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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南京3月30日电（记者 刘巍巍）一手托
着橄榄核，一手执刻刀，一铲一刻，在方寸间勾勒所
思所想……出生于1957年的许忠英在核雕桌前一
坐就是大半天，仿佛忘记了时间。

江苏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光福核雕）代表性传承人许忠英自20世纪70年代
拜师学艺以来，生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核雕。作为
南派核雕传承人，她将核雕工艺的精致玲珑发挥得
淋漓尽致。

许忠英2002年成立核雕工作室，义务带领、教
授学徒100多人。她不仅悉心教导徒弟雕刻技艺，
还帮助他们打开核雕销售市场，让学徒们既学到手
艺，又能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带动大批人员就业创
业。

许忠英是苏州市光福镇众多核雕匠人的一个
缩影。光福镇地处苏州太湖之滨，文化底蕴丰
厚，是我国近代玉雕、核雕、红木雕、佛雕等苏
工苏作的发源地之一。2008年，光福核雕入选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3 年，
光福镇被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命名为“中国工艺雕
刻之乡”。

核雕，是一种果核上的雕刻艺术。半个世纪
与刻刀为伴的许忠英说，过去，光福核雕创作多
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涉及神仙人物、民间故事、民
俗生活等。如今，创作者们孜孜以求探索新领域，
美丽中国、城市景观、好人故事、甚至卡通动画等贴
近生活的现代主题纷纷出现在作品中，具有强烈的

时代特征。“既继承传统经典风格，又汲取时代养
分，创作范围不断放大，艺术视野不断拓宽，影响力
和品牌力日益增强。”

近年来，一批艺术大师和能工巧匠守正创新，
推动光福加快形成集供应链、生产、销售、商业推介
于一体的现代化核雕产业链。

1976年出生的陆小琴从小便对民间艺术产生
浓厚兴趣，历经多年发展，如今的她已成为江苏省
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光福核雕）
代表性传承人。她表示，光福核雕不再囿于传统，
而是从刀锋、从古典文献游走到万水千山，再至社
会现实。“每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最终会体现在那
一时代的器物上。”

眼下，越来越多光福核雕从业人员开始关注现
代艺术产业方式，他们将品牌工作室理念引入核雕
产业并运用现代商业手法辅以运营，推动光福核雕
向专业化转型。据光福镇副镇长张静介绍，光福核
雕产业区域集聚工作室500多个，各类工作室不但
向外界输出高质量的核雕作品，更承担了招收学
生、培养人才的行业职责。

薛含茹是陆小琴的徒弟，也是一名在校学生。
课余时间，她跟随陆小琴学习核雕。薛含茹说，将
当代美术技法与传统核雕艺术相结合，赋予光福核
雕新生命。

近年来，光福镇启动核雕非遗保护项目，运用
新媒体手段挖掘、记录、传播核雕文化，助推核雕产
业发展，激发非遗文化活力。

“中国工艺雕刻之乡”苏州
光福核雕文化历久弥新

新华网上海4月1日电（记者 杨恺 许晓青）希
望工程全国培训基地3月31日在上海市松江区小昆
山镇挂牌，同时宣布上海市与安徽省六安市两地共
青团系统启动开展2023年度对口合作项目。

该希望工程全国培训基地毗邻陈云纪念馆，是
上海市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直属管理单位。这里也
是上海希望工程服务全国的重要窗口。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上海希望工程在安徽六
安已援建39所希望小学，投入逾1000万元。此次启
动的两地共青团系统最新合作，包括校舍援建、困
难青少年资助、师资力量培训、“希望网校”共建、校
园和社会实践平台共享等，近阶段有42名来自六安
当地希望小学、农村小学的教师在沪参加培训。“希
望网校”共建项目已覆盖六安当地10所希望小学，

目前开设英语、音乐、美术、朗诵4门课程，每周总计
20课时，覆盖学生600余名，通过线上直播授课的形
式让学生受益。

希望工程全国培训基地在沪挂牌
上海六安共青团对口合作

经过前期的遗址保护和筹划推
进，近日，位于临平区国家级杭州余
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经开
区”）的玉架山考古博物馆正式开工
建设，这意味着我省将迎来第一座
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博物馆。

据了解，该博物馆是良渚文化
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项目
的二期工程，由杭州临平开发投资
集团（以下简称“开投集团”）重点建
设。项目负责人蒋童勋介绍：“去年
年底，项目一期遗址公园部分已经
完工，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前去观
光打卡，现在二期博物馆也正式进
入实质性实施阶段，目前正在进行
打桩，预计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
明年可进入装修和布展阶段。”

玉架山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
是良渚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用地面积约182亩，已出土石器、
玉器和陶器等文物 8000 余件。为
此，在博物馆的设计上，经开区最大
程度保留了良渚文化元素，以“实
物+实景”的呈现方式打造出别样
的体验空间。

从设计图上来看，博物馆位于
项目地块的西南角，呈三角形状，紧
邻城市道路，北侧正对玉架山 I 号
环壕，与遗址公园仅相距约 50 米。
博物馆主体以“山形”为意向，采用
木结构建筑构架，将在东西向化为
数个并置的展览开间，通过地景式
建筑布局，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场馆
空间。

“把博物馆建在遗址旁，市民在
游览过程中既能学习到历史文化，
还能现场观看考古实物，这种复合
型体验可以帮助市民更全面地了解
五千多年前辉煌灿烂的玉架山遗址
文化内涵。”蒋童勋表示，接下来，经
开区和开投集团将形成合力，继续
当好“店小二”，全力服务并推进博
物馆的建设，力争在2024年年底交
付使用。 来源：杭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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