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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长春市生态广场一隅的彭祖述艺术馆，一

种东方文化的雅致和神韵扑面而来，集书法、篆刻、微刻、

雕刻、诗文于一体的108方松花石砚有序陈列，紫、绿、

黄、彩、黑、白等五彩缤纷的近300块松花石样板石蔚为

壮观……

世间万物，花有开谢，树有枯荣，最平平无奇的就是石

头。是什么让石头熠熠生辉？是什么让松花石再现高光

时刻、举世瞩目？是什么让松花石文化产业正成为吉林省

具有代表性的文化产业？答案，从一位九旬老者的身上可

窥一二，他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彭祖述。

1990年，彭祖述退休后，便开始全情投入石头的艺术

世界，以刀为笔、琢石生花，把退休当作自己第二青春的开

启，将自己一生在艺术上的学习积累陆续转化为创作，以

十年左右时间跨度为一征程，屡创佳绩，成为从长白山谷

中跃出的一匹黑马，登上一座又一座艺术高峰。

匠 心

一人一石，相互守望

无砚难以书墨，无心难雕精品。坐在轮椅上的彭祖

述，虽然白发苍苍，却精神矍铄，在不到1米长、却细细密

密地微刻了2万多字儒家经典的《论语》砚前停下，告诉记

者：“我在刻《论语》的时候，用两只手推着，一个字一个字

刻出来。刻到难处，我经常到旮旯儿去，大吼几声、大哭几

声，释放一下自己的郁闷和苦难，然后回头继续刻。”这是

他一生中费心、费力、费时最多的作品，每天坐在那里，一

刻就是15—16个小时，至今腰难以直起、手指变形、视力

模糊，却无怨无悔。

“微刻是微小的，但作品是宏大的，我把书法、篆刻、微

刻、文学诗词都揉到作品中。”彭祖述的微刻作品宏微互

补、微中见宏，同时融入了我国北方地域文化特色。如今，

“彭氏微刻”已被列入吉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

创新耗神，石刻耗身，唯有一颗匠心恒久不变。提起

创作，彭祖述感慨万千。“我记得有一次，上浙江阜山选取

石头，沿山小路就1米多宽，有一个豁沟，上面铺满了败

叶，我一脚踩到那就摔下去了，下面是深不见底的石崖，我

当时失去了意识。不知道过了多久，有东西在脸上划的感

觉，我命大没死。”醒来后，向导劝彭祖述就地折返，彭祖述

说：“不回去，我要的石头还没找到呢！”

“发现块好石头，我就抱回来，晚上搂着睡。”彭祖述对

石头的喜爱接近痴迷，他遍寻寿山、青田、巴林、昌化鸡血

等82块珍石，创作大型微刻石书《石头记》，每回一石，外

加序言、后记，共计微刻60余万文字，将书法、篆刻、微刻、

文学诗词四门艺术集于一石，使其交相辉映，成为一种新

的艺术形式。

创 新

让石头活起来，熠熠生辉

2009年，在刻松江石百砚选石头的过程中，他发现了

松花石更多的可爱之处。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吉

林省特有的松花石色泽丰富、质地细腻，每一块都有自己

独特的外观。“我省松花石的品种这么多，石质这么好，是

我们自己地域的产品，我想带动大家把松花石推出去。”彭

祖述说。

然而，在石头上微刻和做砚台是两回事，不懂就学！

彭祖述到山东、安徽、江西、广东、甘肃等全国各地拜访国

内砚界大师，走了2万多公里，了解情况、学习长处、提升

内涵、再辟蹊径，探求当今制砚的创作规律与发展。

为了推广家乡奇石，打造松花石品牌、振兴松花石产

业，彭祖述以毕生之努力，追寻、挖掘砚雕技艺，制作出《松

花石百砚》。作品分为九大系列，传承有序，件件有神有

魂、有文化内涵，是让人震撼的可以传世的艺术珍品。

2017年7月，在彭祖述艺术馆开馆仪式暨中华砚文

化高峰论坛上，与会人员对松花石百砚作品大加赞赏，

给予高度评价。中华砚文化联合会名誉会长刘红军称

赞道：“彭祖述先生是一位复合型人才，其作品独树一

帜，他的模式不可复制，他的砚艺起到引领作用，精神示

范效应是巨大的，意义非凡。”彭祖述的松花石砚，在讲

求实用性、艺术性的同时，十分注重体现思想性，既有对

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艺术传扬，也有结合现实生活的寓

教于艺，还有对新时代新理念的艺术性诠释。“如果说

《石头记》微刻是艺术再创作，百砚系列则是我们创作创

新的成果。”

“一个人活一生不容易，来去匆匆。如果能静下心来，

老老实实地抓住一项工作，从始到终把它坚持下来，能给

后代、给国家留下点东西，这一生就足矣。”彭祖述创立的

“彭氏综合石刻艺术”，以新的色彩、新的气质、新的面貌、

新的艺术形式面世，形成自己具有综合性的艺术风格，从

而使沉默的石头有了语言、有了生命、有了灵魂。

传 承

推广家乡文化，生生不息

“整理出版《松花石谱》，是松花石产业持续发展、品

牌价值提升、经济效益增加的基础建设工程，其经济意

义、社会意义甚至大于我的松花石百砚系列。”彭祖述为

创作松花石百砚收集石料的十余年间，积累了大量不同

矿脉、产地丰富多彩的松花石，并邀请十多名专家共同鉴

别、整理，甄选出近300块松花石样板石，同时将百余个

品种及矿坑产地进行梳理，经过切割、打磨、修光后呈现

给世人，他“投石铺路”，希望为家乡松花石产业振兴贡献

自己的力量。

多年来，彭祖述持续推动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传承和

发展，先后带出了彭沛、郑喜砚、张世林、李兆生、李俊鹏、

蒋守信等20多位徒弟，他们多数成了省级工艺美术大师，

并在砚雕事业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多次

获得金、银奖。而且他们也各自有自己的学生，在工艺事

业上都作出一定的成绩，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方面的骨

干。

为传承百年技艺，坚持守正创新，吉林省彭祖述艺术

馆也在不断发挥作用，不定期举办书法、篆刻、雕刻等公益

性培训班及非遗研学活动，并多次到大学和各地市举办公

益讲座，先后参与建立松花石雕刻实训基地、创新实践基

地等机构，赴新疆、深圳等全国多地推广“彭氏微刻”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

彭祖述正在用他的艺术表达，将具有我省特色的松花

石文化产业推向更大的世界，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的双手

为我省松花石砚铺出一条走出吉林、走遍全国、走向世界

之路。而他的成就，也是我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文脉绵延繁盛、中华文明

历久弥新的生动实践。

“用心血来写、刻、作，形成一个作品，用来感化别人，

这是我们艺术家应该做的。把自己的心血都揉到作品里，

百年之后作品还存在，说明血液还在继续流动。”彭祖述话

语坚定、目光执着，“人一旦有了一生的追求，必然产生一

种执着，这执着的精神会控制你，不怕一切牺牲和困难，总

要把它干到底。这种力量从哪来？很难说，就是要完成一

件事，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如果有一天你也遇到了，你

就会体验到，我在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如今，这位耄耋老人一直没有停止对艺术追求的脚

步，92岁的他每天仍在为了能给家乡留下更多传世作品而

努力工作着。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访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彭祖述

本报记者 张丹 郭悦

近日，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

园的大型室外抗战实景剧《抗联抗

联》相关视频在网络上引起热议。

有网友评论：“光看视频我都哭得稀

里哗啦”“隔着屏幕只看一眼，我的

眼泪就出来了”。为了探寻《抗联抗

联》的创排历程，记者采访了长春莲

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总经理、抗战

实景剧《抗联抗联》总导演张婷。

张婷介绍说：“大型室外抗战实

景剧《抗联抗联》是以东北抗联红色

文化为背景，以弘扬东北抗联精神

为初心打造的红色抗战实景演绎。

这部大剧 2023 年 9 月 28 日开始公

演，到目前为止公演次数达353场，

观看人数达 9.2万余人次。在长春

近郊这样一个旅游目的地，能有9万

多人次的观看量，从创作角度来讲，

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体现

出群众对东北抗联红色文化的高度

认同。”

当被问到为什么会产生创排这

样一个大型室外抗战实景剧的时

候，张婷说：“作为东北抗联研究会

的会员单位，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

文化园有这样的使命和责任，我们

希望通过《抗联抗联》这样一部大

剧，让广大市民在新时代能够沉浸

式感受东北抗联那段艰苦卓绝的历

史。通过回望历史，激发人们对和

平的珍视和对爱国精神的传承，也

提醒人们勿忘历史，砥砺前行。”

为了保证节目贴近史实，在剧

本孵化之初，《抗联抗联》创作团队

深入走访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

杨靖宇烈士陵园、杨靖宇干部学院、

东北抗联寒葱岭密营文化展览馆等

红色场馆深入了解，同时查阅大量

相关史料，收集、借阅、购买了50余

部东北抗联的相关文献书籍，包括

《东北抗日联军》《最漫长的抵抗》

《大东北抗联纪实》《东北抗联抗日

影响全纪录》《我的抗联岁月》《抗联

记忆》等东北抗联相关著作，力求从

浩瀚史料中深入挖掘东北抗联红色

文化，汲取《抗联抗联》创作灵感。

为了保证严谨性，创作团队还多次

参加抗联主题研究会议，并邀请省

委党校、市委党校相关党史专家前

来指导，力求实景剧每一幕、每一段

台词都能还原那段感天动地的东北

抗联历史。

为了获取创作灵感，《抗联抗

联》创作团队曾多次邀请杨靖宇将

军嫡孙马继民、马继志先生到访莲花岛参观抗联基地，在与马

继民先生交流中创作团队了解到，杨靖宇将军给家人留下的唯

一一件东西，只有一块可以燃烧的桦树皮，这也成了剧中关键

情节的灵感来源。剧中连长杨天放在牺牲前将金安顺送给他

的鞋留给了石头，这双鞋与桦树皮一样都是抗日斗争的火种，

代表了东北抗联精神的传承。

为了保障节目的精彩性，《抗联抗联》创作团队坚持不断完

善、精益求精，剧本从立项到面向观众公演共经历了 23次专题

研讨、17 次剧本打磨，上映后也不断完善，每场演出后都由张

婷进行复盘总结，对参演人员进行现场指导，提出优化建议，

力求给观众带来更好的观看体验，展现出更有感染力的东北抗

联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莲花岛文化园坚持全员参与《抗联抗联》实景

剧演出。张婷说：“《抗联抗联》实景剧单次表演人员达百余人，其

中主要角色由专业演员出演，其他角色由我们的基层员工出演，

文化园400余名员工循环参演《抗联抗联》实景剧，不同场次安排

不同的一线服务人员作为B、C、D角参加演出，可以说《抗联抗联》

大剧的成功离不开所有员工的共同付出。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

为我们认为通过实际参演，可以使员工更深刻地体会抗联岁月的

艰辛，更深入地感受抗联精神的内涵，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园区服

务，进一步推动东北抗联红色文化宣传。”

谈及未来，张婷说：“下一步，我们将全力推进《抗联抗联》节

目升级，打造夜场版的《抗联抗联》大剧，通过现代光影技术进一

步重现战场的艰苦、壮烈，进一步凸显抗联战士不畏艰难、英勇

斗争的意志，让观众在震撼的视听体验中感受东北抗联那种忠

诚于党的坚定信念、勇赴国难的民族大义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

记者还了解到，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还将建设2万平

方米的大型沉浸式剧场，排演暂定名为《这是长春》或《长春长春》

实景剧。这部剧将集长春市红色文化、民俗文化、影视文化、地域

文化为一体，带给观众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观众都参与其中成

为表演者之一。创作团队期待用这样一部文化大剧，讲好长春的

文化故事，努力实现用一部剧叫响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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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纪洋)伴着盛夏的徐徐清

风和淡淡书香，日前，长春消夏艺术季重点

活动——2024长春市民读书季在长春市

图书馆正式启幕。

本次活动由长春市委宣传部指导，长

春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长春市

图书馆、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各县（市、

区）文化和旅游局承办，各县（市、区）图书

馆协办。

2024长春市民读书季以“阅读·联结

生活与美好”为主题，推出“阅·时光”“悦·

生活”“越·分享”“跃·全城”四大板块，83

项200余场阅读活动，为市民打造一场别

开生面的夏日阅读盛宴。

开幕式现场人头攒动，五彩斑斓的阅

读装饰打造着书香满溢的氛围。本次活

动以“全场景、无舞台、游园式”的全新形

式进行，将换书大集、喜阅荐购、讲书大

赛、民谣表演、主题展览、阅读冲关、数字

阅读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融入游园阅读路

线中，给读者带来焕然一新的活动观感和

阅读体验。

换书大集上，读者参与“以旧换新”公

益换书活动，体验移动借书、扫码邮书、0

元购书，畅游在书海之中；在八角轩，参观

“丹青吟咏——赏析名画 品读唐诗”主题

展览，品味唐诗中独有的画意，探索古代文

人墨下的丹青世界；一楼大厅上演的阅读

cosplay，让市民沉浸式感受名著经典；阅

读冲关和数字阅读体验活动，带大家感受

阅读的多重乐趣；在文化讲堂青少年讲书

大赛上，聆听13位青少年的阅读分享故

事；在照片长廊，欣赏长春市民读书季举办

10年来的精彩阅读瞬间……一项项阅读

活动，让广大市民“阅”见美好，读享未来。

设计感满满的启动装置吸引了在场读

者的目光，随着与会嘉宾向庭院内书籍造

型的启动装置缓缓倒入金砂，书籍中绽放

出绚烂的阅读之花，寓意“阅读·联结生活

与美好”的2024长春市民读书季正式开

启。

室内室外浸润着浓郁的阅读氛围，书

香充盈在长春市图书馆的每一个角落。

伴着优美的民谣旋律，现场的市民或以书

会友，畅谈山高海阔；或围坐在喷泉旁，聆

听优美的音乐；或认真筛选，选购喜欢的

图书……大家沉浸在这场阅读盛宴带来

的共鸣中，一同奔赴美妙的阅读之旅。

长春市图书馆馆长刘平表示：“7月至

8月活动期间，全市范围内还将陆续开展

‘图书馆奇妙夜’系列活动、‘阅游长春’打

卡集章活动、换书大集、‘城市热读·名家讲

座’、‘阅见美好 悦享生活’摄影作品征集

等一系列活动。长春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和

各县（市）区图书馆等，也将结合主题开展

不同形式的阅读活动，为大家解锁阅读的

各种方式，广大市民可以参与其中，感受阅

读生活的精彩与美好。”

“这次读书季非常新颖，可以通过游园

会的形式体验每一项阅读活动，把我们带入

了充满书香与梦幻的世界，非常新鲜，体验

感很强。”“每一年的读书季我都会来，今天

我不但选购到心仪的图书，还能沉浸式地参

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展览、大赛、讲座、演

绎等等，内容非常丰富。”读者们表示。

以书为友，与书作伴。趁着时光正好，

相约2024长春市民读书季，一起阅读美好

生活。

花开阅读季 最是读书时
2024长春市民读书季启幕

暑期期间，河北省河间市开设各类非遗培训班，让孩子们学习河

间皮影戏、西河大鼓、河间歌诗、河间刻瓷等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乐享多彩暑假。这是日前在河间市刻瓷博物馆，小学生

在体验刻瓷技艺。

近年来，河间市立足现有非遗资源，通过非遗文化进校园、进社

区等活动，助推非遗项目向全民保护和传承方向发展。目前，河间市

成功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71个，建成了非遗传承基地及

传习点38处，各级代表性传承人达到67名，培训受训学员上万人次。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彭祖述艺术馆内松花石样板石整齐陈列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