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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胶将笔头和笔杆黏接牢固。

▲ 制作笔头从理毫开始，将毛的根部理齐。然后整理毛的头部，这一步叫齐毫。
齐毫后的笔毛变成一片一片的，方便做成圆锥形。图为齐毫。本报记者  丁美栋摄  

▲ 将笔头制成圆锥形。

▲ 使用工具将笔杆外部磨平。

◀ 根据笔头大
小，使用工具将笔杆
凿出相应尺寸的孔。

本报记者  
丁美栋摄  

▲ 将笔头装进
笔杆。

◀ 工作室里制
作好的宣笔。

    本版照片除署名
外，均为陈京辉摄

▲ 剔除笔毛中不好的毛，保证毛的统一性。

▲ 佘征军在制作宣笔。

    毛笔是中国重要的绘画与书写工
具，产自安徽省宣城市泾县的宣笔作为
其中的佼佼者，精于选料、繁于工艺，
迄今已有超 2000年的传承历史，被历
朝历代文人墨客视为“掌上明珠”，其制
作技艺于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把毛料放在水中仔细清洗，就着灯光
剔除一根根细微杂毛，将清理后的毛料聚
合成圆直光滑、拢抱不散的锥形……走进
泾县泾川镇宣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佘征军的工作室，他正在为一支紫毫笔
制作笔头。“白居易有诗云，‘宣城之人采
为笔，千万毛中拣一毫’。此句讲的是宣
笔制作工艺的复杂精细。”佘征军说。

1962 年出生的佘征军成长于泾县
一个宣笔世家。1982年底，高中毕业
的佘征军传承祖业。从事宣笔制作 40
余载，佘征军不仅掌握了宣笔传统制作
技艺的真谛，还带领一批技艺骨干，研
究恢复失传历史珍品，改良创新传统技
艺，多次在全国文博会上荣获金奖。

宣笔作为“中国四大名笔”之一，具
有“尖、齐、圆、健”的特点。“‘尖’指笔锋，
尖如锥状；‘齐’指笔锋打开后，齐如刀
切，无参差；‘圆’指笔头浑圆挺直，无凹
凸；‘健’指写画时富有弹性，落笔时健劲
有力。”佘征军介绍，只有做到这四点，使
用宣笔时才能“收得拢、撤得开”。

“无论是制作哪一类品种
的宣笔，要能实现‘尖、齐、

圆、健’均属不易，需经历选料、水盆、制
杆、装套等多道工序、100多个环节。”以
制杆为例，佘征军介绍，工人需要先将笔
杆磨平，再用工具在笔杆上挖出装笔头
的洞，这套工艺没有特定的参数可参考，
全凭工人的手上感觉。“学徒入行，一般
3到5年才能完整学会宣笔制造流程；要
想做出一支优秀的宣笔，至少 10到 12
年的学习实践；而要想学‘精’，需要一辈
子的时间。”佘征军说。

随着制笔工艺的创新发展，宣笔品
类如今多达几百种。如何在守正的同时
更好创新？这是佘征军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在生产流程方面，佘征军及其团队改
良了笔杆材质，让不同风格的笔杆和笔
头都可适配，也让产品设计、生产更标准
化，有利于市场推广。在设计风格方面，
佘征军根据市场需求，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产品选择——以老式杆秤为造型的“称心
如意笔”、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的簪笔、集
笔头与笔杆于一体的竹笔……一支支别
具新意、造型新颖的宣笔新品，备受市场
青睐。佘征军笑着说：“让毛笔走出书房，
进入现代生活，也算是乐事一件。”

2019 年，佘征军开通了短视频账
号，开始在新媒体平台上直播讲解宣笔
传统制作技艺和背后蕴含的历史文化底
蕴。他还担任毛笔工坊导师，培养学生的
动手能力。佘征军表示：“在未来，希望通
过我的努力，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宣笔、爱
上宣笔，甚至进入到这个行业中来，更好
地传承好这项非遗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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