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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者，保护好推光漆器等文化瑰宝，把富有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产业发扬光大、推向世界。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省晋中市考察调研时的讲话（2022年1月27日）

【荐读】

□王宗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上的北纬
40度，西起新疆，横跨甘肃、内蒙古、
山西、河北、北京，止于辽宁。

广义历史上的长城，最西端也在
新疆，向东则一直延伸至鸭绿江畔。

G7高速，是连接首都北京和新疆
乌鲁木齐的高速公路，贯穿北京、河北、
山西、内蒙古、甘肃、新疆6个省区市。

仔细地在地图上反复比对，一个
惊人的发现呈现于眼前：长城、G7，
竟然是沿着北纬40度铺展开来的。

这真是一条神奇的线路。
翻开当代批评家陈福民著述的

《北纬四十度》可知，历史上的北纬40
度，也是相当精彩：“围绕北纬40度，
那些不同的族群互相打量着对方，想
象着对方，也加入着对方。长河流
淌，鸣镝尖啸，伤感吟成诗句，痛苦化
为尘土，带走过生命也带来过生机。
在长城内外，他们隔墙相望，侧耳远
听，深情凝视了几千年，虽然不能完
全变成对方，最终却也难舍彼此。”

陈福民笔下的北纬40度之地理纬
度是从呼和浩特的云中开始的，止于赤
峰的乌兰布统。关于北纬40度的历史
讲述，起始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结
束于康熙与噶尔丹的乌兰布统战役。

《北纬四十度》是一部历史随笔
集，出场人物较多，大多是金戈铁马，
你来我往，冲突—融合—再冲突—再
融合是主线。而这条线上，却有两个
温柔的存在——王昭君、萧燕燕。

关于王昭君最早的官方记载，出自
班固的《汉书》，实际上也只有一句话：

“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字昭君赐单
于”。然而，经过民间两千年的关切，王
昭君对于湖北和内蒙古两地而言，俨然
已是一张民族融合的烫金名片。

萧燕燕是谁？她就是被评书《杨
家将》暗黑了的辽朝契丹萧太后。在
电视剧《燕云台》中，萧燕燕和汉人韩
德让在中京（今赤峰）上演的“爱恨情
仇”，至今是网络语境中的热门话
题。其实，《杨家将》也好，《燕云台》
也罢，都带有强烈的民间演义色彩，
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
盟，契丹方的主角就是萧燕燕和韩德
让。澶渊之盟是政治和军事角力的
结果，四年后，即 1008年，北宋史学
家、时任太常博士的路振出使中京为
辽圣宗庆生，辽圣宗一身中原汉族皇
帝装束接见了他，满朝文武亦然。这
是不是澶渊之盟的另一种教化？是
不是萧燕燕和韩德让的有意推动？
陈福民的答案是肯定的：“在萧太后、
辽圣宗和韩德让的无形推动下，从宫
廷制度到民间态度，契丹民族对于中
原文化的亲和感一点点建立起来。”

北纬40度，大部分时间，充斥着
铁血和力量。不过，有几个文人的表
演，为这冰冷增添了些许趣味。1089
年，苏辙奉旨出使中京。出使前，他
哥苏轼专门送来一首诗：“云海相望
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不辞驿骑
凌风雪，要使天骄识凤麟。沙漠回看
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单于若问
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他说，弟弟
啊，别看我们打不过他们，但咱们比
他们有文化，问起我的时候，你要低
调一点。不知是史实还是互相吹捧，
苏辙在出差途中有首诗是这样写的：

“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
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
湖。”意思是哥哥啊，你在辽地太出名
了，搞得我在江湖上都不自在了。“二
苏”的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做出印证：
不管是南来的，还是北往的；不管你
是何民族，身处何地，不同的文化在
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互通和交流。

北纬40度，不仅有诗，还有远方。
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

女真人等纷纷出场，谢幕的时候，只留
下了从未改变过的故事发生地——北
纬40度。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在
这一纬度上，蜿蜒平坦的G7高速横空
出世，成为如今“一带一路”的标志性
路线，民族融合的画卷更加磅礴绚烂。

诚如《北纬四十度》中说：“定居
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并没有
绝对的界限，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相爱相杀的漫长历史中，所有人都渐
渐变成了中国人。”

北 纬北 纬 4040 度度 ：：
民族融合主干线民族融合主干线

传统技艺传统技艺·· 融合故融合故事事 看看 听听

【一言】

□
本
报
记
者

高
瑞
锋

杜峻的家，位于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
路，分上下两层，上层用于居住，下层是工
作室。工作室间或用木柜隔开，分为书画
区、錾刻区和休闲区，每个区域或摆放着长
条几案和笔墨纸砚，或摆放着他錾刻的各
种铜刻作品，或放置着紫砂茶壶，壶中氤氲
出缕缕茶香。

身穿一身宽大太极服的杜峻说，铜器
在古代是珍贵的器物。铜刻是直接在非铸
造铜器平面镌刻的工艺，以阴文刻、阳文刻
及双钩浅刻为主要造型手法，最早起源于

春秋战国的汉族錾铜艺术，用于记录当时
的社会历史、人文景观、重大事件、人物传
记等。

“由于铜器耐氧化，可以上千年不变，
所以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杜峻
说，近代刻铜源自錾花，至明而清，錾刻日
渐成熟进入兴盛期，刀刻如写，刻铜逐渐成
为一门独立艺术。

刻铜技艺是在铜面上，以中、切、挑、铲
等技法，刻出阴阳、虚实、飞白等效果，借以
再现书画神韵。刻铜者不仅要有深厚的绘

画和书法功底，还要有精湛的铜刻技艺，融
质地、做工、造型、装饰等多种艺术形式为
一体。

“我今年49岁，18岁开始跟随我国著
名书画家、收藏家、篆刻家、文物鉴赏家杨
鲁安学习书法，学习了甲骨文、篆、草、隶、
行楷等各种字体。”杜峻说。

杜峻跟随杨鲁安先生学习了18年，在
学习书法的同时，也学习木雕、玉雕、印章
等雕刻技艺，21岁时，他已经在呼和浩特
市的业界小有名气。

千年技艺 名师传授

杜峻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开始接触刻
铜。经过实践才知道，刻铜和刻木头、玉器、
石头完全不是一个技法，尽管刻出了“形”，
却独独缺了刻铜技艺中最重要的“味道”。

为此，他遍寻呼和浩特市的刻铜师傅，
几经打听，终于在呼和浩特市制锁厂找到
了老师傅金成山。金师傅少年时在北京琉
璃厂的一家刻铜社做过多年学徒，在呼和
浩特市定居后，成了青城唯一懂得刻铜技
法的人。

学习中，金师傅告诉杜峻，刻铜技艺最

重要的是刀具，并拿出自己的刻铜刀具让
杜峻看。此时，杜峻才恍然大悟，“原来是
刀的问题”。至此，他的刻铜技艺突飞猛
进，日渐精湛。

在他的家中，摆放着“十八罗汉铜屏”，
每个罗汉的形貌姿态各不相同，看上去静
中有动，动中有静，其中长眉罗汉的两根眉
毛垂至腰间，格外亮眼。

“眉毛比头发丝还要细，还要刻出动
感、粗细变化，这需要一口气刻完，不能断
开，断开再接起来刻感觉就不一样了，气脉

就接不住了。”谈起自己的这件得意之作，
杜峻说，“这是8年前刻的，当时很满意，现
在看来，还有很多要修改的地方。因为，艺
术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在刻铜界，“南宋北杜”是人们基本认
同的一个说法。“南宋”指的是我国著名刻
铜艺术家孙建明，而“北杜”，就是杜峻。

杜峻爱学习，平日里的时间就是写字、绘
画、刻字、研究。清心淡泊的心境让他可以陶
醉在书画的世界里乐而忘返，书法、绘画、刻
铜技艺逐日增长，成为业界有名的刻铜大师。

清心淡泊 刻苦钻研

在铜器上作画写字，平
平无奇的铜器便有了生命
力，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记
忆和见证。而这个过程，就
是刻铜技艺，在我国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现在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铜刻上写满了中华文
化，因为不管哪个年代的铜
刻上都有文字，记录了当时
的历史。”呼和浩特市级刻铜
技艺非遗传承人杜峻说。

2022 年 11 月
29日，我国申报的

“中国传统制茶技
艺及其相关习俗”
列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 名 录 。 从 2001
年 5 月 中 国 昆 曲
成功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首批

“人类口头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名
录起，如今，我国
共有 43 个项目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名册，
数 量 居 世 界 第
一。我国为保护

和传承世界文明记忆做出了
极大努力，成果卓著。

非遗的传承发展离不开
学、授、用、产、研等方面的系统
性保护，这也是非遗进行活态
传承的必要条件。比如，在内
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族手工
技艺非遗传承人乌仁母女依托
工作室，带动周围人学习非遗
技艺，每年产生经济效益 100
多万元，在传承弘扬技艺的同
时让当地不少群众有了稳定的
经济来源。不仅如此，她们还
把非遗项目带进当地的中小学
课堂，把自己的作品带到各地
参加展览，让更多人看到非遗
的光彩。从这个角度来看，做
好非遗的保护传承，不仅是对
我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同时也为提升低收入
群体的就业能力开辟了重要途
径，更好服务我国现代化建设。

在不断推进非遗项目全
方位、立体化、覆盖式的保护工
作中，非遗的时代性、教育性等
功能也得以发挥，让人们得以
更好感受非遗如何在当今社会
发 挥 作 用 ，助 力 讲 好 中 国 故
事。通过对传统技艺的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非遗得以融
入现代生活、展现当代价值，更
好地拥抱新生活、新时代。

同时，扎实做好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才能更
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
化需求，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数量众多的非遗项目，展现着
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保护好、
传承好、利用好这些珍贵财富，
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传承创新中走向更广阔的舞
台，向世界传播中国独特的文
化资源和精神追求。

（转自《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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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峻只有初中文化，但是，30 多年
来，他一直在书法、绘画中钻研，言谈举止
充满了书卷气。

成为非遗传承人后，杜峻最迫切的想
法是培养传承人。但是，刻铜技艺不同于
其他雕刻，刻铜者必须要有书法和绘画功
底，才可以刻出神韵。

“拿印章来说，它的字体是篆书里面
专用的，统称印篆，但是，其中又分汉印、
秦印、唐宋九叠篆官印、元代花押印等，这
些字体都不一样，分得特别细，如果刻铜
者不懂，只是照猫画虎把形状刻出来，就

是死板的。”杜峻说，如果有人问印章的风
格，没有书法的知识和功底，是说不出来
的。这说不出来的东西才是文化，需要通
过刻铜者的刀，形神皆备地镌刻在铜器上
传承下去。

杜峻的铜刻风格可以是潇洒飘逸，也
可以古朴稚拙，诚如他自己所说：“搞艺术
不能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得根据内容定基
调。来了一个欢快的内容，字就要刻的流
畅灵动，比如这段时间热映的电影《满江
红》，这首词就要刻的磅礴大气。”

杜峻说，只有继承好传统文化，才可

以说发展创新。“如果在作品里想发挥个
人的情感，无非就是变，变得大点、小点，
松点、紧点，可以文气一点，也可以粗犷一
点，这就要根据刻铜者对文字的理解来进
行刻字。最重要的是，艺术不能固定死，
应该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我在学习中，
主要总结各个朝代刻铜技艺的精髓，学习
各家的精气神，这样才能为我所用，从而
创新发展。”

现在，杜峻的弟子已经有近百位，定
时来杜峻的工作室学习和交流。“他们，就
是刻铜技艺传承下去的希望。”杜峻说。

继承精髓 培养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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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峻楷书刻扇形铜墨盒。

杜峻楷书刻铜墨盒。 杜峻楷书刻圆形铜镇纸回环诗。

杜峻在紫砂壶上用西周金文刻的“百善孝为先”。 杜峻西周金文刻铜镇纸。

杜
峻
汉
隶
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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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峻行书刻铜镇纸。

杜峻刻铜墨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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