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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广西“强基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明建设行动重点结对共建项目公布

柳州“鱼峰歌圩”山歌人才培训等3个项目入选
日报消息（全媒体记者韦

苏玲） 5月 13日，记者从市文
联获悉，2025年广西“强基工
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文
明建设行动重点结对共建项目
已公布，我市喜获3个。

2025年全区重点结对共建
项目共有 30个，综合考量申报
项目的基础条件、地域特色、
社会效果等因素。我市获得的
3 个共建项目由市文明办和市
文联共同推荐，分别是柳州

“鱼峰歌圩”山歌人才培训项
目、柳城县非遗彩调文化文艺

志愿服务项目、鹿寨县非遗传
承戏曲培训志愿服务项目。

近 年 来 ， 柳 州 “ 鱼 峰 歌
圩”对山歌文化内容、形式进
行了丰富和升级，成为群众基
础广泛、各族文化融合、歌手
云集演唱、线下对唱独特、线
上传唱活跃的全国最大城市歌
圩。

柳州“鱼峰歌圩”山歌人
才培训项目由鱼峰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与广西民间文艺家
协会结对共建，将通过在柳州

“鱼峰歌圩”设立广西歌王美育

工作室，开办山歌手培训班、
山歌课堂讲座等形式，组织相
关专家对山歌手歌词创编、演
唱技巧、舞台表演、视频拍摄
与制作、AI创作等进行现场指
导培训。

柳城彩调俗称调子戏或采
茶戏，是柳城县流行区域广、
最富有地方特色、最古老、深
受各族人民喜爱的草根剧种之
一，多以劳动、爱情、家庭生活
等为主题。鹿寨县则是将基层社
会治理、移风易俗、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内容与彩调融合，创

作了一批优秀的戏曲剧目，同时
通过开展“戏曲进校园”“戏曲
进乡村”等展演推动彩调艺术
传播普及和传承发展。

柳城县非遗彩调文化文艺
志愿服务项目、鹿寨县非遗传
承戏曲培训志愿服务项目分别
是柳城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鹿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与广西戏剧家协会结对共
建，将通过组织专家对彩调人
员进行辅导培训。

据悉，2025年广西“强基
工程”——文艺助力基层精神

文明建设行动，旨在围绕“丰
富基层群众文化生活，推动基
层文艺创作和生产，培训基层
文艺社团骨干、文化传承代表
人、文化产业带头人，开展文
艺支教志愿服务”等“强基工
程”4 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组
织文艺志愿者或机构，通过结
对共建等方式，深入开展文明
实践文艺志愿服务，提升文艺
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能力水
平，不断满足全区各族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深入
推动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古琴，又称瑶琴、玉琴、
七弦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
拨弦乐器之一，至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作为传统“四艺”
之一，古琴既活跃在一代代文
人墨客的诗词书画里，又频频
出现在社会文化生活中。

传承传统古琴制作技艺的
匠人，有个鲜为大众知晓的称
谓——斫琴师。在柳江区一处
静谧的农家小院，不时发出
工具刀与面板碰撞的清脆声
响， 85 后柳州姑娘韦星在专
注地挖槽腹。她正是这样一
位斫琴师。

始于兴趣

斫是刀斧砍、削之意，古
有斫而为琴，弦而鼓之，金声
玉应，斫琴是指古琴精工细作
的一种工艺技术。

古 琴 的 制 作 讲 究 慢 工 细
活。选材造型、制胚、挖槽
腹、合琴、裱布……从木胚到
成琴，制作一把古琴需经多道
工序，历时一年甚至更长时间
才能完成。

一块木胚从粗粝到光滑，
离不开斫琴师的多次打磨。细
看韦星略显粗糙的双手，瘦长
却不失力道，还有制作古琴时
难免受伤留下的伤疤。

韦星对古琴产生兴趣，源
自一首古琴曲 《太古遗音》。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
这首古琴曲在国家体育场“鸟
巢”上空回响，也叩开了韦星
的心门。她瞬间被古琴独特的
音色吸引，但那时她对古琴的
了解甚少。

为了学琴，韦星购买教材
自学弹奏，每日苦练八九个小
时，或是参加雅集与琴友交
流 ， 流 转 旧 货 市 场 间 “ 淘 ”
书。

一次偶然，韦星“淘”到
了一本古琴制作的书，让她萌
生了自己制作古琴的想法。
制作古琴不仅要会弹，还要知

悉斫琴工具 。 木 凿 ， 斫 琴 最
基本的工具 ， 负责铲 腹腔等
重要部位；木锉刀可以锉琴
肩 、 腰 …… 有 些 工 具 需 用 巧
劲，车床、电钻等工具则要使
出蛮力。韦星对斫琴工具的深
入了解，为她日后拜师学艺赢
得了“入场券”。

匠心萌芽

“既然古人能做，我们也
能做！”韦星说，最开始，她和
朋友在车库尝试制作古琴，历
经一年做出了第一把琴，却无
法弹奏。真正入门是 2015 年，
韦星在台湾拜一位知名古琴制
作师为师，深入学习斫琴技艺。

用了 3 年时间，韦星学成
回到柳州传承千年妙音。琴声
发端于天然材料，都说高山流
水知音难觅，想要找到一块合
适的木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为了找到一块上好木头，韦星
踏遍大大小小的村寨，专门用
一个房间存放她四处“淘”来
的木料。

做琴的时候人在磨琴，琴
也在磨人，磨的就是人的心
性。制作一张上乘的古琴，需
要耗费斫琴师很多的时间和心
血，最终才成为一件有生命的
作品。韦星笑着说，钻研制作
古琴，让她渐渐沉得下心、耐
得住性子。

韦星对古琴的热爱，最先
鼓舞到了身边的朋友。“她是特
别有趣的人，做事心态很好。”
2018年，韦杨妮决心跟着韦星
学弹古琴，没有乐器学习基础
的她中途曾想过放弃。后来在
韦星的引导和鼓励下，韦杨妮
渐渐对古琴有了自己的体会和
感悟。现在，韦杨妮的古琴已
经考到了八级。

走进韦星布置的琴坊，墙

上挂有许多制作古琴的工具，
也摆有做好的形态各异的古
琴。每一把古琴都独一无二，
凝聚了韦星的美学智慧和审美
情趣。

传播妙音

这些年来，韦星将一腔热
爱化作精湛技艺，不仅传承千
年古琴的制作工艺，更借助直
播让这一古老艺术走进大众视
野。

2024年元旦，韦星尝试通
过网络直播展示古琴制作过
程。起初，直播间观众寥寥。
为此，韦星还找到本地一位资
深主播，寻求“破局之道”。随
着时间推移，韦星逐渐适应直
播节奏，一面与网友互动解答
提问，一面分享古琴制作与弹
奏的知识。

今年春节期间，韦星的直

播数据开始增长，直播间还
涌入外国友人。面对语言障
碍和文化差异，韦星毫不退
缩 ， 不 能 当 下 解 决 的 问 题 ，
她就下播后认真查阅资料再
做回答。

在一次次的文化交流中，
韦星向更多人普及古琴，通
过 古 琴 的 制 作 和 弹 奏 ， 将

“ 千 古 知 音 ” 传 得 更 广 、 更
远。同时，她还面向成人和
青少年开办古琴弹奏和制作
学习班，让更多人感受古琴
魅力。

近年来，随 着 《国 家 宝
藏》 等节目播出，古琴逐渐
回归大众视野。韦星的故事
也印证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可
能——从手艺人到直播间的文
化传播者，用匠心守护古老技
艺。
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黄蕊
实习生 覃海蕗 报道摄影

从“看得见”到“带得走”，近年来，我市各文博
场所涌现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品。有以柳州工业博物
馆、龙潭公园等热门旅游景点为主题设计开发的纪念
章，也有将柳州博物馆馆藏文物战国人面纹扁茎环首铜
剑与龙城石刻相结合开发的纪念章，还有的文创产品融
入紫荆花、柳州螺蛳粉等特色元素，深受游客欢迎。这
些文创在兼顾文化与美感的同时，通过增加产品的功能
性和交互属性，拉近与大众的距离。

近日，我市书法家叶枝校在柳州工业博物馆的户外
活动区，看到利用“退役”公交车打造的柳州文创产品
展销点颇具创意，一款旅游纪念印章受到游客的青睐。
在与来自广东等地的游客闲聊时，游客邀请他在旅游纪
念印章旁题字，他欣然同意。

在游客的笔记本上，叶枝校写下“岭树重遮千里
目，江流曲似九回肠”等“老市长”柳宗元所作诗文，
题字内容具有个人风格又不失柳州元素，这个意外的旅
游体验让游客很是惊喜。

叶枝校用汉字之美为文创添彩，让游客带走一件既
蕴含书法文化又符合当下潮流的“柳州好物”。“我发现
龙城阁、柳州工业博物馆、柳州螺蛳粉、柳产车等文创
旅游纪念印章十分受宠，非常适合宣传柳州的文化和旅
游，值得推广。”叶枝校说，还有待开发“柳宗元诗”

“蟠龙双塔”“柳州冠军水”等图像和文字并存的文创产
品，期待丰富具有柳州特色、更具代表性的跨界融合文
创。

据悉，柳州工业博物馆迄今已推出 100多款文创，
涵盖文具办公、生活用品、创意家居等品类。柳州博物
馆今年将深度挖掘各民族文化元素，打造兼具文化内涵
与实用价值的民族类文创产品，同时聚焦柳宗元文化，
通过创意设计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全媒体记者 韦苏玲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市一书法家为其题字添彩

文创产品受游客青睐

沙博理先生在深情回忆他的妻子
凤子时说：“我最感谢的那个人是我
的爱人凤子。‘爱人’这个词，现在
已经不大时髦，可是说‘老伴’好像
太粗……我觉得，还是‘爱人’好。”

我无需在这里特别提及沙博理先
生的事迹、成就，也无意提及沙博理
夫妇的爱情故事，因为沙博理夫妇太
有名了，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你很容易就可以全面了解他们夫妇的
故事。沙博理先生的爱人凤子是广西
容县人，我觉得非常亲切，“还是

‘爱人’好。”这句话也说到了我的心
坎上。

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爱人”
曾经是一个流行词。那时的成年已婚
男性公民、女性公民，介绍自己的妻
子或丈夫时，都会称为“爱人”。大
家也都知道，被介绍为“爱人”的那
一位，肯定是介绍者本人的合法丈夫
或合法妻子，至于是不是“爱”自己
或对方，都不那么重要。那时的成年人，特别是城里单
位的成年人，基本都是介绍自己的配偶为“爱人”的，
一般也都羞于称呼自己的“爱人”为“老公”或“老
婆”的。

忽然有一天，大约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一
个春天，几乎是一夜之间，好像商量好似的，不用过
渡，已婚青年们开始大声喊自己的丈夫或妻子为“老
公”或“老婆”了，未婚青年们也开始大张旗鼓地找

“老公”或“老婆”了，中老年们彼此见面或交谈，提起
“你老公”“你老婆”，也成了一种常态。这个时候，称
“我爱人”的，基本上不是可能被视为保守，就是可能被
视为落伍，还有可能被视为暧昧，是不是准备或已经

“金屋藏娇”了，不然，哪里来的“我爱人”？
今年 5月，我应邀参加了一些活动，有一个感受，

人们现在介绍自己丈夫、妻子时又开始流行称呼“爱
人”了？由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文明办、自治区教育
厅、自治区总工会主办，广西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
的 《涵养好家风 共筑家国梦——广西最美家风展示》，
就给了我这样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一封以文明写就
的情书》节目里，作者蔡拧深情地称自己的丈夫为“我
爱人”，给我强烈的声觉冲击。我看了看网络，似乎

“爱人”的称呼又开始时尚起来，又开始走入寻常百姓
家了。

我一直不在意别人怎么称呼他自己的妻子，称“爱
人”也好，喊“老婆”也好，都符合公序良俗，都遵纪
守法，怎么喊是他的自由。沙博理先生曾经是一个美国
人，但他深爱中国，后来入了中国籍，成了中国人。他
通晓中西方文化，翻译的 《水浒传》 是公认的“信达
雅”精品之作。沙博理先生既具有西方人的浪漫，深爱
自己的妻子，又具有东方人的现实，不慕虚荣、不思粗
俗，坚持称自己的妻子为“爱人”。因为，沙博理先生
觉得，“爱人”一词，既浪漫又现实，中西合璧，还是

“爱人”好。

还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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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姑娘韦星的斫琴师炼成记

匠心斫一琴 传千年妙音

↑墙上挂着一排还未制作好的古琴。

←工作中的韦星一丝不苟。

叶枝校为游客题字叶枝校为游客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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