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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摘自习近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

【见证】

□王大方

2010年，内蒙古文物考古人员
在包头市达茂旗安答堡子古墓考古
中，发现的元朝时期的“一捻金”墨
锭，填补了内蒙古地区没有元代制
墨实物的空白，见证了草原丝绸之
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

据《汉书》中记载，朝廷对不同
品秩的官员有“赐大墨、小墨一枚”
的制度。反映了墨锭在古代官员和
社会生活中曾拥有的位置。进入宋
元以后，文房四宝纸、墨、笔、砚成为
社会生活中古代读书人与艺术家写
字、绘画须臾不可离开的学习与著
述的工具。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答堡
子城址（又称木胡儿索卜嘎城址），
位于包头市达茂旗达尔汗苏木额尔
登敖包东15公里处，这座古城是汪
古部早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汪古部世居阴山地带，崛起于金
代。成吉思汗与其部长阿剌兀思剔
吉忽里结为“安达”（蒙古语，意为兄
弟）后，汪古部所居的古城被命名为
安答堡子城，经济文化不断发展，逐
渐成为草原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名城。

2010年，安答堡子城西山梁一
处古墓群出土一批重要文物，包括

“一捻金”墨锭与石砚，还有豆青釉刻
花高足瓷杯、蓝釉黑花带盖瓷罐、钧
釉碗、白瓷碗、白玉“心”形饰件，以及
银杯、耳环（金、银、铜）、铜簪等文物。

其中，罕见的“一捻金”墨锭与
石砚，埋葬在一座墓棺中，考古人员
认为，这位墓主人应当是汪古部的
一位文化人。

元代，汪古部确实有许多著名
的文化人享誉全国。例如汪古人马
祖常（1279-1338），谥文贞，字伯
庸，先祖世代为雍古部，居住在净州
天山，《元史》有传。马祖常在元仁
宗时期，任礼部尚书兼翰林直学
士。他大力提倡尊敬父母，学习圣
贤之书，还建议实行武举考试，储备
人才以备非常之用。马祖常的文章
气势磅礴，以先秦两汉文章为榜
样。他曾翻译《皇图大训》，编集《列
后金鉴》《千秋记略》等书进呈皇帝，
被元文宗赞为大儒。

自古以来，蒙古民族就很尊敬
老师。今天的草原地区还有许多以
巴什（蒙古语老师的意思）命名的村
镇。

元太祖成吉思汗曾教诲子弟们
说：“读书的糊涂人，终究会超过生
来的聪明人。”元朝时，随着中华各
民族在草原友好交往交流交融，中
华文化不断深入各地，元上都、集宁
路、赵王城等地均建有文庙。当时，
著名文人陆友写出了我国第一部
《墨史》，书中记载了唐、宋、元著名
墨工 100多人。其中，元代制墨名
家有朱万初、潘云谷、吴良国等人，
但都是有人物记载而无笔墨实物。

安答堡子古墓出土的元朝时期
的“一捻金”墨锭和砚台，填补了内
蒙古地区没有元代制墨和砚台实物
的空白，见证了草原丝绸之路上文
化的传播使用情况，是历史上各个
民族文化交流的生动教材。
（作者系内蒙古文物学会副会长）

““一捻金一捻金””墨锭墨锭：：各民族各民族
文化交流的生动教材文化交流的生动教材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在 人 们 企 盼 的 目 光 中 ，
2022 年 缓 缓 谢 幕 ，2023 年 来
到了。

过去的 2022 年，《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家园》版
以弘扬中华文化、民族团结为
己任，记者走乡村、下基层、进
校园，用一支短笔、一部镜头、
一个视频，全方位、多角度地
记录内蒙古大地底蕴深厚的
非遗技艺、文物故事、时节变
化，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2023 年，《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家园》版一如既
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
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
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我们将加大自采稿件力度，用
更多视角挖掘内蒙古大地上
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生动
故事，展现中华民族古往今来
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致读者

一根布条，盘尽繁华。
软软的、细细的布条在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级盘扣非遗传承人孙亚杰的

手中，几经弯弯绕绕，或变成一朵火热的玫瑰，热烈奔放；或形成一个你我的
姓氏，婉约多姿；或变成一只形神兼备的小动物，灵动活泼，它们作为胸针点
缀在素衣之上，是一抹旖旎春光；作为耳坠摇曳在耳上，更显女子妩媚多情；
作为挂饰装帧于白墙之上，让钢筋水泥瞬间有了灵魂。

这就是新时代的盘扣，承百年之历史，从衣襟之中走向广阔天地，于万
千变化之中，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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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亚杰制作的盘扣，花样繁多、样式新
颖、高端大气。她说，盘扣所承载的，是中
华文化绵延不绝的智慧和精髓，她值得为
此付出一生的努力。

2019年，孙亚杰来到呼和浩特市的一
家公司专职从事盘扣制作，正式开启了她
与盘扣丝丝缕缕的缠绕。

公司给了孙亚杰足够的空间，专门成
立了玉儿盘扣手工坊，让她在盘扣的世界
里发挥想象，纵横驰骋。孙亚杰不负所望，
仅 2019 年当年，就设计推出了 10多款胸
针系列，引来销售大热，以后每年她都会推
出不同系列不同款式的盘扣作品，件件美
轮美奂。

2021年，孙亚杰成为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级盘扣非遗传承人，开始了带徒传艺之
旅。

孙亚杰和她徒弟制作的每个盘扣，必
须要经过30多道严格的纯手工工序，这些
工序是孙亚杰在日复一日的实践过程中总
结出来的。她说，从开始的选料、裁剪、粘
胶，再到填芯、对折等，每道工序都有讲究，
都不可马虎。

“经过多年实践改良，现在的布盘条里

面都会放铜丝，这样做出来的盘扣可以更
好地定型。”孙亚杰说，制作盘扣时，一个工
序不上心，就会影响盘扣的成品质量。

“盘条用定位针扎的时候，定位针必须
保持直立，定型后在盘的过程中，以镊子为
主，手为辅，镊子也必须是直立的，不可以
歪，所谓‘花转镊子不转’。另外，填芯的时
候，不是说把棉花随便填到盘条里就可以
了，而是棉花的纹路必须一致，这样填好的
盘扣无论怎么对折，从哪个角度看，盘出的
花都是聚光的、灵动的，特别漂亮。”孙亚杰
说。

其实，无论盘扣的形象、姿态如何变
化，拆开它，始终都是一根普普通通的布
条。但是，就是这根传承千年的布条，在孙
亚杰手里“活”了起来，从最初的胸针系列，
到后来的耳坠系列、挂件系列、包挂系列，
乃至到现在的衣片系列等，孙亚杰在四五
年的时间里，共设计推出了 200多个系列
400多种款式的盘扣，其中，光百家姓就做
出了 130多个姓氏盘扣，每个姓氏盘扣根
据间架结构，或潇洒飘逸，或娟秀俊美，各
有风姿，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尽显中华民
族独有的视觉美感。

传承创新 渐入佳境

盘扣，也称为盘纽，因其由手工盘制而
得名，是中国特有的工艺饰品，它经历了历
朝历代的演变后，在清朝初期开始真正成
型。在中国传统的旗袍、马褂上，盘扣被用
来起固定衣襟之用，除具备扣子连接衣襟
的功能外，更是服装装饰的点睛之笔。

在漫长的岁月中，盘扣作为女红的一
项重要手艺在民间广泛流传。然而，随着
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生活方式和
节奏的改变，盘扣同许多其它传统技艺一
样，慢慢被人们忽视、遗忘，对当下的年轻
人来说，盘扣这个词新鲜又陌生。

“小时候，我就接触过盘扣制作。”作为
一名“70 后”，孙亚杰对盘扣制作情有独
钟。她说，从小，她就经常见姥姥和母亲制
作盘扣。“那个时候，盘扣制作很单一，就是
简单的把布条盘成一个算盘疙瘩缝在衣服
上，叫一字扣。也有在旗袍上制作花扣的，
但是因为费时费力，是有钱人才能偶尔用
得起的。”孙亚杰说，她从小喜欢盘扣，跟着
姥姥和母亲学习制作盘扣，也学习做中国
结、手绳等挂饰。

孙亚杰的老家在黑龙江省塔河县，
2003年她和爱人来呼和浩特市定居生活
之前，从未曾想过这项源自家族的技艺会
成为她倾尽心力的事业，并且会不断被发
扬光大。

在呼和浩特市，一个偶然的机会，孙亚
杰认识了几个做一字扣的朋友，开始制作
用在蒙古袍和旗袍上的一字扣。

2013年，孙亚杰认识了一位旗袍专卖
店的老板，她发现，这些从南方等地进回
来的旗袍上的盘扣不但售价贵，而且一碰
就变形。经过深思熟虑后，孙亚杰和这位
老板提议，希望由她来制作盘扣，这样一
来，不仅节省了盘扣费用，而且质量也能
提升。

老板采纳了孙亚杰的建议。孙亚杰也
用事实证明了“艺高人胆大”这句话。心思
聪慧的她很快制作出了多种让老板和顾客
满意的花扣。

“我学过设计，也学过化妆，从事过很
多行业，唯独盘扣这项技艺就学成了，而且
一点就通。”孙亚杰说。

耳濡目染 暂露头角

在徒弟们看来，孙亚杰这个师傅无疑
是认真的、严肃的，各个工序、环节一丝不
苟。孙亚杰自己也说，“我是个喜欢挑毛病
的人，任何在别人看来无瑕的盘扣，我都能
找出需要修改的细节。因为，高端手工追
求的就是细节看品质，一个工序都不能糊
弄，不然，我们制作的小小的盘扣就不足以
匹配它的价位。”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性格，
让孙亚杰和她的团队制作的盘扣系列持续
火爆，并走向全国。

从2020年开始，在上级文旅部门的带
领下，孙亚杰和她的盘扣开始走出呼和浩
特，去往山东、深圳等地，和当地的盘扣大
师交流学习。

随着眼界的开阔，孙亚杰制作的盘扣
更加绚丽多姿，甚至走出了国门。

“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制作盘扣很简
单，只要盘好了算盘疙瘩，然后把所有的尺
寸都对接好，后面的盘花部分就可以凭想
象任意盘。”孙亚杰说。

熟练掌握了盘扣的技巧之后，孙亚杰
更多关注的，是每年如何创新盘扣花样，让
盘扣以更便捷、更美观的形式走进千家万
户，成为女性和大家日常生活中众多装饰

的选择。
留心处处皆学问，孙亚杰特别注意从

日常生活中捕捉创作灵感。
27 路公交车是孙亚杰几乎每天乘坐

的，因为这条线路连接着家和单位。
在公交车上，她看到27路公交车的窗

户上贴着的蒙古族花纹很独特，她就截取
其中一节花纹，再加上汉族常见的云纹，两
者巧妙组合起来，就成了一枚多姿多彩的
胸针图案。

一个夏日的晚上，孙亚杰下了公交车，
漫步在万达广场的步行街上，当时，一盏盏
路灯的光影投影在步行街石板的花纹上，
烂烂漫漫，像极了满山的扫帚梅。孙亚杰
灵机一动，回家后加枝添叶，这些扫帚梅花
又成了她手中两枚漂亮胸针的图案。而内
蒙古美术馆旗杆后面的那对儿铁艺凤凰，
也为她制作胸针提供了参照。

“我只有高中毕业，制作各类盘扣系列
的灵感全部来源于生活，因为我热爱生
活。”孙亚杰说。

在孙亚杰的手中，古老的中国盘扣从
远古走进了现代。她赋予它们以生命，赋
予它们更多的形态，让盘扣这项传统技艺
从中国走向更远的未来。

精益求精 追求完美

【一言】

□苏永生

一幅普通的图案，经过艺术加
工，就能成为工艺品的元素。一根
普通的布条，经过用心缠绕，就能
成为精美的装饰品。

百年传统技艺盘扣，在传统与
现代的组合中，更加展示出其独特
的魅力。

一项技艺能够长期传承，一方
面取决于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取
决于其承载的文化。好的工艺作
品必定是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满
足审美需求、由作者用心用情打造
出来的。

作为盘扣技艺传承人，其创作
的作品不仅包括了物品本身，还包
括了创作者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精
神世界。

看 似 寻 常 最 奇 崛 ，成 如 容 易 却 艰
辛。不论是创作一件手工艺品、干好一
件其他事情，还是经营好一个家庭、管理

好一个企业，都需要用心用力、倾
情投入；都需要满怀热爱、坚持不
懈；都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悖。奋
斗创造奇迹，机会和成功从来都
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也从来都是
垂青那些认准目标、坚持不懈、勇
于奋斗、不断创新的人。

做事如此，生活亦然。只有
用心用情专注于一项工作，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持之以恒、笃行
不怠，将其作为事业来努力拼搏，
才能取得应有的成就。只有用心
用情编织每一天的生活，用心用
情处理好每天的事情，用心用情
感受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才能收
获多彩的人生。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
新年贺词中所言：“路虽远，行则
将至；事虽难，做则必成。只要有

愚公移山的志气、滴水穿石的毅力，脚
踏实地、埋头苦干，积跬步以至千里，就
一定能够把宏伟目标变为美好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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