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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孟一
本报通讯员 陈曙光

尼山石上用刻刀战“疫”，尼山砚上彰显“山
河无恙”……4月8日，当记者来到省级“非遗”项
目尼山砚制作技艺传承人丁辉的工作室时，坚
定的眉宇下，刻刀正在飞旋、石屑骤然腾起，那
用文艺形式抗击疫情的意志，便在一双巧手下
镌刻于尼山石上。

作为中国传统名砚之一，尼山砚因石材产
于孔子诞生地尼山而得名，其制作技法也以“因
材施艺”的特色广受赞誉。在曲阜，这一传承了
500多年的老手艺，与楷木雕刻、碑帖并称为“曲
阜三宝”。

孔子出生地 滋养百年制砚技艺

尼山砚在曲阜有着五百多年的历史，据《兖
州府志》记载，明万历二十四年，尼山砚被列为
孔府敬献皇宫的贡品。

20世纪70年代中期，曲阜城区出土一块自
然形尼山石砚，这也是目前可以追溯到的最早
的实物佐证。清乾隆年间《曲阜县志》记载：“尼
山之石，文理精腻，质坚色黄，可以为砚，得之不
易。”1949年前一直被孔府所控制，产品很少。其
后，特别是70年代中后期，山东省工艺美术研究
所与曲阜市工艺美术厂通力协作，终于在尼山
五老峰下找到了新坑。这种砚石厚3厘米至6厘
米不等，色呈柑黄，面有疏密不均的黑色松花
纹，石质精腻，抚之生润，下墨利，发墨好，久用
不乏，是尼山砚石中的上品，且储量较丰，为尼
山砚恢复制作提供了理想的材料。

“没有尼山石，哪有尼山砚？尼山砚制作技
艺之所以能传承百年，多亏了这一方水土的滋
养。”谈起40多年前邂逅尼山砚的经历，丁辉首
先感恩的是脚下的土地。

1978年，刚刚高中毕业的丁辉被分配到了
新成立的曲阜市工艺美术厂，跟着两位老师学
习制砚相关知识。那时，大量的传统技艺开始复
苏，也为曲阜送来了抢救尼山砚制作技艺的贵
人——— 鲁砚专家、时任省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
的石可。

“当时已经到了再不施救恐成‘绝艺’的关
口，几十年的尼山砚制作断层，造成了连文字记
载都无处寻觅的状况。”丁辉说，在老师石可的
带领下，他一边着手翻阅各类典籍、文献，对尼
山砚的发展、传承进行搜集、整理、编撰；一边骑
着自行车到尼山周边的村庄找人、找石、找故
事，寻觅尼山砚曾经的踪迹。经过十余年的不懈
努力，尼山砚制作技艺终于有了较为完整的发
展史，砚台也利用新发现的石坑恢复制作。2009
年，尼山砚制作技艺正式入选山东省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因纹就砚 “极简”背后有大美

尼山砚之所以能成为鲁砚乃至全国名砚之
一，与其简朴大方、因纹就砚的独特制作工艺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清代徐坚在尼山砚上题铭
赞曰：“不方不圆，因其自然，固差胜于雕镌。”尼
山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结合自然，因材施
艺，略加点缀，便情趣盎然。

尼山砚在制作上区别于其他名砚，依据鲁
砚“巧夺天工，简朴大方”的手法，加之尼山
砚传统制作工艺，形成了“粗中有细，细中有
粗”的风格。即运用自然，加以点缀，以求意
境为上；制作过程中，因材施艺，依形开墨

堂、墨池，极少雕琢点缀，充分利用料石的自
然形状和天然花纹进行装饰，给人以浑然天成
之感。

“尼山砚的基本制作流程和其他砚并没有
太大区别，无非是选料、设计、雕刻、磨光、刻砚
铭等，学到样子容易，学到灵魂却很难。”丁辉
说，尼山砚的灵魂在“形”，但更在于“意”。为了
精准把控尼山石独特外形和纹理所蕴含的美，
他不仅多年如一日地训练篆刻、书法、绘画等相
关技艺基本功，更深度学习以儒家文化为主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求人石合一，创作出更具
儒风砚韵的独特作品。

记者在丁辉的作品中看到：砚石的纹理为
天然松柏和碎桃花，则因势开大墨堂、阴刻出两
只水鸭，取名“春江晓景砚”，一幅桃花江景水鸭
浮的画面便跃然砚上；砚石的纹理为流水飞瀑
图案，则依形和纹理做传统砚式，不加雕饰，巧
用天工，取名“雨霁”；石料纹理犹如高山远眺，
则取《论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之意，刻砚铭
论语句“乐以忘忧”……没有繁复的雕工，却依
托天然的纹理营造出了别样的意境。

美在于发现，有人见美不知其美，有人却能
在看似平常的石材中发现美。丁辉属于后者，他
能将砚风、砚技全然化解，又融入其作品中，使
人们在品读时感受到别样的艺术气息。而这种

发现和呈现美的能力靠认知，更靠潜心的研究
和琢磨。

如今，尼山砚已成为鲁砚的重要品种之一，
产品花色不断增加。近年来尼山砚的制作充分
利用原材料，根据尼山石的特点，尼山石文具及
各种规格的图章料等又被开发研制出来。产品
销往日本、韩国、新加坡、法国、美国、英国、加拿
大等30多个国家。

方块砚石上传承“孔子曰”

谈到尼山砚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丁辉乐观
却又难掩担忧。

乐观的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潮
为砚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难得的机遇，越来越
多的学校开设非遗课程，在青年人尤其是孩子
们心中播撒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尼山砚制作
工艺极度依赖原料，而石料已经到了一块难求
的地步，如何更好传承这门技艺，看似遇到了无
法逾越的鸿沟。

“我们正在寻找尼山石的替代品，比如潍
坊产的红丝石，同样有着较为丰富的纹理，我
们会把尼山砚的制作技巧用在这种石头上，确
保技艺和风格不变味。”丁辉告诉记者，他还把
珍贵的制砚边角料全部利用了起来，制作出印
章等艺术品，带着参加文博会、“非遗”文化
周等活动，让更多人能有机会了解这门传统技
艺。

为了把尼山砚制作技艺完整传承下去，丁
辉一边开门纳徒，专招能吃苦、爱传统技艺的年
轻人，手把手地培养传承“薪火”；一边专注尼山
砚相关文献的编撰，出版《丁辉尼山砚作品集》、

《篆刻论语撷句》等，免费送给学校、文化旅游机
构等。在四十多年刀耕不辍的努力下，尼山砚多
次出国巡展，并被国家有关部门及历届“国际孔
子文化节”、“国际儒学学术讨论会”选定为馈赠
佳礼，受到国际友人的喜爱。

“尼山砚，因出自圣地，而愈显名贵，那这门
老手艺也该主动承担起弘扬儒家文化的使命，
在方块砚石上传承‘孔子曰’”。带着这样的认
知，丁辉在作品中融入了大量的儒家文化元素，
使尼山砚成为典型的文化砚，其作品曾获山东
省工艺美术设计大奖赛一等奖、百花杯中国工
艺美术奖、全国工艺美术优秀创作奖，“欲来砚”
被收录《中国名砚鉴赏》，孔子七十二圣贤石刻
永久陈列曲阜孔庙。

广告

“不方不圆，因其自然，固差胜于雕镌。”尼山砚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结合自然，因材施艺，

略加点缀，便情趣盎然———

尼山砚：一方块石上 尽显儒风韵

文化资讯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由曹华执导，刘贺担任编剧，实力演

员杨轶、南吉主演，喜剧演员潘长江、张立、景岗
山等参与演出的励志喜剧电影《疯狂老爹》，4月5
日起在爱奇艺独家播出。影片讲述了乡村学校的一
群女娃娃，在曾经的顶级足球运动员带领下，刻苦
训练，走出大山，最终赢得了女足“木兰杯”的热
血励志故事。

《疯狂老爹》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热爱足球的女
孩们，故事发展过程中涵盖了亲情、励志、追梦、
宣扬正能量等多方面情感，通过聚焦“小梦”展现
“中国梦”，为影片打下坚实的精神基础，也吸引
了大家对影片的关注。

影片中，青年演员南吉饰演留守在乡村的支教
女教师方媛，她性格直爽，一直为学校和学生默默
付出，也在和肖力的打打闹闹中收获了爱情，二人
经营着乡村中学，共同成立了女子足球队。南吉此
次搭档老戏骨张立和潘长江，与二人的对手戏更是
让人爆笑连连，在一颦一笑的小细节中，将角色的
个性一一诠释。

□记者 田可新 通讯员 王晓倩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疫情期间，济南市图书馆在线上

为广大读者准备了丰富的古籍珍品盛宴，为公众推
出线上展览，以满足大家足不出户在线观展的需
求，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触角延伸到千家万户。

济南市图书馆自1953年开馆以来，古籍文献就
成为其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迄今为止，
该馆馆藏古籍1 . 5万部，14万册，古籍以明、清时
代的版本为主，其中也不乏珍本、善本。古籍地方
志和历代碑帖拓片是济南市图书馆收藏的一大特
色。该馆馆藏古籍地方志近千部，其中山东省地方
志226部150册。历代碑帖拓片收藏2000多件。

《疯狂老爹》

聚焦“小梦”展现“中国梦”

济南市图书馆

举办线上馆藏古籍精品展

丁辉在刻制尼山石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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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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