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
42人展、“兰亭七子”名单近日
揭晓。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广
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柳州市书
法家协会主席傅绍尉，历经层层
评选后脱颖而出，成为广西首位
获“兰亭七子”称号的书法家，
为我市打造“龙城笔阵”文化品
牌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兰亭雅集因时相传

永和九年三月初三，一场
历史上颇具盛名的“东晋文代
会”在山阴兰亭拉开帷幕。时
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子侄王
凝之、王徽之等，以及名士谢
安、谢万、孙绰等共 42人在此
相 聚 。 在 这 场 雅 集 上 诞 生 的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引得后来者心摹手追。

“中国书坛兰亭书法双年
展兰亭雅集 42 人展暨兰亭论
坛”自 2007年始，征稿对象为
具有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资格
的书家，从中遴选 42名书家的
作品参展，再评出 7 名优秀作
者授予“兰亭七子”称号。

兰亭雅集因时相传，延绵
不绝，成为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盛
典。“兰亭七子”的评选是中国
书法界的重要活动，旨在传承

“书圣”王羲之兰亭雅集的文化
传统，推动当代书法艺术发展。

傅绍尉获得“兰亭七子”称
号，并非偶然，而是他十七八年
来苦心孤诣、守正创新的结果。
他自小学习书法，而立时潜心研
习。从颜楷到“二王”行书，继
而深入孙过庭、米芾、苏东坡、
怀素之笔意，主攻草书、行书。
不经一番彻骨寒，哪有梅花扑鼻
香。一天中的7至10个小时，傅
绍尉都与笔墨为伴，探索书法本
真，“这是一条枯燥的路”。

广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卢
培钊称，习书从艺，一看禀性
灵 气 ， 曰 才 情 ； 二 看 用 功 深
浅 ， 曰 勤 奋 ， 傅 绍 尉 二 者 兼
备。傅绍尉的书法诸体兼备，
尤以行草最为擅长，其大草不
激 不 厉 ， 婉 转 流 畅 ， 自 在 舒
缓 ； 行 书 气 质 古 雅 ， 秀 美 圆
润 ， 泰 然 自 若 ； 楷 书 疏 朗 开
阔，姿态空灵，风神高雅。

习书从艺 虔诚敬畏

关于“兰亭七子”称号，

流传着两种释义，其一是指王
羲之的 7 个儿子；其二是指兰
亭雅集的 7个奖项，象征着中国
当代书法界的最高荣誉，均寄托
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彰显
兰亭精神，繁荣当代书法艺术的
无限深意与万般期盼。

首 届 “ 兰 亭 七 子 ” 陈 忠
康、沈浩、吴行、张继、洪厚
甜、王义军、刘洪彪，以及历
届“兰亭七子”，无不是书坛中
赫赫有名的执牛耳者，傅绍尉
折服于他们的书法造诣。18年
来，全国共有 30余名书法家获

“兰亭七子”称号，其中不乏蝉
联该称号的佼佼者。

傅绍尉始终以虔诚之心对
待书法艺术，第五届、第六届
中国书坛兰亭雅集 42人展都有
他的身影。今年，傅绍尉颠覆
以往的风格，以颜真卿的 《祭
侄文稿》 行书和怀素大草的融

合性破体创作，追求“虚实对
比强烈、大开大合、节奏变化
丰富”的艺术特点。

“ 书 必 有 神 、 气 、 骨 、
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
也。”学书法，不仅要懂传承，
更要找精髓。傅绍尉说，临帖
的过程要加以揣摩字的内涵、
所想表达的意味，以及章法、
结构、笔法蕴含的深意。无论
字 体 还 是 风 格 ， 古 人 还 是 今
人，巧妍还是古拙，飘逸还是
雄 强 ， 傅 绍 尉 都 怀 着 敬 畏 之
心，深入寻找、体会其中的审
美意趣，避免因审美上的断层
割裂造成审美壁垒与审美偏执。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
苏省书法院副院长董水荣在《笔
锋里的精神——傅绍尉的帖学拓
展》 中评价，傅绍尉以 《兰亭
序》为技法依托的精细起笔，以

“二王”提按果敢的运笔，以及

行草夹杂的方式，这些都可以看
到他在“二王”笔法上有着深入
的用功。他对“二王”笔法体系
的捕捉有着高度的敏感，并且能
迅速抓住主要特征。

在根植传统的同时，傅绍
尉也尝试创新，把多年所学融会
贯通，锤炼自己的笔墨语言。实
临、意临、背临、创作，近些
年，傅绍尉的多件入展作品，以
他撰写的文章或诗词为文本进行
创作，意在打造文以载道、艺文
兼备的原创书法作品。

翰墨书香 绵延不断

距离书圣故里 1000多公里
的驾鹤书院，翰墨书香雅韵绵
长。如今现存的驾鹤书院是在
原址上重新修缮扩建过的，还
原古代书院风貌，常年举办书
画展览及其他文化交流活动，

观书论诗。在这里，也常见傅
绍尉勤学苦练的身影。

驾鹤书院鼎盛千年，名噪
八桂，是古时的重要场所，为
广西最早的书院之一。南宋绍
兴初年 （1132年），吴敏、王安
中、汪伯彦三丞相流寓柳州，
暂住于水南僧寺，创建了驾鹤
书院和三相亭。

南宋嘉泰年间 （1175 年），
柳州知州赵师邈重修三相亭，
并刻 《复三相亭诗并序》 摩崖
于驾鹤山西南麓。此后，书院
引来众多文人墨客慕名造访。
傅绍尉介绍，柳州名人题颂题
刻颇多，柳州博物馆和园林景
区等收藏、保存的古今书法作
品亦不计其数。

市文联主席黄才强表示，
傅绍尉将千年书脉与当代审美进
行创造性转化，荣膺中国书法最
高奖“兰亭奖”“兰亭七子”称
号，这不仅是他个人艺术成就的
里程碑，更是让我市在国家级书
法坐标中占据了制高点。

黄才强说，傅绍尉在艺术
高 度 上 的 突 破 ， 使 “ 龙 城 笔
阵”摆脱了地域性文化符号的
局限，获得了参与全国书法话
语体系建构的资格，这无疑大
大 提 升 了 柳 州 文 化 艺 术 在 全
区、全国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契合我市打造“龙城笔阵”文
化品牌的目的——

广泛组织动员全市文艺工
作者以实际行动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
重要论述，坚定文化自信，坚
持守正创新，传承柳侯大家风
范，运用“笔阵”理念，讲求
排 兵 布 阵 、 战 略 战 术 ， 注 重

“团队作战”、协同作战，追求
整体战绩，推动“出精品、出
人才、出效益”，推动柳州文化
事业繁荣发展。

结语

行 之 苟 有 恒 ， 久 久 自 芬
芳。全国第十三届书法篆刻展
进京展、第四届中国书法兰亭
奖佳作奖、全国第三届草书展
优秀作品，第八届、第十一届
广西人民政府铜鼓奖……是殊
荣，更是鞭策。

于傅绍尉而言，他将站在
书法创新道路的新起点上，砥
砺前行、积攒功力，融古出新。

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行之苟有恒 久久自芬芳
——记中国书坛“兰亭七子”傅绍尉

傅绍尉傅绍尉。。

往届中国书坛兰亭雅集 42 人展上，
傅绍尉入展作品。（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刘三姐文化的生命力源于‘守正’
与‘破圈’的双向平衡。”3 月初，柳
州市图书馆新一期“大家讲堂”邀请中
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刘晓春，作“两广
地区刘三姐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主题讲
座。

刘晓春从刘三姐传说文本的历史演
变、广东的刘三妹传说及歌唱习俗、新
中国成立以来广西刘三姐文化的发展与
创新等 6方面，分享他对刘三姐文化的
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成果，对新时代刘
三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
出鲜活见解。

刘三妹传说的演变

广东、广西以及周边地区广泛流传
着关于“刘三姐”“刘三妹”“刘三姑”

“刘三娘”的传说。清代屈大均的 《广
东新语》、王士祯的《池北偶谈》、陆次
云的 《峒溪纤志》 等古籍，都有关于

“刘三姐”“刘三妹”的相关记载。刘三
姐传说为我国南部著名民间传说之一，
其流传地区遍及广西、广东、湖南、云
南、贵州等地，但主要为两广，特别是
广西。

“屈大均的刘三妹传说和梅县松口
的刘三妹传说，这两则传说的背后实际
上暗含了客家与南方少数民族之间文化
交融的历史记忆。”关于刘三妹传说的
演变，刘晓春介绍，屈氏的刘三妹传说
中，刘三妹往来于两粤溪峒之间，与诸
蛮对歌酬唱，最后化身为石，成为歌
仙，具有浓郁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生态
气息。梅县松口的刘三妹传说则是在河
边浣衣的刘三妹与饱读诗书的秀才对
歌，成为一个完全客家化的民间传说。

客家山歌与壮族山歌有何不同？刘
晓春在讲座中提到，客家山歌源于古代
民歌，受 《诗经》《楚辞》《竹枝词》

《西曲》《吴歌》的影响。客家音乐既是
从移民文化传播所派生，又是与原住民
土著音乐融合而成。客家地区男女性别
的关系与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有着
重要的关联。壮族山歌始终以壮族“那文化”（稻作文明）
与歌圩风俗为内核，禁止娱乐化改编侵蚀山歌的原生语境。

柳州彩调剧《刘三姐》的成功经验

刘晓春在讲座中提到，民间传说中的刘三姐有多种身
份——书香门第才女、歌师、唱山歌替穷人说话遭财主迫
害的贫家女、能用手掌煎软石头的女巫。

彩调剧 《刘三姐》 是刘三姐艺术形象真正树立的标
志，成功的关键在于刘三姐性格的塑造和民歌的运用；是
著名文化品牌“刘三姐”的奠基之作，为品牌的创立打下
坚实基础。

1959年 8月 14日起，经过精雕细刻的第三方案在柳州
等地上演并迅速轰动全广西，各地专业和业余文艺团体争
相演出，广西处处唱响刘三姐。

彩调剧 《刘三姐》创作组对纷繁复杂的民间传说进行
深入分析研究，挖掘有意义的思想内容，并结合现实，确
立了“反压迫”的主题。刘三姐被成功塑造成能歌善唱、
热爱劳动、用山歌歌唱真善美及鞭挞假丑恶的艺术形象，
既是智慧的化身，也富有斗争精神。

1959年柳州彩调剧《刘三姐》的成功经验有民族文化
根基、艺术创新与表达、传承与焕新三部分。民族文化根
基在于，柳州彩调剧《刘三姐》以壮族歌仙刘三姐传说核
心，融合广西山歌、生活场景与民族精神，文本兼具生活
气息与民族特色。

艺术创新与表达是通过美丑对比、谐趣表演及经典唱
段 《多谢了》 等增强感染力，以及对刘三姐形象的塑造；
得到政治与文化的双重认可，产生全国跨剧种移植效应

（61个剧种改编）。传承与焕新体现在持续优化舞美、服饰与
剧情。2024版强化写意风格，调整对歌情节以贴近当代审
美；通过互动式谢幕增强参与感，实现经典与时代的融合。

刘三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刘晓春介绍，新时代刘三姐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
性发展，既可以以民族根性为根基深化本土文化挖掘，也
可以以科技与艺术融合重构体验、以跨媒介传播实现文化
破圈、以时代精神重塑内核价值，构建开放式传承生态。

《多谢了》的歌词直接源自民间山歌的质朴表达，既
保留了传统歌圩文化中“以歌代言”的互动形式，又通过
朗朗上口的旋律强化了剧情的感染力。

例如，坚持原生态元素融入，通过如 《印象·刘三
姐》中渔民劳作、山歌对唱等生活化场景，保持艺术与民
族生活的黏性。或让当地民众直接参与演出，将日常行为
转化为艺术语言，形成“非遗活态博物馆”。

开发多元 IP、开发短视频挑战赛等推动非遗资源向数
字经济转化；推动跨艺术形式移植，将刘三姐故事融入音
乐剧、动漫、游戏，覆盖多圈层受众；创作多语种版本，
结合“一带一路”扩大国际传播；借助海外艺术节、社交
媒体，输出中国式美学。

刘三姐文化的“破圈”则要以科技赋能、跨媒介叙
事、全球化传播打破圈层壁垒。唯有在传统与现代、本土
与全球的碰撞中持续创新，方能使经典 IP成为流动的文化
符号，在新时代续写“歌染千山、声传万代”的传奇。

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报道摄影

刘晓春刘晓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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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雕刻艺术人生
——访市级工艺美术大师何志刚

←何志刚专注创作。

临近广西三月三，市鱼峰
公园里山歌对唱声愈发响亮，
前来打卡者络绎不绝，其中，
池中的刘三姐骑鱼升天雕像备
受瞩目。而这尊铜像出自市级
工艺美术大师何志刚之手。

何志刚，是一名因爱好美
术而走上工艺雕刻的从业者。
幼时他爱看连环画，也爱在草
纸上涂鸦、临摹。1986年，22
岁的他凭借练习多年的绘画技
能，考上广西艺术学院雕塑专
业。这份努力与机缘，让他开
启了与工艺美术相伴半生的艺
术情缘。

因爱好结缘雕刻艺术

30多年间，何志刚设计雕
刻的作品很多，在柳州江滨公
园、柳州文庙等城市景观带以
及 柳 州 高 中 校 园 等 处 都 能 见
到。部分作品还伫立于南宁、
百色等地。

细细揣摩何志刚的雕塑作
品，大写意的设计，既有来源于
生活的细心观察，也有能兼顾下
里巴人和阳春白雪的俗与雅。

何志刚结合其为市马鹿山
公园创作的 1:1尺寸石雕《江滨
码头藤篮卖石》谈及，“雕塑刀
下，是自己的所见所感：20世
纪 70年代中期，柳州人发现并
命 名 了 本 地 第 一 个 奇 石 品 种

‘墨石’之后，周边的石农每逢
周日便用藤篮装着奇石到江滨

大码头摆摊售卖。原来只卖盆
景的江滨大码头，逐渐形成了
奇石市场。”

2019年，他参与创作的石
雕作品 《古陶神韵》《雅石之
光》以及《高古茗香》，先后获
得 2019年、2020年广西工艺美
术作品 （旅游工艺品）“八桂天
工奖”金奖等荣誉。2024 年，
他还获评为第五届柳州市工艺
美术大师 （工艺雕塑类）。

因专注收获赞誉

2010年 1月 20日 《柳州日
报》 二版刊登 《市区将立五雕

塑 政府欢迎您点评》报道，提
及“柳州市委、市政府决定在
市区适当的地点，塑造在历史
上 对 柳 州 有 较 大 影 响 的 唐 、
宋、明、清的刘蕡、黄庭坚、
徐霞客、杨廷理和柳州传说人
物刘三姐的雕塑。”这则报道，
让专注于工艺雕刻的何志刚十
分自豪，因为他参与设计的雕
塑作品获得报道，引起社会各
界关注。

何志刚回忆，创作 《刘三
姐成仙》 设计图稿时，灵感源
于 刘 三 姐 骑 鲤 鱼 跃 龙 门 的 传
说。图稿设计了一条金色大鲤
鱼从小龙潭中一跃而起托住刘

三姐直飞云霄，将传说变成灵
动的线条，获得评委认可。

经过施工队 3 个月的加班
赶制，何志刚与团队铸造出一
尊像高 6.8 米、重 2.5 吨的黄铜
雕像。他记得 2012 年安装时，
施工队用了十几台水泵在池中
抽了一个月的水，才勉强达到
施工条件。铜像安装后，引起
热心市民和山歌爱好者的关注。

因匠心坚守传承

在满眼青翠的市马鹿山公
园里，市民逛累了，会在写满
书法的石雕面前驻足欣赏。每

当看到这一幕，何志刚的脸上
会溢出一种获得认同的感动和
自豪，因为公园里 《江滨码头
藤篮卖石》 等大大小小几十个
石雕作品，皆由他设计和监制。

步入花甲之年，何志刚感
叹，切泥刀、压塑刀等工具逐
步被高速旋转的设备以及 3D打
印等新技术取代，给工艺雕刻
从业者带来新机遇和新挑战。
他将以进学校、进社区等多种
方式，努力培育更多工艺雕刻
爱好者，向更多人展示这份技
艺，坚守这份传承。

全媒体记者
荀诗媛 报道摄影

↑鱼峰公园里的刘三姐骑鱼升天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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