜原料，又培

养了大量徽厨，具有发展特色美食文化的

天然优势。同时，该片区以“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饮食文化为起点，以传统村落和传统

建筑为载体，向徽州民俗多维拓展，沉浸式

呈现徽州人民衣、食、住、行、婚嫁、节庆等

生活全景。

丹青揽胜
人文景观合一的休闲度假区

从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对“新安大好山

水”发出由衷赞叹起，无数文人墨客将古徽

州 的 秀 美 风 光 、村 落 田 园 吟 咏 得 千 姿 百

态。“丹青揽胜”片区主要传统村落有尚村、

霞水村、松木岭村、鱼龙山村、坎头村。片

区内传统村落在保护和发展过程中，突出

人文景观合一的特征，开展传统村落微景

更新，优化视觉美感，形成处处皆美景的休

闲度假区，体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田园生活意向。

绩溪县以“水墨儒风”文化名片为主

线，在统筹协调各村发展的基础上，强调差

异化发展，突出各村特色，多维度解码徽文

化。例如，石家村突出其特有的棋盘村庄

布局打造“特色风貌+”模式；上庄村突出

“文化+”发展模式；孔灵村突出“城郊+”模

式……通过形成一批“百里不同风，十里不

同俗”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示范点，实现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

图①：上庄镇上庄村一座徽派建筑的

后门门罩。 高长清摄（人民视觉）

图②至图④：传统徽墨制作程序中的

炼烟、打磨、描金。

图⑤：“胡开文”制西湖十景墨。

资料照片（影像中国）

图⑥：上庄镇尚村的民居与自然风光。

图②图③图④图⑥均由绩溪县委宣

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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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岭徽水看徽岭徽水看绩溪绩溪

本报记者 徐 靖

■走进传统村落R

自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城

向西，水声潺潺，树影葱茏，一

路 行 去 ，至 群 山 之 中 ，豁 然

开朗。

河溪成网，环绕村庄。古

朴 的 石 桥 、参 天 的 古 树 、浣 洗

的 村 民 、嬉 戏 的 孩 童 ，还 有 三

五成群的鸭子悠闲戏水，眼前

的景象宛若一幅水墨丹青，这

便 是 记 者 此 行 的 目 的 地 ——

上 庄 镇 上 庄 村 。 清 人 刘 汝 骤

赞 此 地 ：“ 竹 萦 峰 前 ，山 萦 水

聚；杨林桥旁，棋布星罗。”

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上庄镇又

称八都，清时称上川，是久负盛名的

历史文化名镇，自古商贸发达，名人

辈出。步入古镇，昨日繁华大多已

成故事，但有一物件，能够穿越历

史，成为寻觅往昔的线索——那便

是一锭徽墨。

天下墨业在绩溪

一锭墨，勾勒古今繁华

醇烟百炼久，万杵臼中锤。中

国文人素爱自称为“墨客”，将其作

品称为“墨迹”，一句“有得佳墨者，

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道尽对墨的

重视。

天下墨业，以徽墨为首。徽墨，

即徽州墨，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

唐末，著名墨工奚超举家搬迁至古徽

州府统辖的歙州，制出光泽如漆的佳

墨，深得南唐后主李煜赏识，被赐姓

“李”，之后便有了“黄金易得，李墨难

求”之说。至此，墨的主产地移至徽

州，当地家传户习，形成了辐射全国

的制墨中心。

明 清 时 期 ，绩 溪 徽 墨 达 到 鼎

盛。这一时期所制的徽墨“坚而有

光，黝而能润，舐笔不胶，入纸不晕，

清雅芬芳，久贮不变”。此外，墨的

造型中还融入绘画、书法以及雕刻

艺术，并衍生出药墨、集锦墨、精鉴

墨、彩墨等品种，墨的功能由书画工

具拓展为艺术品。

2014 年 被 列 入 第 三 批 中 国 传

统村落名录的上庄镇上庄村，是清

代制墨名家胡天柱的故乡，制墨传

统源远流长。走进上庄古村，在村

口水圳边有一处徽派建筑，名曰“胡

开文纪念馆”。其实，“胡开文”并不

是一个人名，而是胡天柱创办的徽

墨墨庄店号。

踏入纪念馆，第一眼看到的就

是“胡开文墨”创立者胡天柱的雕

像。走进里屋，只见墙壁上的 7 个

大字格外醒目——“天下墨业在绩

溪”，凸显绩溪徽墨的地位。

“坚持古法制墨是一种文化的

传承。徽墨的制作周期最少也要几

个月，说是千锤百炼而成毫不为过，

所有经验都是历代制墨师傅殚精竭

虑摸索而成。”上庄老胡开文墨厂厂

长胡嘉明说，如今，古老的徽墨制作

技艺在上庄村一如往昔。据胡嘉明

介绍，徽墨制作配方和工艺非常讲

究。“廷之墨，松烟一斤之中，用珍珠

三两，玉屑龙脑各一两，同时和以生

漆捣十万杵”。徽墨原料主要分松

烟、油烟两种，制作工艺复杂，有炼

烟、选烟、和胶、捣杵、入模、压担、晾

墨、修墨、打磨、描金等多道工序。

制墨过程中为了确保烟和胶完全融

合，要经过多次捶打，锤子重量一般

是 6 斤或者 8 斤。一块墨泥起码要

捶打 200 下，同时还要掌握力度和

角度，很是考验工人的水平。只有

敲打得恰到好处，墨泥才会变得细

本
报
记
者

本
报
记
者

徐徐

靖靖

山
水
有
墨
香

山
水
有
墨
香

徽
韵
自
悠
长

徽
韵
自
悠
长

在
安
徽
省
宣
城
市
绩
溪
县
上
庄
镇

在
安
徽
省
宣
城
市
绩
溪
县
上
庄
镇
，，传
统
手
工
制
墨
技
艺
传
承
千
年

传
统
手
工
制
墨
技
艺
传
承
千
年

——

腻均匀，韧性也会有所增加，所以也有

“墨不厌捣”之说。正因为有独特的配方

和精湛的制作工艺，徽墨素有“拈来轻、

磨来清、嗅来馨、坚如玉、研无声、一点如

漆、万载存真”的美誉。

一水环带万峰回

一锭墨，延续治学传承

徽岭横贯绩溪县，将县域划分为岭

北、岭南两个区域，上庄古镇便位于岭北

区域。这里“万峰回抱，一水环带”，中间

是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则环列着 10 座

千米以上的山峰，终年清澈见底的常溪

河从村南缓缓流过，穿过杨林桥，蜿蜒东

去，汇入新安江。

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独特的文

化生态。此处产生了一代代、一批批的

制墨能工巧匠。他们之中，有的专做墨

模，有的专刻墨印，有的专事捣制，有的

专业贩卖，分工明确。

徽墨在上庄传承至今，亦因此处的

治学传统。上庄镇宅坦村，距离上庄村

不过 5 分钟车程，2016 年被列入第四批

中国传统村落名录，有上千年历史。

宋真宗景德四年（公元 1007 年），绩

溪人胡忠建桂枝书院，供宗族子弟读书。

如今虽已损毁，但这是安徽省建立最早的

书院。

宋室南渡以后，官学衰微，而发轫于

徽州的新安理学发展很快。理学家利用

私立书院作为讲学之所，两宋时期安徽

共建有书院 32 所，其中在今宣城境内仍

留存有 6 所。

近现代以来，上庄同样人才辈出。

新文化运动先驱胡适、医学教育家汪惕

予、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教授曹诚英、湖

畔诗人汪静之，都是自上庄古镇，走向广

袤世界。

徜徉在上庄的巷道中，无意中看到，

墙壁上张贴的几张村委会告示都是用毛

笔书写的。在墨乡，农民能写一手好毛

笔字，算不得什么稀奇事。遥想当年，上

庄儿郎，不知凡几，尽至书院，学史明经，

其间又有哪个手中不曾握住一锭徽墨？

跨越千年，古今繁华，都在这一锭徽墨上

交汇融合。

千锤百炼展新颜

一锭墨，开拓创新空间

徽墨，代表着文化的厚重和历史的严

谨，但在时代的潮流当中，同样不曾落

后后。。作为在老墨厂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作为在老墨厂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胡胡

嘉明的女儿嘉明的女儿胡翠霞担当起了弘扬徽墨文胡翠霞担当起了弘扬徽墨文

化的责任化的责任。。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今天今天，，

我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正宗的徽墨是如何我带大家一起来看看正宗的徽墨是如何

制作的……制作的……””上午上午 1010 点点，，胡翠霞开始直胡翠霞开始直

播了播了。。今天今天，，她要通过直播镜头带大家她要通过直播镜头带大家

参观上庄老胡开文墨厂。

“请问可以到厂里体验吗？”

“我是初学者，可以推荐一款墨吗？”

…………

每场直播，胡翠霞都会在直播间耐

心地回答网友的各种提问，在后台收到

的私信，她也总是尽可能回复。

自 2022 年 2 月开始直播，一年来，

胡翠霞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准备

了专门的演播室用于产品讲解，还带网

友到现场参观，让他们能实际体验制墨

过程。

而更时髦的，从制作墨模就开始了。

村民曹任华在上庄村经营着一家

名为“务本斋”的铺子，专门制作墨模。

徽墨成品上的图案、文字效果如何，都

仰赖墨模。

“我们基本都是墨厂订货，以前是相

对比较传统的图案，现在已经趋向于年

轻化。有一些比较前卫的图案，还需要

我们自己设计。”曹任华说。

“你看，这是我设计的。”玄之斋徽

墨有限公司负责人胡海涌拿出一方徽

墨。但见这块长方体徽墨，正面一只天

鹅，侧面则绘一喜蛛下垂，背面刻字，寓

意“喜从天降”，四面描绘，相互辉映，浑

然天成。

“徽墨要发展，也要创新。”为此，胡

海涌已经做了不少探索。比如，胡海涌

利用徽墨的几个侧面，在图案雕刻上注

入 情 节 ，一 块 徽 墨 就 承 载 了 一 幅 连 环

画。胡海涌还在徽墨上嵌入不同颜色的

宝石以区分烟料和色泽，“一方面显得更

精致，另一方面也方便书法爱好者根据

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

此外，徽墨墨锭也不再拘泥于传统

形制，而能集绘画、书法、雕刻、造型等手

工 技 艺 于 一 体 ，成 为 综 合 性 的 艺 术 精

品。与此同时，徽墨也走出书画圈，在空

气净化、装潢美术、医药等方面开拓出新

的生存空间。

“徽墨要让年轻人喜欢，就要在古法

制墨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探索，这样不仅

可以增加销量，也有利于传统文化的弘

扬和传承。”胡海涌说。

（朱玥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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