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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消息 （通讯员李道
芝） 4月 23日，由自治区民宗
委、自治区总工会指导，广西
民族出版社、广西作家协会、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主办的《决胜
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以
下简称《决胜毫厘》）新书发布
会在南宁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决胜毫厘》 的作者是我
市作家廖献红，书中主人公是
党 的 二 十 大 代 表 、 2022 年

“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广西首
位“大国工匠”、“广西壮族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
郑志明。该书记录了郑志明参
与广西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多条

汽车装配线的设计改造和多项
发明创造，致力于自动化、智
能化制造攻关，从一名钳工成
长为高级工程师、特级技师、
技能专家、“大国工匠”的故
事。

分享交流环节，廖献红以
真挚朴实的语言，回顾了创作

《决胜毫厘》 时鲜为人知的缘
由背景、曲折过程。这次创
作，她以巨大的勇气，开拓了
自己对工业文学题材领域的叙
述表达。

据介绍，《决胜毫厘》 是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重点主
题出版物，是一部优秀报告文

学作品，是反映广西各族儿女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
章的一个侧影。该书的出版，
有助于各族群众了解广西汽车
工业文化，激发技能报国、技
能强国的爱国情感，也是新时
代广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一
项有效举措。

有人说，侗族人是天生的
艺 术 家 。 在 侗 族 木 构 建 筑 群
中，无论结构复杂还是简易，
均衡、对称、和谐都是木匠要
遵循的规律。

在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的传承和发展中，杨似玉、杨
求诗、吴承惠、杨玉吉、杨恒
金等一批优秀木匠，让这项技
艺得以持续绽放光彩。

令人担忧的是，侗族木构
建筑营造技艺仅掌握在极少数
人手里，工匠年龄偏大，加之
木构建筑行业标准不健全等，
传统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的
延续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此前，我带过一大批徒
弟，包括我的儿子、侄子。近
几年来，建造木构建筑的活少

了，他们就慢慢转行了。”杨似
玉说。

近年来，在当地相关部门
的重视和支持下，《侗族木构建
筑营造技艺规程》 编制工作已
经启动，大力推进“非遗+旅
游+乡村振兴”模式，让侗族木
构建筑变成让人们“看得见、
摸得着”的直观活态文化。

三江侗族自治县文化馆副
馆长韦茈伊介绍，当地还通过
支持传承人开展传习工作，举
办传承人培训班以此提高其技
艺技能，组织传承人到贵州、
湖南等地开展交流研讨活动，
建立传承保护基地提供传承推
广平台等，为侗族木构建筑营
造技艺传承夯实基础。

例如，杨似玉在家建起三

江侗族民俗工艺馆，展出他制
作的木构建筑模型，通过开设
研学课堂让更多人学习这项技
艺，并到职业学院讲课交流；
杨玉吉积极开展传习工作，在
自 家 建 立 木 构 建 筑 模 型 陈 列
厅，并带领 40 多名学徒到北
流 、 陆 川 等 地 现 场 传 授 技
艺 ， 为 侗 族 木 构 建 筑 营 造 技
艺 培 养 一 批 传 承 人 ； 杨 恒 金
也 带 着 家 人 ， 打 造 了 一 座 侗
族 木 构 建 筑 民 间 博 物 馆 ， 为
更多人学习侗族木构建筑营造
技艺提供平台……

截至目前，三江有 30多人
被评为县、市、省 （自治区）、
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木
构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全媒体记者 朱柳融 李汶璟

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却只被有心
人捕获。

东西就是这样的有心人。他是
广 西 文 联 主 席 、 广 西 作 家 协 会 主
席，是广西首个斩获茅盾文学奖与
鲁迅文学奖的“双料”作家，也是
全 国 为 数 不 多 的 两 奖 “ 双 料 ” 作
家。他笔下的故事，总能挖掘庸常
生活中的浪漫，探索人内心深处的
迷宫。

4 月 23 日，正值第 29 个世界读
书日，作为 2024 年柳州市“深化全
民阅读 建设书香龙城”主题活动的
一项重要活动——“大家讲堂”开
讲，东西受邀来柳开展讲座。400多
人奔赴而来，听东西讲述故事。

“阅读滋养心灵”

古人有言，字小乾坤大。小小
文字却蕴藏着天地万物，阅读就是
在这个“乾坤”里神思遨游。

那么，什么是阅读？
东西说：“在学校里为了备考的

阅读，叫做学习。我们今天讲的阅
读，指的是人文社科的阅读、滋养
我们心灵的阅读。”这种不带功利目
的的阅读并非没有用处，而是用处
非常大也非常深。它大到能关乎民
族文化的传承，深到能触动心灵。

那么，什么样的书值得阅读呢？
讲座现场，东西以 《阅读别人

丰富自己》 为主题，分享了他的阅
读心得和收获。《朗读者》 是东西分
享给大家的第一部小说，东西讲述
了小说中的爱情故事，剖析了故事
的深层含义和反思。随后，东西还
分享了 《红高粱》《虚构》《局外
人》 等多部作品中的语句，分析了
语句中迷人的讲述方式，以及作品
中令人深刻、令人感动的瞬间。

那么，怎样阅读才能有助于文学创作呢？
在互动环节中，有读者提问“如何营造小说里面

的诗画和意境”，东西分享了他的心得体会。“要大量
地阅读。”东西说，“小说家不仅要阅读小说，还要读
诗歌，读古典文学。文学作品就是在意境中穿越，有
时候我们写的是当代生活，在写这个画面的时候，想
的却是古诗词中的意境。”

“过好平常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浪漫”

每一本好书，都是黑暗中的一道亮光，指引暗空
下的扁舟前行。

在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中，女警官冉咚咚在侦
破一桩名为“大坑案”的凶案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丈夫
私下开房的记录。于是，她既要侦破案件，又要像侦破
案件一样侦破爱情，两条线索的心理较量由此同时展
开。

《回响》将所有的叙述之力化成一句冥冥的哲学叩
问，其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一起悬疑的案件，也更深入地
探讨了人性的复杂和心理的深度。该作品被导演冯小刚
改编成电视剧，并于 2023 年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
奖，实现了广西在茅盾文学奖上零的突破。

讲座中，东西对 《回响》 进行了解读。“我们今天
所有对爱情浪漫的幻想，都是由文艺作品创作出来的，
我们生活中其实没有这么多浪漫。”东西说，他在小说

《回响》 中说过，过好平凡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英雄，过
好平常的日子才是真正的浪漫。

“阅读是一生的事情”

正如该场讲座的主题那样，阅读别人，丰富自己。
借由阅读，可以体验别人眼中的多样人生，打开自己眼
中的广阔天地。

短短一小时的讲座，如同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
让现场聆听者热情高涨，也让“阅读”成为他们口中
的高频词。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汉霖说：“东西老
师对诗句进行了一种全新的解读。我们作为当代年轻
人，确实是要多读些书，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不能随
波逐流。”

刚刚获评为柳州市中小学第一届“书香少年”的
朱悦彤说：“我每次阅读的时候，遇到好词好句都会记
录下来，我会把积累的好词好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运
用。”

讲座结束后，现场签售的队伍排起了长龙。市文化
广电旅游局机关团支部书记陆俏宏也抱着《回响》在排
队。她谈到阅读的收获时说：“就像东西老师说的，多
阅读才能更加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今后要爱读书、读
好书、善读书，带头读书学习、修身养志、增长才干。”

行动是最好的示范。现场，东西以自身阅历寄语柳
州广大阅读爱好者。他说，柳州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很
深厚的城市，有非常多爱好阅读的读者，阅读气氛是非
常浓厚的。他呼吁更多的人去阅读，坚持阅读。

看不尽的人间百态，写不尽的众生百相。东西说，
阅读是一生的事情，阅读别人可以丰富自己，还可以提
高认知、丰富情感、优化语言、开发想象力。

全媒体记者 韦斯敏 报道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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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作家廖献红新书发布会在南宁举行

报告文学《决胜毫厘——大国工匠郑志明》与读者见面

无钉无铆 百年不倒
——柳州非遗巡礼之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俗话说：“无木不侗乡，侗寨必楼桥。”
三江侗族自治县的寨门、风雨桥、鼓楼、戏
台、吊脚楼民居等，是不用一钉一铆，全部
用榫卯结构组合完成木构建筑。它们设计精
巧，造型美观，构成侗乡里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

2006 年，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被列入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有着

“世界楼桥之乡”“世界木构建筑生态博物
馆”美誉的三江，侗族木结构建筑群不断扩
容，230余座鼓楼、近200座风雨桥遍布城乡。

侗族木结构建筑不断扩容的背后，是对
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的传承。

3月23日，春日的程阳八寨
景区，格外热闹。近 400名来自
柳州市第十五中学的学生到此
开展研学。在岩寨鼓楼前，同
学们用手中的木条通过穿孔拼
接，做成一个个精巧的吊脚楼
模型框架，沉浸式体验侗族木
构建筑营造技艺。

初一学生韦霁芮说，通过
这次体验，觉得侗族木构建筑
营造技艺非常有趣。他们参观
了景区内的程阳永济桥、鼓楼
等建筑，都很好奇它们为什么
不用一钉一铆就能建成。

答案藏在不断朝前发展的
历 史 长 河 里 。 据 悉 ， 三 国 时
期，侗族先人“依树积木，以
居其上，名曰干栏”，逐渐形成
木构建筑营造技艺。干栏式民
居底层架空，楼上住人，既能
防潮通风，又能防兽防虫，适

应南方多雨的气候。
唐宋时期，侗族先民依托

当地自然资源，总结了建造木
结构干式建筑的经验，用托架
简梁式结构修造木桥。后来，
在不断发展和完善中，风雨桥
设计更多元，造型更精巧。

近 70岁的杨似玉，生于三
江的一个木匠世家，自幼跟随
父亲学习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
艺，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
他 不 仅 是 “ 中 国 工 艺 美 术 大
师”，也是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
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

杨似玉总结，侗族木构建
筑一般选择耐腐不怕虫蛀的杉
木作为材料，建造时通过榫卯
衔接，穿梁接拱，让会呼吸的
木材，紧紧地连在一起，便能
让侗族木构建筑固若金汤。

“我们建楼、建桥、建房

都是不用图纸的。靠的是千百
年流传下来的墨师文。”杨似玉
一边介绍，一边拿起一根写有
特殊符号的竹签。

这让人不禁赞叹，墨师文
为何这样神奇？

据悉，墨师文是 13个侗族
建 筑 符 号 ， 分 别 代 表 着 左 、
右、檐等意思。工匠脑海里对
建筑的整体构思，通过一根根
竹签上的墨师文设计标注，以
此区分每一根木材的用处，及
所处的位置，最终建成样式各
异、造型美观的楼、桥等木构
建筑。

杨似玉说，建造一座木构建
筑，需要的墨师文竹片长短不
一、大小不等。有些复杂的建
筑，仅仅是墨师文就要用数十捆
竹签。墨师文在侗族木匠里世代
相传，他就是从父亲那里学到的。

侗 族 木 结 构 建 筑 包 含 鼓
楼 、 歌 坪 、 萨 堂 、 戏 台 、 民
居 、 禾 晾 、 禾 仓 、 寨 门 、 凉
亭、风雨桥。其中，鼓楼、风
雨桥最有看头。

在程阳八寨景区，伫立着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程阳永
济 桥 。 它 与 我 国 的 石 拱 赵 州
桥、铁索泸定桥及罗马尼亚的
诺娃沃钢梁桥齐名，为世界历
史名桥。

程阳永济桥集桥、廊、亭三
者于一身，有5座塔式桥亭和19
间桥廊，建于1912年，是目前保

存最好、规模最大的风雨桥。
郭沫若曾以“重瓴联阁怡

神巧，列砥横流入望遥”盛赞
程阳永济桥。

杨似玉说，程阳永济桥的
修 建 与 维 修 ， 他 与 爷 爷 杨 唐
富、父亲杨善仁都参与其中。

在景区的侗族木构博物馆
展示着一张三江侗族自治县林
溪乡程阳八寨杨似玉家族木工
技艺传承谱系，记录着杨唐富
为程阳永济桥发起人，杨善仁
1984年主持程阳永济桥维修。

除了程阳永济桥外，造型

独特的人畜分道双层桥——岜
团桥、榫卯结合的殿式塔形木
结构建筑——马胖鼓楼、汉侗
建 筑 艺 术 巧 妙 融 合 的 建 筑 群
——和里三王宫等也被确定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三江县城，三江鼓楼、
三江风雨桥、龙吉风雨桥、宜
阳风雨桥等，已成为当地的标
志和名片。

这些建造于不同时代的侗
族木结构建筑，生动地展示着
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的绝妙。

“绝技”如何形成？1

“绝技”大放异彩2

“绝技”谁在传承？3

竹签、墨斗。（资料图片）

杨似玉在家中制作风雨桥模型。（资料图片）

工人在搭建木结构建筑。本报通讯员 龚普康 摄

墨师文。（资料图片）

三江宜阳风雨桥三江宜阳风雨桥。。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龚普康龚普康 摄摄

东西作讲座东西作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