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4 日，由中华文化促进会主

办，中华文化促进会姓氏文化委员会

协办、中华文化促进会吕尚文化研究

工作委员会承办的 2024 中华文化论

坛在我市举行，并发布《2024 中国

姓氏文化报告》。中华文化促进会姓

氏文化委员会各地成员、永康文化界

人士参加了本次论坛。

知名文献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杨海峥以“中华文化讲论：何谓姓

氏”为题，围绕中国姓氏的起源、姓氏

制度的历代演变与特点以及姓氏文化

的当代传承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展开，

对“姓氏”的起源和变迁从新石器时代

到明清进行了梳理，讲述了姓氏文化

对民族认同和当代社会的影响。

杨海峥认为，姓的功能是别血

缘，氏的作用是别族团。三代以前，

姓、氏有别。姓氏文化在当代的传承

和影响深刻地体现了民族认同和文

化延续，比如近年出现的寻根问祖和

家谱文化热潮，不仅展现了家族血脉

的延续，还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其

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毛瑞

方，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

究院副研究员谢辉，武汉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沈相辉三位学者对杨海峥的

报告内容分别进行了现场评议。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在论

坛结语中表示，姓氏文化既是中华传

统文化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知识点，也

是广泛涉及古今和多个人文学科的

重要课题，尤其是“姓氏网络”可以说

是全面覆盖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

人。考虑到社会对这一课题长期处

于比较浮面的认知状态，文促会有责

任为当代社会提供关于中国姓氏的

比较清晰的知识参考和思想框架。

当天上午，中华文化促进会姓

氏文化理事会会议举行。各姓氏文

化工作委员会代表积极发言，分享

对姓氏文化研究的感想和经验，商

讨新时期姓氏文化工作的新思路、

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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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人员仔细聆听

在我市丽州南路的一隅，国家级

根艺美术大师黄宽宏正沉浸于他钟爱

的艺术创作世界。他的每一刀、每一

凿，都深深蕴含着对根雕艺术的热爱

与独到见解。这位年逾七旬的老艺术

家，用一生的坚守与匠心，传递着根雕

艺术的发现之美，诠释了他因材而作

的创作理念，展现出内容丰富、气韵生

动的中国精神。更令人钦佩的是，他

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带进校园，传

承给更多的年轻人，以根雕之理教他

们修养自身，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黄宽宏是清咸丰年间当地木雕名

匠黄光春的曾孙，作为我市黄氏根雕

的第五代传承人，他自幼便对根雕艺

术产生浓厚兴趣。在他看来，根雕是

一门特别需要沉淀的艺术，醉心其中

者必先静心于方寸之间。他常常远赴

云南、贵州等地，只为寻找那块心仪的

根材。一旦得到，便日夜摩挲，推敲打

磨每一处细节。他语重心长地说：“树

根，在地下默默无闻，一旦现世，经有

缘人之手雕琢，便能成为惊艳世人的

艺术品。这就是根雕的魅力所在。”

黄宽宏的根雕作品，无不散发着

“天成”之美。他先后创作了 800 多件

根雕作品，每一件都是在保留树根原

貌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因而作品的

天然韵味十分突出。他认为，根雕的

最高境界是“天雕”，那是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雕匠只需寥寥几笔，突出木材

本身的“神”便足矣。别具匠心的是，

他的作品不仅有天然的神韵，还蕴含

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如作品《日月明山》，木根自然勾勒出

书法“日”“月”二字，日左月右是“明”，

笔势又似山峦起伏连绵，气势雄浑。

左右两端又巧妙地化作龙头和龙尾，

书画共美，寓意深远。他将数种中华

文化瑰宝融为一体，匠心独具，寄托着

他对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热切期盼。

作为一名老党员和退伍军人，黄

宽宏始终不忘初心，保持着军人本

色。他将在部队积累的刻苦钻研精神

和严谨态度带到了根雕艺术的创作和

教学中。他编撰了《根雕艺术》校本课

程，创办了“学生非遗传承实践基地”，

并担任“根雕艺术”特色课程指导教

师。他以一颗赤诚的心来回报他所安

身立命的这方土地，不仅丰富了当地

农民的文化生活，也让更多的年轻人

有机会接触到根雕艺术，感受到它的

魅力。

在舟山镇舟山学校的教室里，黄

宽宏经常耐心教导学生们如何选材、

构思、开坯、打磨、上蜡。这里有用来

练手劲的木棍，有他在白板上手绘的

《荷趣》图样，还有造型各异的珍贵原

木。所有的材料和工具，学生们都可

无偿使用。他教导学生们，根雕讲究

“七分天然，三分手艺”，尽量保持原来

的形状，减少雕刻的痕迹。在他的指

导下，一块块腐朽的树根在学生们的

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和灵气。黄宽

宏坚信：好的根雕师，审美意趣在眼

中，雕刻功夫在手上，做人品性在心

里。根雕功夫养身亦修心，学生们不

仅学会了根雕技艺，更在匠人的身上

学到了工匠精神和奉献精神。他还将

因材而作的理念融入日常教学，常常

鼓励学生们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特长和

天赋，如同根雕一般，每块树根都有其

独特之处，只要用心去发现、去雕琢，

就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黄宽宏的工匠精神不仅体现在他

对根雕艺术的精湛技艺上，更体现在

他对传承和发扬这份文化遗产的执着

追求上。他深知，工匠精神不仅是一

种技艺的传承，更是一种文化的延续

和发扬。因此，他将自己的匠心融入

每一件作品、每一堂课、每一个与学生

交流的瞬间。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让更多人了解根雕艺术、感受到它

的独特魅力，并让这份珍贵的文化遗

产得以传承与发扬，绽放时代新韵。

如今，黄宽宏已经成为连接传统

与现代、老一辈与新一代的桥梁。他

的工匠精神如同璀璨的星光，照亮了

根雕艺术的未来之路。在他的影响

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注根雕

艺术、热爱根雕艺术，愿为这千年流传

之美谱写新华章。

通讯员 唐璟 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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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不惧过一生》
人生的至高境界，是悲欣交集，不喜

亦不惧。你找不到人生方向时，不妨打开

这本书。愿你在纷繁的世界里，做一个自

在的人，淡定从容地过好这一生。

季羡林，文学家、语言学家、翻译家、

国学家，北京大学终身教授，文章多次入

选中小学语文课本及中高考语文试卷。

他时常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乐趣，谦和率

真、幽默豁达、从容自在。其散文平实自

然，诚挚隽永，富于智慧，余韵悠长。或回

忆故人往事，温暖真挚；或描摹人间烟火，

鲜活可爱；或讲述人生智慧，潇洒通透。

主要作品有《清华园日记》《留德十年》《牛

棚杂忆》等。

《不喜不惧过一生》是百岁老人季羡

林给年轻人的生活智慧，甄选 48 篇经典

之作，囊括压力、恐惧、成功、朋友、消费、

读书、人生等话题。其中，《做真实的自

己》《不完满才是人生》等名篇在各大网络

平台广为传播，治愈万千读者。

身为女性，你是否被各种标签束缚，

过去没得选，现在不敢选？你是否成长在

原生家庭的遗憾里，过着被规训的人生，

从未按自己的意愿真正活过？你是否内

敛、羞于争取，不敢承认和正视自己内在

的野心？你是否忍受了很多年不快乐的

人生，却没有下定改变自己的决心？

梁爽，青年畅销书作家，女性终生成

长倡导者。专注于女性成长领域的思考

与创作，擅长以犀利、清醒之笔分享对女

性个人价值的探索与实践心得。

作者梁爽结合自身经历和实践，从认

知提升、气质培养、情绪管理、自我投资等

方面，给出如何“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是

一本充满力量的女性人生重启之书。打开

这本书，你会找到“重养自己”的参考答案，

既有暖人的贴心话，也有务实的方法论。

把自己重养一遍，养得独立又庆幸，养得平

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富足⋯⋯

《把自己重养一遍》

黄宽宏：匠心雕琢 让根雕绽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