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开窑就像开盲盒，充满期待
与刺激。”在烧制环节，蔺霄麟团队坚持
秉承传统烧窑方式——柴火窑。

在他们看来，澄泥砚产品的成色与
烧制时窑洞的氛围密不可分，不同于电
窑和气窑的稳定却千篇一律，人工烧柴
的不确定性，使得“你永远不知开窑的
一瞬间，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正是因为
这种不确定性，才造就了同一窑里每个
产品的独一无二。这也是非遗技艺的
魅力所在”。

所以，蔺霄麟团队用大量的精力，
认真钻研窑变参数。通过反复实践、精
心观察及认真总结，他们如今已成功开
发出与传统澄泥砚鳝鱼黄、蟹壳青完全
不同的纯黑、白色、蓝色、豆沙绿等颜色

产品，甚至还多次出现一砚多色的情
况。

这让这个年轻团队非常振奋。
此外，蔺霄麟彻底打破了澄泥砚只

能制作砚台的限制，尝试用传统澄泥砚
的技艺制作生活器具。在他的办公桌
上，摆满了颜色不同、造型各异的杯垫、
笔搁、茶具、摆件、印章等，这些产品还
由于其三五百元一件的亲民价格，深受
欢迎。

不仅如此，这个“90 后”团队还尝
试让客户自己设计造型，交由他们制
作，相当于私人定制。太原一女子自己
设计了一款莲花图案的砚台，交给他们
制作，在拿到成品时，激动之下，又定制
了100个。

传统工艺要坚持

□记者 李婉玉

一张操作台，一颗
核桃，一把半厘米宽的
雕刻刀。

山西绛州澄泥砚文
化产业园内，“90后”绛
州澄泥砚新生代传承人
蔺霄麟正在埋头创作。
只见他仔细端详核桃之
后，紧握刻刀，巧手如
飞，锋利的刀尖游丝般
在泥坯上跃动……

“ 运 筹 帷 幄 见 神
功。”蔺霄麟是国家级非
遗制作技艺绛州澄泥砚
代表性传承人蔺涛的儿
子。2019 年，蔺霄麟从
韩国国民大学陶瓷与玻
璃专业毕业回国，开始
子承父业，带领一群和
他一样年轻的“90后”，
把满脑子的新思想、新
理念投入到澄泥砚的创
作与推广中。

从设计开始，蔺霄
麟和伙伴们迅速掌握了
澄泥砚制作的基本功。

“就想给国家级非遗绛
州澄泥砚制作技艺来点
新花样。”蔺霄麟说。

“五一”假期，运城一跃成为全国
最受游客欢迎的热门小众旅游目的地
之一，游客们纷至沓来，河东大地终于
被看到。

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运城人，我
为家乡的出圈感到骄傲和自豪。

在我的印象中，运城从来不缺好
玩有趣的景观：春天，平陆黄河岸边有
万亩桃花林；夏天，夏县有凉爽刺激的
山间漂流；秋天，盐湖上习习秋风吹动
池水，波光粼粼；冬天，更是可以在五
老峰滑雪场体验激动人心的多种滑雪
项目。而这些，也只是运城魅力的一
部分而已。

今年外地游客的涌入更是催生了
许多新的旅游打卡点，比如开往永济
的水上列车，还有盐湖区东湖农贸市
场，这让运城本地人重新对这些平常
的事物燃起了兴趣。

但我个人认为，运城真正能够打
动外地游客的，是自身深厚的文化底
蕴。

人们常说，地下文物看陕西，地上
文物看山西。运城地处晋南地区，更
是中华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
我家在平陆，小时候背孟子的《生于忧
患，死于安乐》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
时，常常会想起县城北边高矗的傅说
庙，进而联想这位商朝武丁时期的贤
人，现在是不是依然在护佑着一方百
姓。高中，我在芮城读书，学校组织去
永乐宫游览。当时虽然不懂如何欣赏
壁画，但一进大殿，仍然被巨幅壁画的
流畅线条和人物形象的栩栩如生所震
撼。元代壁画虽经时间侵蚀有所剥
落，但色彩依然艳丽，让人不禁感叹古
人的智慧。

毕业后，我到盐湖区工作，在南
风广场，经常有感于舜帝 《南风歌》
中“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
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
兮”读起来朗朗上口、韵味悠长，让
人仿佛在一唱三叹中回到了古代先民
劳作丰收时的场景。于是，我对池盐
文化也产生了兴趣，还曾专门去河东
池盐博物馆探究，了解盐对这一地区
产生的深远影响。

运城还有很多人文景观都各有千
秋，解州关帝祖庙、万荣李家大院、临
猗临晋县衙、永济普救寺等，再加上一
些零散的小景点，简直数不胜数。每
一个旅游景点背后都蕴含着大家耳熟
能详的中华传统文化典故，如同繁星
散落于银河，陷进去就会不自觉地徜
徉其中。

我认为，这才是运城旅游的底气
和特色。

当人们看着历经唐风汉雨的古
迹，当人们举起手机拍下馆藏文物时，
古河东就已经融入他们的生命中了。

美好的东西总是会打动人，这也
是运城文旅能够迅速在全国火起来的
重要原因之一。

突如其来的流量对运城文旅而
言，既是机会也是考验。运城景点分
散，有些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如何解
决游客出行问题，对景区进行更好的
管理，如何处理好突发问题，为游客提
供更加舒适的游览体验，也是我们应
该努力的方向。

最后，祝愿“宝藏”运城越来越好！

“宝藏”运城
□蒋欣

“这方瓦当砚器型规整，属于经典
款，整体古朴雅致……”把砚台紧贴镜
头，主播小卫调整着角度，以便直播间
的粉丝看清细节。

在绛州澄泥砚的抖音直播间里，主
播小卫细致讲解着澄泥砚的知识，并热
心回答粉丝的提问，将他们感兴趣的商
品一一展示。

“设备升级后，通过调整焦距和切
换镜头，互动更直观，拍摄更细腻。工
艺的精细度肉眼可见。”小卫说。

目前，这个“90 后”团队中，9 人专
门从事网络直播，从早上8时播到晚上
10时，一天10场。

“相比于那些卖衣服、化妆品的直
播间，我们直播间人数不算多，平均每
场百十人，但我们的客户足够优质。但

凡能进我们直播间且长时间停留的，都
是对非遗、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大多
数人最终是要下单的。”蔺霄麟介绍。

尤其让人欣慰的是，直播间里，年
轻粉丝与日俱增并陆续下单。

为继续扩大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
的影响，这个“90 后”团队还通过网络
直播介绍澄泥砚的历史文化与制作技
艺。“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带动更多年
轻人了解传统非遗。这么好的东西就
应该保留下来，代代相传。”

绛州澄泥砚，正搭乘互联网快车，与
时尚结合，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圈。而年轻
一代对于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
传承，也正形成一种文化自觉。他们作为
传统非遗的青年传承者、推广者、爱好
者，正推动着非遗从“小众”逐渐出圈。

非遗“傍上”互联网

很长时间内，绛州澄泥砚因其精美
的外观、高难度的制作工艺成为文人墨
客的高端配置，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一定
的距离。

“让澄泥砚走下‘神坛’、融入民间，
吸引更多普通老百姓关注并使用。这
应该是我们非遗文化走向繁荣的重要
支撑……”在这种理念的驱使下，蔺霄
麟开始尝试设计开发实用性强的、能真
正走入普通百姓生活的澄泥砚产品。

从形状上，与爷爷、父亲习惯设计
不规则形状不同，蔺霄麟更喜欢对称

的、年轻化的造型；在主题上，父辈倾向
于传统文化、家国情怀的主题，他则将
主题进一步拓展，把表达追梦、爱情的
主题列入大批量设计。比如专为新婚
夫妇量身定制的对砚——“如云若水”，
男方砚台名为“如云”，浑厚阳刚；女方
砚台名为“若水”，线条柔美。还有核桃
砚，合起是一个囫囵的核桃，打开是一
对精美玲珑的砚台，摆到家里可研墨，
装到口袋可把玩……

类似这种对砚，大大拓展了受众群
体。

高端产品下“神坛”

编者按：
一个“90后”年轻团

队从老艺人手中接过国家
级非遗绛州澄泥砚制作技艺
接力棒，为非遗注入青春活
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了绛
州澄泥砚的铁粉、顾客……

绛州澄泥砚正在以千年
沉淀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加入，制作、传
承、推广、使用，于是有
了磅礴的生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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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讲解

▲出窑瞬间

■本版摄影 记者 李婉玉

当老手艺遇上新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