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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堂“河东作家写河东”的文化大课
——《绛州澄泥砚》新书分享会侧记

□记者 王捷

一位作家对作品的倾心追求

分享会上，李云峰首先和大家分享了关
于《绛州澄泥砚》的创作机缘及架构过程。

2019 年绛州澄泥砚被列为“山西三
宝”，应省作协邀约，他从“探秘中国澄泥砚
之都”的角度出发，写了一篇有关绛州澄泥
砚的文章。在走访的过程中，他发现一篇
稿子不足以承载绛州澄泥砚丰富厚重的历
史，便萌生了用长篇记录这段历史的想
法。最终，这部《绛州澄泥砚》顺利通过审
核，被列入“山西繁荣中长篇小说创作出版
工程项目”、运城市委宣传部“重点文艺扶
持作品”。

在走访的过程中，李云峰不仅被盛于唐
朝的绛州澄泥砚历史深深吸引，更被蔺永
茂、蔺涛、蔺霄麟三代人的执着与坚守所折
服，被他们近40年潜心研制、利用汾河两岸
的千年澄泥烧制、使断代300余年的稀世国
宝重新华彩面世的事迹所感动。

为此，李云峰多次走访蔺氏三代人，不
断搜集相关资料，构思框架，耗时5年，数易
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20余万言的皇皇巨
著。

一个家族三代人的文化传承

“把‘认准一件事，咬紧牙关做下去’当
成一种修行。”这是蔺涛在父亲蔺永茂身上
体悟到的最深感触。曾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300余年的绛州澄泥砚，如今能成为国家级
非遗，离不开蔺氏三代人的努力。20 世纪
80年代，蔺永茂潜心搜集资料，向老师傅请
教，不断钻研烧造技法，与儿子蔺涛一起让
这一技艺重现，其背后的艰辛一言难尽。
2013年，蔺涛辞去正式工作，全身心投入绛
州澄泥砚的制作中。

对蔺霄麟而言，小时候经常看父亲蔺涛
揉泥、装窑、烧窑、出窑的身影，如今仍历历
在目。父亲给他最大的启迪就是“坚守”。
长大后，他跟随父亲的脚步投身澄泥砚制
作，父亲的辛苦如今也成了他的日常。

在国外进修陶瓷工艺的蔺霄麟，毕业后
将学到的设计理念带了回来，融入到绛州澄
泥砚的创作中。他希望在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融入年轻化的设计理念，让绛州澄泥砚
展现不一样的风彩。日前，他的作品《日月

同辉砚》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手
工艺品徽章”，也让大家看到绛州澄泥砚在
新时代与世界接轨的耀眼光芒。

坚守，保护，传承，发展。一家三代人对
非遗技艺和非遗文化的执着，让历史名砚绛
州澄泥砚盛世重辉。

一部“河东作家写河东”的范本

在新书分享会上，李云峰还结合自己的
经历，同大家分享了文学创作经验。他说，
河东历史文化厚重，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创作资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
的。作为本土作家，深挖河东文化资源，扎
扎实实写家乡、写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写出
代表河东的文学精品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光
荣使命。

在写本土风物时，要注意细节、故事、人
物。现场感最重要，一定要深入现场调研走
访；主人公所说的，往往都是作者需要的；一
笔带过的一些细节，反而可能是最感动人
的，这就需要作家敏锐地去捕捉、去发现，在
文学表达上细腻地呈现。同时，不能忘记对
史料的汲取和学习，边学边记，在创作中将
史料与现场感受融合拉通。

真诚的分享让台下的作家感动不已。
作家李立欣表示，这本书以叙事散文的口吻
讲述了当代平凡人的不平凡努力，既是文化
传承史，也是家史，更是一个时代的创业
史。作家王慧表示，这本书是为心有家国、
传承有方的蔺氏三代人的字字臻萃，令人感
动、感佩、感念，更让人看到了中华民族可贵
的文化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85 岁高龄的蔺永茂老
先生读完该书后还写了读书笔记，称《绛州
澄泥砚》“错综复杂的材料、关系，梳理得既
顺又简洁”“不仅是一部文学著作，也是一部
呈现绛州澄泥砚科技之著作”。

李云峰最后说，希望这部作品不仅是作
家之间的交流分享，更重要的是希望能让更
多人看到运城非遗文化开发、保护、传承的
新路径，绛州澄泥砚就是在不断的摸索中为
大家找寻一条新路。

《绛州澄泥砚》这部作品既是对国家级
非遗技艺绛州澄泥砚和蔺氏三代工匠精神
的再现，也彰显了文学作品在当下社会、生
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学作品所承载的
文化符号和内涵让其充满生命力，也为未来

“河东作家写河东”提供了无限可能。

□记者 王捷

“墨用砚台和普通的碗碟有什么
区别？”“上墨拓印时需要注意什么？”

“这些笔都是拿什么制作的？”……在
新书分享会现场，绛州澄泥砚、绛州
木版年画、绛州毛笔等新绛非遗技艺
吸引了众人目光。

山西绛州澄泥砚研制有限公司
高级技师张迎利介绍，此次他们带来
了运城 13 县（市、区）“一县一砚”系
列作品及获得联合国奖项的作品。
尤其是“一县一砚”，前来了解自己家
乡文化砚的人络绎不绝。自2010年
开始，他们不断挖掘我市各自的历
史、人文、政治、经济等亮点，针对其
亮点设计制作特色文化砚，“我们也
希望以砚台的形式，把这些文化、建
筑等记录下来、传承下去，让更多人
了解这一方砚台所承载的文化价值
和意义。”她说。

“上墨时手腕发力，拓印也要把
握好力度……”省级非遗传承人蔺吉
祥现场制作的绛州木版年画关公系
列作品，同样吸引了大家，有的还直

接上手体验了一把非遗技艺。大家
对刻画细腻、惟妙惟肖的木版年画多
了一份认识和喜爱。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绛州
毛笔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于永杰
也在细致地解答大家关于毛笔材料、
制作工艺、创新理念等方面的问题。
看到大家都非常关注这一手工工艺，
他很高兴，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绛笔
制作，了解新绛丰富的非遗技艺。

新书分享会 非遗增亮色

□王逸群

今天就来说几个有意思的稷山汾
南方言词。

“圪捞”，意思是把某物从高处或者
深洞里捅下来或扒拉出来。打个比方：
羽毛球夹在树枝上，用竹竿把它圪捞下
来。这个动作没有章法可循，胡乱折腾
一番，这是“圪捞”最初的意义。后来，

“圪捞”引申于人事方面，多含贬义，指
出于嫉妒心理设法把别人从高位弄下
来或把别人的好事搞黄。例如：张三好
不容易被评为市里的模范，却被人圪捞

下来了。
而与“圪料”相关的词有两个：“炭

圪料”和“鸡圪料”。
“炭圪料”即灶膛烟煤燃烧后炼在

一起的残余物，形状极不规则。20 世
纪 90 年代，稷山汾南农村锅灶所用燃
料，除了柴草，主要是烟煤。如果是简
单饭菜，笼馍、烧水多用柴草；若是平日
蒸馍或过年炸麻花、煮花馍，必须用烟
煤。各家各户做饭后的炭圪料，大家会
不约而同地倒在某个公共地方，多是土
窑的后坡上，名为“炭圪料坡坡”，用现
在的话来说，就是垃圾站。不懂事的小

孩问长辈，自己从哪儿来的，爷爷奶奶
可能就开玩笑说：“你是从炭圪料坡坡
捡来的。”

“鸡圪料”其实跟鸡没有一点瓜葛，
而是猪膘子炼油后的残渣，形状也不规
则，就像炭圪料。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人们连猪膘子也不舍得丢弃，便把它剁
一剁，放在锅里炼油。油渣炼在一起，
就成了鸡圪料，这东西香脆，是乡下人
包饺子、熬热菜的上好佐料。

“圪捞”“炭圪料”“鸡圪料”，虽说前
者是动词，后二者是名词，但三者还是
有共同点的，就是都不讲究规则。

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词，发音为
“chàn”。例如：他三姨属chàn，二舅
属猴。“chàn”究竟是哪个属相呢？其
实就是蛇。在运城很多地方，蛇的土音
为shǎ，但在稷山汾南一带，上了年纪
的 老 人 说 到 属 相 蛇 ，常 常 说 属

“chàn”。“chàn”对应哪个汉字呢？我
认为应是“缠”，因为蛇对人或动物的威
胁，除了毒液，更可怕的一招就是缠
绕。一旦被大蛇缠住，就会越来越紧，
最后被置于死地。另外，从古汉语语法
方面看，“缠”解释为蛇，符合动词活用
为名词的语言习惯，似乎也讲得通。

圪 捞 ，圪 料 及“ chàn”

这是一部关于国家级非遗绛州澄泥砚的作品，一部关于一个家族
文化执着的作品，一部河东作家扎根河东、聚焦河东的作品……8月25
日，在运城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河东作家写河东”——李云峰《绛州澄
泥砚》新书分享会上，来自运城市13县（市、区）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

120余人齐聚一堂。透过该书作者李云峰、国家级非遗绛州澄泥砚传
承人蔺涛、绛州澄泥砚第三代传承人蔺霄麟的分享，大家进一步了解
了这部作品及其背后的故事，也更明确了“河东作家写河东”的历史意
义和时代价值。

▲▼新绛非遗展示 记者 茹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