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代传承雕古今 一錾一凿见匠心
记者 李欢

送温暖 驱寒冬

“我们正感觉冷，你们就送来了‘小太阳’，及时解
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真是非常感谢你们。”近日，宝塔
区宝塔山街道王家坪社区联合延安革命纪念馆，开展
圆梦“微心愿”活动，为20户山体困难居民送去了取暖
器。此次活动，体现了共驻共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
服务社区居民的热情，也让困难居民充分感受到更多
来自社会的温暖。 通讯员 李娜 摄

暌违两年的上海书城重装归来，在沪上吹起文化
熏风。媒体报道，当天距离书城开门还有一小时，福
州路上就已经人头涌动，拍照打卡者、守候者无数。

上海书城别有历史意义，沉淀着浦江两岸的文化
记忆。重装后也更有现代精神，低碳绿色的理念、人
文雅正的审美流淌在空间布局中。不过，其受到如此
大的欢迎，还在于一种向“实体书式生活”回归的社会
心理。疫情后，尤其今年，某地实体书店热度飙升、某
报告显示实体书店人气回归的声音时有耳闻，上海书
城的消息，是这个背景音中的一部分。

向往“实体书式生活”，是一种细腻复杂的社会心
理，也许不能以怀旧、情怀等一言以蔽之。对抗疫情
的几年，是中国社会生活高度线上化的几年；抗疫结
束后，人们又迎来了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狂飙的时
刻，媒介社会、云化生活、数字生存——无论用哪个概
念，它都已然形成。一种下意识的、对数字生存的对
抗正慢慢兴起，或者说，一种“生活还可以什么样”的
探寻，开始出现在普罗大众心中。

实体书、期刊、报纸，是有明确时间性和空间性的
出版物，每一本都指向一个确定的出版时间、一个确
定的印刷地点，这二者常常构成了对所谓“年代”“时
代”“地方性”的判断，而一卷本一卷本的书籍或期刊连
缀起来，几乎就是线性时间的观感。相反，数字生活的
特征恰恰是只有“刚刚”“当下”而没有线性时间，“包举
宇内”却地域模糊。人们下意识地向“实体书式生活”
回归，深层是一种在时空中锚定自我所在的诉求。

因为时间和空间是一定的、载体是实存的，书籍
的出版本身就代表着一种确定性。中国最早的书籍
出现在商代，欧洲最早的书籍大概在公元前的古希
腊，可信的、不可抹去的人类历史，全部灌注在书页
间。在确定和“不可更改”的意义上，一切印在印刷媒
介上的字，其实和镌刻在金字塔上的象形文字没什么
区别。相较起来，数字生活的一切则是动态的、随时
可编辑的，甚至连时间轴都是可以调整的，代码和数
据库记录历史能否可靠？疑问尚存。一个在数字中
生活的普通人，也许于无形中承受了太多“不确定性”
之重，坐在书店里捧着一本有实在重量、已然确定的
书，是不多的安定感来源之一。

互联网和数字生活带来的速度、效率革命，带来的
知识下沉和个体平权，自不待言，这其实已经是成熟现代
社会的基本面。强调实体书和书店的声音，或许有一些
确实来自回退式的思维，来自“旧即有理”的逻辑惯性，但
大部分看来，还是源自一种对保持生活张力的本能。这
是希望生活不只有一种力量，不只是一个样貌，而始终有
平衡性的力量能使它保持在一个可选择的状态。从沉
浸式的数字生活中，慢慢走入沁凉的、
书架间的巷道，展开印着无数同好指
纹的书页，可能就是这样一个选择。

冬日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暖暖地沐
浴着延安石雕非遗传习所。在这个位于宝
塔区姚店的恬静之地，师世华和他的学员
们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他坐在板凳上，
一边凝视着眼前的石雕画，一边用手里的
石錾轻微而均匀地雕刻，在细碎的叮叮当
当声中，画面的纹路也渐渐变得清晰起来。

现年59岁的师世华祖籍清涧，是家族
石雕技艺的第四代传承人。多年来，他根
植延安，在这方红色圣地上以石为媒、以石
为介，用心临摹雕刻，将陕北文化与红色文
化演绎成独具特色的石雕艺术，成为延安
石雕的非遗传承人，并不断将延安石雕技
艺发扬光大。

“心中的热爱，推动我一路向前”

自古陕北出好石匠，只因陕北有好石
头。师世华的父辈们都以石匠谋生，他自
小就对石头和雕刻有着深厚的情感。“陕北
的石头是沉积岩，属性以暖性为主，可吸水
吸光透气透水，分黄、灰、蓝、黑等 7种颜
色，非常适合雕刻。”师世华介绍说，能让石
头变成艺术品，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19岁时，师世华因机缘巧合来到了延
安，摸爬滚打做了几年生意后，最终还是回
归到石雕产业的发展上。2007年，师世华
注册了延安圣世华石业有限责任公司，因
为热爱，他投入了满腔的热忱与精力。“要
做好一件事，首先要热爱，要下得了苦。对
于石雕，我是一根筋地爱，哪怕受苦受累，
再大的困难都不怕。”师世华感慨地说，于
他而言，石雕制作是一种乐趣，他愿意把身
心全部投入延安石雕的创作中，并为此感
到幸福。

他指着一件正在创作的作品说：“这种
雕刻叫影像雕刻，只能用黑色石头来做，刻
的时候讲究力度轻重不同，展现不同的黑
白层次感，整个影像是点状化与网状化，从
而达到艺术影像的效果。”他表示，在创作
中，必须要静下心来、专心致志，要有耐力、
毅力，还要对影像所传达的意蕴有一定感
悟，然后把自己的理解融入作品中。

记者看到，传习所摆放的有展现伟
人风采、延安革命故事等红色题材作品，
也有陕北景观、人物塑造、家风家训、民
风民俗等展现本土文化的题材，同时还
有石头做成的石砚、笔筒等办公摆件，也
包括景观石雕、庭院装饰等，雕刻技艺大

多有浮雕、圆雕、透雕等。一件件作品惟
妙惟肖、栩栩如生，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文
化气息。

在多年的努力付出下，师世华的石
雕巧夺天工，在市场上渐渐获得了消费
者的认可。圣世华石业也成为集石材开
采、加工、销售、安装于一体的综合性石
业文化企业，荣获“延安石雕·中国地理
标志”“延安石雕·延安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等。目前，他的公司拥有 1项国家地
理标志、6项发明专利、23项外观设计专
利，并被《延安市“十二五”非能源工业发
展规划》列为重点支持的新兴产业之一，
所生产的石雕艺术品远销北京、义乌、新
疆等地。2018年，师世华的公司还承担
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奠基石的制作
任务。

“延安石雕不仅仅是家族传承，
更应该是社会传承”

让延安石雕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这
是师世华始终不渝的心愿。

师世华的儿子师延东今年30岁，从事

石雕创作已经有五六个年头了。作为家族
的第五代传人，也是出于对石雕的热爱，他
上大学时就选择了与石雕相近的环境艺术
设计专业。毕业后，就一头扎进非遗传习
所，忙碌了起来。

在师延东的工作间，一台电脑格外醒
目，桌面和书架上摆满了与石雕技艺有关
的书籍，有《安塞民间绘画》《中华行书常用
字》《中国纹样全集》《延安石窟碑刻题记》
等，他正忙着翻资料，准备利用电脑新型软
件设计一款石雕产品。

如果说父亲对石雕的传承是传统技艺
的传承，那在师延东这里，更多的是对老技
艺的创新发展。师延东表示，现代化的工
具设备辅助，不仅能在一定程度减轻工作
量，还能帮助雕刻得更精准。同时，通过网
络数字化做出模板，再照着去雕刻，更能达
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平
台，全方位展示石雕艺术品，还能让更多人
了解延安石雕。

“我想与父亲共同努力，把延安石雕这
项非遗传承好、发展好。”师延东说。

在师世华的认知里，他觉得延安石雕

成为中国地理标志后，这一品牌不仅仅是
他师世华一人的品牌，更是延安人民的品
牌，他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发生了变化。

“我是延安石雕的传承人，所以更是这
一品牌的服务者。我希望延安石雕这一非
遗项目不仅仅局限于家庭的传承，更希望
社会上热爱石雕的人都能参与进来。”师世
华说，许多人误以为石雕是男人干的活，女
人以为太苦太累而不愿意学习。实际上石
雕是个精细手工活，加之有新设备的介入，
女人也很适合做。谁要是想学，他都乐意
教，让延安石雕后继有人，不断发扬光大。

“非遗应该是动态的，要不断引
领和刺激市场”

延安石雕不仅是陕北的一项传统技
艺，更是陕北文化与延安精神传承的一项
载体。如何传承与保护好这项非遗，师世
华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非遗传承不
应该是静态的，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应
该是动态的。在发展非遗的过程中，要不
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要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甚至要充分利用非遗项目，不断
引领市场、刺激市场。”

师世华若有所思地表示，如果脱离了
市场，非遗将很难存活，非遗传承更无从谈
起。只有让非遗和市场接轨，才能形成良
性的循环发展模式，在发展中不断壮大，在
壮大中不断得到传承。

石雕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陕北
人特别热爱的一种装饰，它将陕北文化中的
平实质朴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在师世华
看来，延安石雕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目前，在师世华的积极带动下，不断有
学员前来学习石雕技艺，他总是耐心地从
一笔一画，从最初的临摹开始教起。在他
的传习所里，学员越来越多。

“我要继续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全力提
升延安石雕的文化宽度与深度，让更多的
人理解石雕、感悟石雕、传承石雕，真正把
石雕文化做大做强，让延安石雕名扬万
里。”师世华笑着说，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
想，相信总会有实现的那天。

走进吴起县胜利山市场的十字绣字画
装裱店，一股浓浓的书香气息扑面而来。

在十几平方米的房间里，挂满了各式
各样装裱完的字画，有书法作品、风景画、
国画等等。

店主张海萍正与店员一起忙碌着，一
身藏青色的衣服，挽起的长发，果断的语
言，给人一种沉稳、干练的感觉。

1998年，张海萍与丈夫结婚。婚后他
们一直在银川生活，靠她和丈夫打工挣钱，
因为没有固定的收入，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2008年，张海萍的婆婆生病了，他们
决定从银川搬回老家吴起县铁边城镇油寺
村，方便照顾老人，也想在家乡谋个出路。

“老人去世后，我们就琢磨着不能再过
这样的苦日子了，一定要闯出个名堂来。”
张海萍告诉记者，她在银川打工的时候就

经常去一家字画装裱店免费帮忙，从那里
初学到了装裱字画的手艺。

字画装裱分为机器装裱和手工装裱。
机器装裱相对简单，手工装裱比较复杂。
张海萍之前虽然接触过书画装裱，但她没
有单独操作过。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她有机会在延安
的字画装裱店里精学到了这门手艺，别人
用好几个月才能学会的手艺，她仅用了一
个星期。除了店里学，她经常在晚上从网
上找资料，反复练习装裱技艺。

2015年 5月，张海萍向亲戚朋友借来
了启动资金，开起了吴起县第一家字画装
裱店。但新店开业，并未像预想的那样顺
利，一连两个月店里没有一单生意。当时
她就想，人生的前半段一事无成，人生后半
段既然选择了字画装裱，就不能放弃。

“第一单生意开张时，那种心情现在都
记忆犹新。”张海萍回忆说，“接到对方电
话，说要来店里装裱字画，心情特别激动，
就赶紧拦了路边一辆车往县城赶。”

第一次装裱字画挣了3000多元，那是
她和丈夫的第一桶金。

“开始时业务不熟悉，手受伤流血是常
有的事，由于资金有限，客户今天要装几个
框，我就找厂家发几个，不敢压货。”张海萍
说，当年最苦的时候，真的是吃了上顿没下
顿，但是她一直觉得，只要心里有梦苦也
甜。

慢慢地她发现，在吴起这座小城里，上
门找她装裱十字绣作品的人很多，于是她
就转变思路，将店里的业务扩大了，除了装
裱字画，还有十字绣、相框等，只要是能与

“装框”挂上边的生意，她都接。

苦尽甘来，经过8年的努力，现在张海
萍店里的顾客络绎不绝，她家的纯收入也
达到了15万元。

8年的时间里，张海萍坚持免费打扫
楼道卫生，自掏腰包为抗疫一线的工作人
员送餐，为困难群众捐款捐物，参加公益组
织……她用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温暖着
身边的每一个人。

“人一辈子的时间很长，苦难只是暂时
的，只要肯奋斗就能过上好光景，对于现在
的日子我很满足。”张海萍说，接下来她和
丈夫准备开一家书法、绘画培训班，把日子
过得红红火火。

张海萍：“心中有梦苦也甜”
记者 乔建虎 通讯员 温巧莉 高明瑞

BaiXingGuShi百姓故事

11月 10日，我市迎来入冬以来首场
瑞雪，飞飞扬扬的雪花将延安装扮得银装
素裹，分外妖娆。宝塔山、枣园等革命旧
址景区吸引了大批游客和市民前去赏景
拍照，尤其是对于南方来的游客，他们甚
感欣喜和幸运，抢抓机会与宝塔山来个雪
中合影。图为来自浙江的游客在宝塔山
南广场拍照留念。

实习记者 赵合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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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书式生活”正在回归
光明网评论员

● 师世华和儿子师延东通过电脑软件，对即将创作的石雕作品进行讨论

非遗传承在延安

责任编辑/谢丹丹 视觉/李延庆 组版/刘欢欢 校对/高红英

城事
2023年11月17日 星期五

3
ZouJinSheQu

走进社区

“我只是向社区干部提了一个小小的心愿，没想
到社区真的给我送来了米面……”11月8日，看着社区
干部送来的生活物资，宝塔区凤凰山街道北关街社区
居民郭志富高兴地说。

今年74岁的郭志富家住北关街社区延中沟，老两
口年纪大，且患有慢性病，腿脚也不方便，领取的养老
保险费基本上全部花在医药费上了，生活十分不易。

一次，北关街社区网格员在走访征集意见时，郭
志富就提了小小的“微心愿”。了解到老人的生活困
难后，网格员就帮他写下了“希望提供一些生活物资”
的愿望，并贴在社区的“微心愿”墙上，希望得到好心
人的帮助。

郭志富的“微心愿”很快得到辖区大党委成员单
位宝塔区供销社的认领，他们还同时认领了其他 5户
困难群众的“微心愿”，并及时为他们送去了爱心米面
油、药品等生活物资。

“微心愿”虽然小而微，但是承载着群众的“大幸
福”。郭志富只是北关街社区关心照顾困难群众，点
亮群众“微心愿”的一个缩影。

为了切实解决辖区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我为
群众办实事”更接地气、入人心，北关街社区通过各种渠
道征集群众“微心愿”，然后根据摸底了解到的辖区困难
群众的具体需求，为辖区困难家庭、空巢老人、残疾人
实现多个“微心愿”，为群众送上“微幸福”，让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在一桩桩、一件件的小事中得以梦圆。

“社区这个大家庭太温暖了，干部们对我们老年
人照顾得无微不至，我们特别幸福。”郭志富说。

郭志富老人的“微幸福”
记者 孙艳艳 通讯员 杨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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