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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网上科普受热捧正能量满满
李思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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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蛋雕世界的大门

周桂华从事蛋雕工艺已经四

十余年了，这一切的缘起要从周桂

华的童年说起。周桂华的童年乐趣

与家族里的同龄人是不同的，当其

他兄弟姐妹在屋外嬉戏玩耍时，她

抬着凳子坐在祖父身边，认真地见

证一场发生在蛋壳上的“魔术”。祖

父握着雕刻刀在蛋壳上游走，如同

画笔在白纸上勾勒一般轻松自如，

寥寥数刀后，蛋壳上出现了鲜明的

图案。

“想学吗？”周桂华6岁那年，祖

父看着一旁认真观摩的孙女，问出了

开启她蛋雕世界大门的一句话。在周

桂华欣喜万分地点头应答后，一颗鸡

蛋和一支铅笔被递到了她手上。

学蛋雕的第一步是学会在蛋上

画画，因为祖父做的轻松，最初周桂

华觉得这事难度不会太大，结果真

正做起来，才发现一切并非自己想

象的那么简单。一天、两天，一个月、

两个月，一年、两年……只要一有时

间，周桂华都在埋头练习，毫无怨

言，仅仅是在蛋壳上画画这件事，周

桂华便苦学了4年。“在凹凸不平的

蛋壳上画画跟在纸上画画简直是两

个概念，一开始我画的东西简直惨

不忍睹。”周桂华回忆起一开始练基

本功的自己，笑得直摆手。

当记者问起学习蛋雕有没有什

么诀窍时，周桂华笑了笑，她不慌

不忙地将生肖猴画的最后一笔线条

在蛋壳上勾勒出来，然后说：“平心

静气，反复练习，熟能生巧。”

从攻克到创新

“蛋雕最难的是雕刻。”周桂华

拿起雕刻刀，沿着自己勾勒的线条

开始雕刻，刀尖在蛋壳上肆意游

走，行云流水。然而，当回忆起自己

第一次拿起雕刻刀时的情景，周桂

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那时连一

条直线都雕画不出来。”

由于蛋壳薄而脆，容易破损，对

雕刻的精细度和力道的要求非常

高。力道小了，雕刻不上，力道大了，

整个鸡蛋都可能破损，在这种精细

的制作过程中，哪怕稍有失误，都会

让前面的努力全部化为乌有。因此，

学蛋雕磨练人心性的，不只是复杂

的制作程序，还有一次次失败的考

验。也曾有因为一时新鲜而来跟着

一起学蛋雕的兄弟姐妹，但在一次

又一次的挫败后，只有周桂华坚持

了下来。在祖父的教导下，周桂华日

复一日地练习着，从在鸡蛋上勾勒

线条，到绘画书写，再到雕刻，刻苦

练习，手艺日渐纯熟。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特别顺畅

的把整个蛋雕流程完成时的心情，

从来没有那么开心激动过。”周桂

华笑着说。

但激动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太

久，周桂华学习蛋雕遇到了瓶颈，特

别是雕刻力度的掌握上，周桂华总

觉得欠缺了一些东西。为了攻克这

一难关，18岁的周桂华毅然独身前

往成都，拜在了雕刻大师李辉的门

下，从学习在萝卜上雕刻，到在木板

上雕刻，再回归到在蛋壳上雕刻，她

用了一年的时间苦练基本功，让自

己在雕刻时变得游刃有余。

然而，周桂华的脚步并没有就

此停下，她不再满足于祖父传授给

自己的传统线条蛋雕，开始自己摸

索着寻求创新。终于，在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周桂华自创出了毛发式

蛋雕工艺。“‘毛发式’就是在勾勒

出作品主体的基本形态后，利用雕

刻力道的不同，深浅有序地展现出

作品主体的毛发细节。看，就像这

样。”周桂华一边解说着一边向记

者示范雕刻猴子的毛发，“有了更

多的细节后，可以让蛋雕作品更形

象，更具立体感。”

周桂华的蛋雕作品不仅限于动

物生肖，她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她会随身携带相机，随时收集生活

中生动的画面，记录突发的创作灵

感，也会通过欣赏名师画作、看书

来拓宽自己的眼界。这些付出得到

了回报，在第十五届中国工艺美术

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精品博览会

上，周桂华创作的蛋雕作品“红楼

梦十二金钗”以独特的纯手工雕刻

手法脱颖而出，获得了 2014“中国

原创·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

奖优秀奖。

由于常年雕刻，周桂华的食指

和中指都已磨出厚厚的老茧，不少

人劝她不如用机器雕刻代替手工，

她都摇摇头拒绝了。“在我心里，刻

画蛋雕作品不只是为了观赏，更是

一种中国传统工艺、传统文化的传

承。”周桂华认真地解释道。

一家人的蛋雕世界

拿起雕刻刀的周桂华仿佛一下

子便沉浸到“刀尖”世界之中，蛋雕

是个考验专注力和耐心的活，一般

完成一幅简单的蛋雕作品需要一天

时间，而要完成一幅较为复杂的作

品则需一周左右时间。当周桂华专

心于蛋雕时，生意和生活几乎全靠

丈夫唐玉文来打理。

“其它都还好，就是每天想着蛋

怎么做有点难受。”被问到会不会

很辛苦，唐玉文打趣道。周桂华家

里最多的东西是蛋，这一点也不夸

张。周桂华每年会制作五六千件蛋

雕作品，除此之外，“为了创新，到

现 在 我 雕 坏 的 蛋 差 不 多 有 上 万

个。”为了供应周桂华的蛋壳，全家

人只好整天把蛋炒着吃、蒸着吃、

摊饼吃、煮汤吃，但家里从没有人

为此埋怨过。

在着手蛋雕之前，准备工作也

很繁琐。蛋雕对用的蛋很讲究，不但

要形好、颜色好，还要质地好。挑选

好鸡蛋后处理起来也不容易，要进

行打孔，用针筒抽出蛋清、蛋黄，然

后注入清水对蛋壳内清洗 6 次，消

毒，最后需要 10 天左右的晾干。为

了让妻子专注于蛋雕的制作和创新

上，唐玉文主动揽下了这些工作。

“我现在都快记不清楚处理蛋

壳的详细过程了，多亏了他，我才

能把心思都用在蛋雕的制作和创新

上。”周桂华看着丈夫在店里忙碌

的身影，有些愧疚。

令周桂华担忧的是，蛋雕工艺

的传承不尽如人意。周桂华告诉记

者，出于对蛋雕作品的喜爱，也曾

有过不少人前来拜师学习，但最后

没人能够坚持下来。“蛋雕是个慢

活，学的时间长。学成后也三五年

都不一定能出个好作品。”周桂华

叹了口气。好在从小耳濡目染的女

儿也没有辜负周桂华期待，在深思

熟虑后，中专一毕业，女儿也拿起

了雕刻刀。

有时候，看着坐在自己身边认

真练习雕刻的女儿，周桂华会有些

恍惚，仿佛回到了过去，看到坐在

祖父身旁笨拙地雕刻着的自己。

“祖父临终前，拉着我的手，让我学

下去，我没辜负他。”周桂华的视线

移向远方，嘴角缓慢向上，露出了

满意的笑容。

毫厘之间的精雕细琢
——走近乐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蛋雕”传承人周桂华
本报记者 胡桂芳 实习记者 袁矛

“科学家为什么不能搞怪？”媒

体报道，在中科院物理所，一群年

轻科学家在某网络社区开直播，做

实验，和弹幕互动，回答稀奇古怪

的物理问题，短短几个月就成为网

红，直播人气最高的一次，有 144 万

人同时在线观看。

“高大上”且板正的国家科研机

构，与轻松娱乐的网络文化场域相

遇，不仅没有出现文化上的巨大冲

突、碰撞，反倒形成了一种亦庄亦

谐、寓教于乐的可爱“画风”，受到很

多年轻人的喜爱。这种意外看似有

很大的偶然性，实则是一种科普方

式的积极探索创新，预示了穿凿乃

至打通两个文化场域的可能性。

在传统观念里，中科院物理所

之类的国字头研究院所，代表的是

“高端、严肃、权威”的科研文化，它

与很多其他领域的权威机构一道，

构成了一种严肃正统的文化场域。

而在以网络直播、游戏社区、“二次

元空间”等为代表的网络文化场域

里，人们热衷于轻松跳跃、古灵精

怪、个性随意，很少一板一眼地正

经表达，构成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

文化场景。

一群兼有科学家和新生代网民

双重身份的年轻人，在严谨研究之

余，登录年轻人最活跃的网络文化

社区开直播，看起来只是一种“好

玩”，实则是在“穿越”场域做科普。

往台风眼里扔一颗原子弹会怎样？

太阳为什么没有蒸发掉？雨滴从那

么高的地方落下来，为什么不会砸

伤人？都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闪

电为什么不走直线？——这些网上

问题看起来“不大正经”，实则也是

一种求解未知的本能。每个人心中

都有一部《十万个为什么》，权威机

构的科学家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在

实验室里认真直播答题，与粉丝互

动，展现的是科学穿越年龄、阶层、

文化差异的魅力。

长期以来，一些保守人士认为

网络交流太不严肃，不值一提。一些

新潮青年则认为传统表达太过老气

横秋，不好玩。两个文化场域虽并行

于世却泾渭分明，在一些问题上还

互不买账。“老派和潮流的冲突”看

起来尖锐，很多时候只是表达方式

上的差异。同一个科学现象，用高深

莫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理论去推

导，用密密麻麻的公式去推演是一

种方式，用轻松活泼的生活体验去

解释，用俏皮搞怪的话语去解答也

是一种方式。不能要求科学家都去

开直播、当网红，迁就新潮网民；也

很难要求个性十足的年轻人都与

“传统表达”保持整齐划一。尽可能

多一些交流融合，并不难做到。

“青丝与白发共勉，春华与秋实

交辉。”学术研究上讲究新老相继、

取长补短，文化交流上也应注重相

互了解、交流互鉴。从这个意义上

说，中科院物理所的年轻人以网红

身份和网民一起认真讨论“如何炸

掉月球”之类的荒诞问题，既好玩

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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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首届江苏省馆店合作研

讨会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江苏

省 109 家公共图书馆和 77 家新华

书 店 的 近 200 名 代 表 出 席 研 讨

会，共同探讨馆店合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

公共图书馆和新华书店作为

重要的宣传文化阵地，在全民阅

读推广中肩负着重要使命。南京

图书馆读者服务部副主任汤晓鲁

从南京图书馆的实际工作出发，

介绍了南图在加强图书馆与新华

书店合作提供更好的阅读服务方

面的做法与成效，为创新馆店合

作模式提供了经验借鉴。

“书店与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相同，二者都是文化传播的先行

者、阅读推广的践行者。”江苏凤

凰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国华说，以往馆店合作意识整

体较弱，各自为阵，带来的结果

就是难以形成合力、难以聚集优

质资源。此次馆店战略合作协议

签署后，将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实现角色互补，在功能上相互渗

透、相互补充，力求实现“1+1>2”

的效果。

（据《中国文化报》）

青海西宁
文化旅游活动
精彩纷呈

本报讯（旦正措）近期，中国西部

自驾游产业发展论坛暨第四届西部

自驾车旅游联盟年会、2019年城市洽

谈会“绿水青山·幸福西宁”花车巡展

巡游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活动在

青海省西宁市相继举办。

据悉，中国西部自驾游产业发展

论坛暨第四届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

年会于 7 月 6 日至 9 日在西宁市举

行，其间，举办了以“文旅互融与产业

前景”和“发展机遇与品牌力量”为主

题的 2019 年中国西部自驾游产业发

展论坛；由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城市

代表参加的西部自驾车旅游联盟闭

门会议，就加强联盟交流互动进行了

座谈；在中心广场搭建的自驾车模拟

营地举办了包含自驾车、房车、露营

装备、汽车文化、非遗文化、公路文

化、后备箱集市等内容的自驾游户外

装备展；组织39辆房车、越野车开展

入城巡游活动；在百姓大舞台举办

2019中国西部丝路房车音乐节；组织

媒体嘉宾分赴周边及乡村旅游示范

带进行自驾游产品考察及踩线采风

活动等。

2019 年城市洽谈会“绿水青山·

幸福西宁”花车巡展巡游活动将于 7

月 19 日至 23 日在 2019 中国生态环

保大会暨西宁城洽会期间举行。活动

将按照“有序、繁荣、祥和、节俭”的原

则，以“绿水青山·幸福西宁”为主题，

制作大型主题花车，进行定点展示和

市内主要街道巡游，旨在全面宣传展

示西宁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本报讯（李林晅）
近 日 ，由 四 川 省 成 都

市温江区委宣传部等

主 办 的“ 不 忘 初 心 跟

党 走 牢 记 使 命 再 前

进”2019 年成都市温

江区庆祝建党 98 周年

暨温江区第十届社区

文化节在成都光华公

园 开 幕 ，活 动 将 持 续

至 8 月底。

开幕式紧扣主题

“不忘初心跟党走 牢记

使命再前进”，通过“致

敬伟大的党”“致敬美

丽的家乡”“致敬幸福

的社区”三个篇章，讴

歌温江区在经济社会

发展中所取得的辉煌

成就。活动现场，情景

歌舞《请到温江来》、群

舞《奔腾的力量》以及

情景说唱《公行大道》

等极具温江地域特色

的精彩节目轮番上演，

台下观众掌声不断。一

曲由现场演员和观众

合唱的《我爱你，中国》

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据悉，温江区社区

文化节是专门为社区

群众量身定制的文化

活动品牌，旨在为群众搭建展示

舞台，让群众成为活动主角，全面

展示群众文化艺术发展成果，增

进社区间的文化互动与交流，丰

富群众文化生活，促进文明和谐

社区建设。接下来温江区各镇

（街）、村（社区）还将陆续开展主

题鲜明、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

区文化节配套活动。

新华社北京 7
月 4 日电（记者 施
雨岑）记者7月4日

从国家文物局获悉，

为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文物消防安全工

作，国家文物局、应

急管理部消防救援

局联合印发通知，在

全国文物系统部署

文物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行动。

据介绍，排查整

治行动将从 7 月持

续到9月中旬，排查

范围覆盖具有火灾

风险的不可移动文

物、各级博物馆和纪

念馆等文物收藏单

位，重点是古建筑

群、传统村落、宗教

活动场所、博物馆、

文博开放单位和文

物保护工程工地等

火灾诱因较多的单

位和场所。

同时，排查整治行动将对文物、

博物馆单位电气故障、用火安全、燃

香烧纸、危险物品管理、设施设备状

况和消防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火灾隐

患和问题进行重点整治。排查整治行

动期间，国家文物局和应急管理部消

防救援局将适时开展联合督导。

《时代楷模其美多吉》
出版发行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 史竞
男）《时代楷模其美多吉》一书近日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书中讲述了“时代楷模”其美多

吉扎根雪域高原，一辈子坚守雪线邮

路，传递党的关怀，甘当螺丝钉的动

人故事和先进事迹。他在平均海拔超

过 3500 米的山路上往返 30 年，为保

护邮件身中 17 刀，帮助公路道班兄

弟，救助遇险驴友，为千家万户创造

和守护美好生活。

该书旨在大力弘扬爱国奉献精

神，展现以其美多吉为代表的新时代

奋斗者努力奔跑、追梦圆梦的良好风

貌，为广大党员学习和党建工作提供

生动教材。

蛋雕是在飞禽类蛋壳上刻琢成画的一种民间手工艺品，融和了绘画与雕刻，以浮雕、阴雕、阳

雕、透雕、镂空等雕刻手法体现出各种精美的图案。

在四川乐山，有一位 50 岁的女蛋雕师，她能够在各种家禽、鸟类的蛋壳上雕刻动物、人物、京

剧脸谱等图形，小到鹌鹑蛋，大到鸵鸟蛋，她都能在上面雕刻出精美的作品，她就是嘉州蛋雕传承

人周桂华。当记者走进“嘉州蛋雕”店铺时，她正像往常一样拿出雕刻刀、铅笔，开始在小小的蛋壳

上工作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