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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安徽省黄山市休宁县城东的
万安镇，是徽州四大古镇之一。元末
明初，万安罗盘制作业开始兴起，清
代中叶达至鼎盛，时至今日依然传承
不绝，万安因此被称为“罗盘之乡”。

在万安老街一家店铺里，记者见
到了万安罗盘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传承人、吴鲁衡日晷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吴兆光。作为

“吴鲁衡罗经老店”第八代掌门人，
吴兆光在继承发扬祖传技艺的同时，
也致力于向公众推广罗经文化。

老建筑承载
万安罗盘历史

“小小休宁城，大大万安街。”明
清时期，万安为水陆交通要道，依横
江而建的五里长街商铺云集，熙来攘
往，堪称休宁九大街市之首。如今，
万安老街繁华不再，两侧却依然保留
了许多店铺。“吴鲁衡罗经老店”位
于老街中部，店门左侧有一块砖雕

《吴鲁衡老店志》，叙说着老店的历
史：“清雍正元年，吴鲁衡罗经店由
先祖吴国柱始创于万安上街，不数年
此店即为业界之翘楚，时人无出其
右。”除了制作罗盘，吴国柱 （字鲁
衡） 还开发出日晷、月晷和指南针盘
等产品。此后，吴家世代经营，到吴
兆光时，已历八代。

1984年出生的吴兆光，看上去清
瘦而干练，十分健谈。“罗经是风水
师对罗盘的敬称，它是古代堪舆学的
一种工具。”吴兆光说，“中国古人将人
与自然的关系进行总结，以文字的形
式排列在罗盘盘面上，让后人可以通
过排列顺序找到规律，从而得出结
论。这是一种古代的科技，类似于现
代的概率学。”

从10岁开始，吴兆光就跟着父亲
吴水森学习制作罗盘。“看 3 年，修 3
年，到16岁时基本掌握了吴鲁衡罗盘
的核心技艺。”吴兆光说，做罗盘很
苦，年少时觉得枯燥无趣。但作为吴
家四代单传的男子，吴兆光注定要肩
负传承祖业的重任。

2002 年，18 岁的吴兆光参军入
伍，担任一名技术兵。“本来打算在
部队多待几年，但在2004年初，父亲
给我写信，说自己年纪大了，力不从
心 ， 透 露 出 希 望 我 回 去 接 班 的 意

思。”当时市场行情不太景气，看到
父亲年迈操劳，吴兆光于心不忍，于
是决定提前退役回乡，把父亲的担子
接过来。

回乡之后，吴兆光敏锐地感觉到
行业发展的机遇。“国家开始重视传
统文化保护，万安罗盘作为一种独特
的 传 统 文 化 ， 必 然 会 迎 来 复 兴 。”
2005年，吴兆光和父亲积极准备申报
非遗项目的材料。2006 年，“万安罗
盘制作技艺”入选首批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吴水森被评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2009年，吴兆光主持修复
荒废已久的吴氏老宅。这座承载着罗
盘文化的历史建筑重焕生机，“吴鲁
衡罗经老店”重新挂牌营业。

精益求精
传承制作工艺

走进门店，只见木柜里陈列着各
式罗盘产品，墙板上挂着各种获奖证
书和中华老字号牌匾。老宅为前店后
坊式格局，门店后面是制作罗盘的作
坊，现辟为“吴鲁衡非遗传习馆”。
馆内一楼有 6 个带玻璃窗的隔间，每
个小间里都有工匠在进行不同的制作
工序。

吴兆光告诉记者，罗盘制作大致
分为七道工序，即选料制坯、车盘、
分格、清盘、写盘、油货和安针等，

每道工序又细分为多个步骤。在传习
馆基本上可以看到罗盘制作的整套流
程，只有最后一道安针的工序秘不示
人，须由传承人亲自在密室中完成。

安针是罗盘制作的关键环节。首
先要将钢针放在天然磁石上使其磁
化，再精密地测定磁针的重心，将磁
针牢固地安装在罗盘圆孔内支点上，
并保证支点没有阻力，指针能自由转
动。“我们家祖传的磁石是一块陨石，
十分难得，用它磁化的指针灵敏度高，
用一辈子也不会退磁。”说起这块

“镇店之宝”，吴兆光颇为得意。
长期以来，吴鲁衡罗盘以其质量

上乘、精密度高而行销海内外。然
而，传统罗盘制作工艺繁琐精细，周
期较长，制一面罗盘需要 3 到 6 个
月，日晷则需要 1 年，这就导致产量
较低，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吴兆光接
手后，劝说父亲招收学徒，将安针之
外的程序交给其他工匠做，以提高产

量。他还利用互联网推广吴鲁衡品
牌，在电商平台进行销售，方便外地
客人购买。

“以前店里的工匠多是年纪较大
的老师傅，近几年我有意培养年轻
人，希望年轻人的加入能让这项传统
技艺更有活力。”吴兆光说，“目前店
里有 20 名工匠，年轻人大约占一半。
每年能生产罗盘、日晷 1000 面左右，
依然供不应求。未来要提升产量，还
是要靠带徒弟、培育更多人才。”吴
兆光还投资兴建了 100 亩银杏基地，
供罗盘取材之用。

创建博物馆
弘扬罗经文化

吴氏累世制作罗盘，家中留下了
很多与罗盘相关的文物。吴兆光成年
之后，也喜欢收集老罗盘，其中有一
些已经失传的古代名家罗盘。2004年
回乡后，吴兆光开始筹备建设一座以
万安罗盘为主题的博物馆。“想通过
博物馆向公众介绍罗盘的历史文化，
让大家知道罗盘是做什么用的。”吴
兆光说。

2012年11月，由吴兆光创建的万
安罗经文化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很
快被评为“安徽省首批十佳民办博物
馆”，引来众多游客“打卡”。博物馆

建于老宅后院，采用白墙黛瓦的徽派
建筑形式，一、二层为展示空间，三
层用于研学。馆中藏品近千件，包括
古罗盘、日晷、风水尺、风水古籍、
传统罗盘制作工具、吴鲁衡罗盘历代
获奖证书原件等。

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一个巨大的司南模型。馆中陈列着历
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样式的罗盘，令
人大开眼界。有大到40圈的罗盘，也
有小到手掌可握的；有木质的，也有
纸质的；还有金龟盘、莲花台罗盘
……博物馆还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
展现了罗盘行业的发展过程。

谈话之间，走进来几个外国客
人。一问才得知，他们是从瑞士慕名
而来。历史上吴鲁衡日晷曾获巴拿马
万国博览会金奖，如今，吴兆光和他
的团队制作的罗盘屡屡在国家级工艺
美术大赛中获奖，并走进北京奥运
会、上海世博会等重要舞台。

2014年吴水森去世后，吴兆光成
为吴氏罗盘唯一的传承人。为了将祖
传技艺发扬光大，吴兆光不断开拓创
新。2018 年 8 月，“吴鲁衡罗经体验
馆”在黄山市屯溪老街挂牌成立。这
是万安老店之外又一处展示罗盘文化
的场所，并能让观众体验罗盘制作技
艺。“希望通过展示体验和研学旅游
结合，让更多人了解、认识罗盘文
化。”吴兆光说。

在国家一级博物馆山东省
青州博物馆中，有一件明代青
州 人 赵 秉 忠 殿 试 中 状 元 的 答
卷，堪称镇馆之宝。这是国内
现存唯一一件明代状元殿试卷
真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通观全卷，2000 余字的文章不
仅书写工整、行文流畅，而且
思想深邃、见解独到，细细读
来，文中很多观点至今仍有借
鉴意义。

严格选拔

人才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
源，有一批能人干将，就容易
出高计良策，也便于高效贯彻
落实。应该怎样选拔人才呢？
赵秉忠在状元卷中说：“有所逞
于 外 之 靡 ， 必 不 深 于 中 之 抱
矣！则因言而核之实，考实而
责之效，使捷巧不得与浑朴齐
声，悃幅不至与轻浮共誉，又
今日所当速返者也。”平时爱夸
夸其谈、言辞华丽的人，往往
没有深沉远大的抱负，考核官
员要听其言观其行，注重其工
作 实 效 ， 要 大 力 赞 赏 踏 实 做
事、言行一致的人，惩戒光说
不做、轻浮虚伪的人。

各司其职

选官要严格，用官也要严格。官员被赋予权力，但权力的
使用不能肆意妄为，要受到严格的约束与监督。赵秉忠提出：

“而诞慢成习，诚有如睿虑所及者，故张官置吏，各有司存。而
越职以逞者，贻代庖之讥。有所越于职之外，必不精于职之内
矣！则按职而责之事，随事而稽之功，使春官不得参冬署，兵
司不得分刑曹，此今日所当亟图者也。”设置官吏时有明确的职
能划分，官吏做超越职权之外的事，就会影响其做好份内的工
作。因此要严格按照职权分工，让百官各司其职、各尽其职，
根据所做之事考核其功绩，绝不能越俎代庖。

建章立制

官吏选拔出来了，要想充分发挥他们的工作积极性，需要
一套切实有效的管理机制。赵秉忠在文章一开始就提到，“立纪
纲，饬法度，悬诸象魏之表，着乎令甲之中，首于岩廊朝宁，
散于诸司百府，暨及于郡国海隅，经之纬之，鸿钜纤悉，莫不
备具，充周严密，毫无渗漏者是也。”他提出要树立纲纪，颁布
法规制度，传达到各地各级政府，让全国上下严格贯彻执行，
不能有丝毫疏漏。

巡察监督

国家疆域广阔，官吏众多，若要全面掌握各地情况，必须
依靠巡察制度。赵秉忠认为：“巡行者寄朝廷之耳目，以激浊扬
清也。而吏习尚偷，即使者分遣，无以尽易其习。为今之计，
惟是广咨诹、严殿最，必如张咏之在益州、黄霸之在颍川，斯
上荐剡焉，而吏可劝矣！”很多地方官吏养成了苟且偷安的习
惯，仅靠派人巡察难以彻底根除这一问题，解决办法就是巡察
者广泛征求意见，多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同时要严把首尾，上
级选官严格了，下面的官吏就好规劝了。

勤政有为

贯穿全文的一条主线是以实心行实政，而实心指的就是切
实可行的治国思想。赵秉忠写道：“何谓实心？振怠惰，励精
明，发乎渊微之内，起于宥密之间，始于宫闱穆清，风于辇毂
邦畿，灌注于边疆遐陬，沦之洽之，精神意虑，无不畅达，肌
肤形骸，毫无壅阏者是也。”简言之，就是要克服懒惰，励精图
治，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努力在自己的职位上做出一番成绩，形
成良好的勤政氛围。

严惩贪污

自古以来，贪污腐败一直是官场痼疾。赵秉忠也注意到这
一问题，他在卷中写道：“四海之穷民，十室九空，非不颁赈恤
也。而颠连无告者，则德意未宣。而侵牟者有以壅之，幽隐未
达；而渔猎者有以阻之，上费其十，下未得其一。何不重私侵
之罚，清出支之籍乎？” 全国有很多穷苦民众，中央虽然拨发
了赈济抚恤金，但由于贪官截留赈资、从中渔利，上面花费十
分，下面得不到一分，基层民众投告无门，实行的德政没起到
多大作用。赵秉忠建议加重对侵贪公款的惩治，罚到他们倾家
荡产。在他看来，依靠德政难以保证官场清正廉洁，只有严厉
刑罚才能有效反腐防腐。

本报电（记者赖 睿） 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日前在
京举行结业仪式。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为学员
代表颁发结业证书。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冯远主持结业仪式
并作总结讲话。

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于今年 6 月开班，5 个多月来，
60余位不同地域、不同专业的艺术家参加学习，其中既有屡获
全国艺术大奖的中青年优秀艺术家，也不乏资深名家。讲习班
邀请王蒙、郑欣淼、李铎等名师大家，通过公共文化课、专业
艺术课、艺术创作、点评交流等方式，与学员切磋技艺、教学
相长，展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艺术的接力长跑。

多领域跨界综合修养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优良传统。众多前
辈艺术大家都是集诗、书、画、印诸艺于一身。当下，艺术分
科越来越细，虽然便于集中精力出成绩，但从长远来看，并不
利于产生文艺“高峰”。本届讲习班在诗、书、画的基础上增加
戏曲班，希望通过跨界讲习，帮助学员在比较中更加全面、深
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华艺术精髓。

由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的“祖国放怀——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第六届文史翰墨诗书画展”当天在
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幕。第二届中华艺术大家讲习班导师、助理导
师、学员的作品作为一个版块参加此展。老中青三代作品同台亮
相，有着展示、交流、互鉴的意义，也是薪火相传的真实写照。

“上海合作组织：迈向人类命运
共同体文化交流大会”暨2019第四届

“一带一路”文化艺术交流合作国际
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山西太原举行。此
次研讨会由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中
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
学会、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
办。来自上合组织秘书处以及中国、
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巴基斯
坦等国的70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会议。

此次研讨会是上合组织秘书处与
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学术机构的首次合
作，旨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
与内涵，为上合组织诸成员国未来的
文化合作发展寻找前进方向。大会共
设三个平行论坛，包括“上海合作组
织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上海合
作组织命运共同体与文化包容互鉴”

“上海合作组织：迈向人类命运共同

体 中 外 文 化 艺 术 交 流 合 作 案 例 展
示”。专家学者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人文合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区域间文化艺
术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
韩子勇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的推
进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互为机遇、
相辅相成，都需要进一步密切人文交
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
都是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都与“丝
路精神”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丝路
精神”和“上海精神”具有异曲同工
之妙，都顺应了和平与发展两大主
题，其远期目标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通过文化艺术交流合作，有利
于为各国人民提供更好的精神指引，
厚植各国人民友好合作的民意基础，
让命运共同体意识更加深入民心。

研讨会期间，各国学者还参观了

专题展览“我们永远在一起”，并观
看了专题展演“琉特 （lute） 连着我
们的心”。展览重点介绍各民族传统
服饰、饮食风俗、毡房居所、勒勒车
等特色传统文化样式和文化遗产项

目。展演项目包括南音、西安鼓乐、
敦煌舞蹈与木卡姆、阿肯弹唱、塔布
拉鼓与西塔琴等，将上合组织各成员
国与丝路沿线广大区域特有的文化艺
术生动展示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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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新生代◎非遗新生代

万安罗盘传承人吴兆光

制一面罗盘 守一方文化
本报记者 韩俊杰 邹雅婷

“上海精神”与“丝路精神”共谱未来
郑长铃 宋 蒙

专题展演上来自新疆的木卡姆表演 张建生摄

吴兆光在安装指针 万安吴鲁衡罗经老店供图

吴鲁衡罗经老店与万安罗经文化博物馆 万安吴鲁衡罗经老店供图

吴兆光为国内外观众讲解博物馆展品 王运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