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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文博会上获奖的海南工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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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7时入馆人数最多

省图自助图书馆
一“位”难求

本报讯（记者黎鹏 通讯员郑晓菲）开馆一月有
余，海南省图书馆24小时自助图书馆人气如何？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该馆，发现馆内座无虚席，
不少读者从自助借阅柜借好书后，捧着书在座位上
安静阅读，还有一些读者自带学习资料到现场自
学。

数据显示，截至5月28日，海南省图书馆24小时
自助图书馆已累计接待读者3.18万人次，平均每天
接待人数超过900人次。而目前该馆总共有128个
阅读席位，其中独立阅读席位20个。从这个角度看，
不难理解，为何一“位”难求成为常态。

“我们有十天接待人数超过1000人次，人流最
高峰出现在上周日，进馆读者超过1300人次。”省图
书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从时段来看，每天晚上7时入
馆人数最多，累计超过了2700人次。

“即便是在凌晨，馆内也有读者通宵停留。”该
负责人表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自开放以来，在半
夜12时至第二天5时期间入馆的读者就有500多
人。

在第二十届文博会海南展馆，各式民族艺术品、特色美
食和非遗记忆表演琳琅满目，似乎每一个角落都是一扇通向
过去与未来的窗口。漫步展区，一件件独特的工艺品，犹如

一颗颗璀璨明珠，让你在时光长河中，触摸历史印记。海南
日报记者遴选3件有代表性的文博会上的海南工艺品，讲述
其背后的故事，展现海南文脉的源远流长。

斯里兰卡大学生汉语水平大比拼

“学习中文大有可为”
第23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斯里兰

卡赛区决赛日前在斯首都科伦坡落幕。30名选手
在才艺展示环节带来黄梅戏、民族舞、快板书、葫芦
丝等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表演。

科伦坡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马仲武对记者
说，今年比赛的一大亮点是中国文化体验更加立体
多元，中文已成为斯里兰卡学生学习外语的优先选
择之一。

参赛选手们各自讲述了热爱中国文化的理
由。对维沙卡·杜萨拉而言，交流让兴趣扎根更
深。杜萨拉曾在中国武术社团学习，在才艺展示环
节她奉上中国武术单刀表演，动作干净利落、顿挫
有致。

在演讲比赛环节，不少选手都提到了港口城、汉
班托塔港、莲花塔等中斯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
目，维杰孔也不例外。她说，这些项目为斯里兰卡带
来了大量就业岗位，学习中文大有可为。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参赞吉莉莉在颁奖
仪式上说，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通
过学习中文和参加“汉语桥”比赛，可以了解到丰
富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希望斯里兰卡的中文
人才为进一步深化中斯友谊与合作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

进入文博会海南展馆的入口处，矗立着
一尊高约3米的丘濬木雕。木雕丘濬呈迈步
前行姿态，手握书卷，衣袂飘飘，眉骨突出，炯
炯有神的双目眺望远方。整体线条流畅洒
脱，极富文人气韵。人们跟随他的诗意，走入
琼州的锦绣画卷，开启“画中品海南”之旅。

这样一座宏伟又精细的大型木雕，需要
多久才能完成？作者给出的答案让海南日报
记者感到诧异——半个月。

“这尊木雕是为了文博会专门创作的。”
木雕作者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海南省民协副
主席吴孔德介绍，临近会期时，他接到要创作
丘濬雕像的通知。领导的信任、创作时间的
紧迫，让他既紧张，又兴奋。

创作大型雕像，首先要有大型的木料。当
时，吴孔德手上刚好有一块刻了三年还未完工
的半成品木雕。这件半成品木雕刻的也是人
像，有3米多高，为了更符合丘濬的人物特点，
吴孔德拿起锯子，首先给这块木料做了减法。

“我把原先3米多高的木料，改成2.2米，
因为我想突出丘濬的伟岸，同时也想展现他
的平易近人，尽力去还原历史上的丘濬。”吴
孔德用锯刀，一点点锯出了丘濬的身形轮廓。

在半个月里完成一座大型人物木雕，对
雕刻者的技能技艺、体力耐力都是极为严峻
的考验。但在吴孔德看来，最难的挑战还不
在这，“历史上关于丘濬的形象记载少之又
少，如何雕出丘濬的神态是一道难题。”

想到丘濬，第一次闪现在吴孔德脑海里
的词是“睿智”。“他是思想家、史学家、政治
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有这么多智慧的人，
我相信他的眼神肯定是有光的、睿智的。”为
了雕刻出更接近于历史的丘濬，吴孔德翻遍
了能找得到的文史资料，走访了丘濬故居，又
观察了海南人的长相特点。

“鼻头有肉、眉弓饱满，稍微有一点国字
脸。”吴孔德的心里逐渐有了丘濬的具体模
样。他想起，海瑞和丘濬是老乡，也差不多是
同一时期的人，在外貌上说不定会有些相
似。于是吴孔德又在雕刻过程中参考了海瑞
的样貌，为了区别于海瑞刚正不阿的硬气，
他特地让丘濬手握一本书卷，多了一份文人
气息。

雕刻丘濬的木料用的是海南楠木。楠木
质地相对软一点，更容易打磨人物的细腻
的神情，再加上楠木颜色偏黄，更能彰显
出历史的沧桑感。在雕刻过程中，吴
孔德还专门在人物的脸上留下刻刀
的痕迹，显现丘濬的人物肌理。

俗话说，眼睛是通往心灵的窗
户，一对眼睛的神情表达，有时候是
一件作品成败的关键所在。“一生
漂泊在外，乡愁始终在丘濬的梦
里，年迈的他未能再看到故乡一
眼。如果丘濬的眼神会说话，
我想他会说，他想念着家
乡。”吴孔德说，在刻画眼神
时，他特意营造出眺望远
方家乡的深邃感。

如今，文博会落幕，
木雕丘濬的“首秀”也将
告一段落。吴孔德透露，
他还要继续打磨这尊木
雕，以更多的人物细节，
讲述丘濬的文韵流长。

镜头聚焦，人群围观点赞，在第二十届深
圳文博会海南展馆里，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黎族“双面绣”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符秀英
是受人追捧的“人气王”。她正在展示黎族传
统纺染织绣技艺，用手中的一梭一线讲述古老
的黎族纺织故事。这次来到文博会，符秀英不
仅带来了祖传的技艺，也带来了家传的宝贝。

“这是妈妈送给我的嫁妆。”符秀英缓缓
解下绾在头发上的黎族双头人形骨簪，簪上
一缕红穗倾泻而下，洁白如玉的簪面上镌刻
着人面像、水波纹、米字纹、鱼纹、花纹等十余
种黎族的图腾。

从符秀英记事起，这根簪子就经常别在母
亲的头发上。“这是我爸爸给妈妈的定情信物。”
符秀英笑着说，在黎族，骨簪是黎族男子表达爱
意的定情信物，传统婚嫁习俗中，男子须亲手制
作骨簪为聘礼，迎娶心爱的女子，代表对婚姻爱
情的承诺。2005年，黎族骨簪技艺入选第一批
海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骨簪的纹样与黎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
承载着黎族先民对于生命起源、祖先认同、生
活环境的记忆和想象，呈现了“技”与“意”的
融合。

在符秀英的骨簪上可以看出，繁复的纹
饰也可以富有空间感和秩序感。整个骨簪在
结构上共分为三段，上段雕刻着人头顶的高
帽，边沿打的小孔系有珠串、铃铛、红穗；中段
雕刻人像，据说这是黎族传说中的峒主，浓眉
厉眼，鼻似弯钩，器宇轩昂；下半部分则雕刻
着鱼纹、水波纹等动植物和几何图案。

有趣的是，骨簪上的人像与古埃及壁画
人物造型的“正面律”如出一辙，脸看起来是
侧面，眼睛却是正面，更多了一层神秘感。

符秀英的头发上，还别着一把骨梳，这是骨
器之中最难制作的器具之一。符秀英说，骨梳
的尺片细长且密集，雕刻工艺困难，制作时如稍
有不慎，骨片断裂，碎片就会极易飞到眼睛里。

骨簪和骨梳上都系了一串铃铛，走起路
来，铃声清脆。“在走山路时，铃铛就会跟着步
伐发出声响，把周边的野兽驱赶走。”符秀英
说，骨梳和骨簪不只是男女之间传递情愫的
信物，也反映了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之间更
为复杂而有趣的关联。

由于佩戴时间长久，符秀英的骨簪和骨
梳都已逐渐光滑发亮，更具艺术收藏价值。
曾经有人开高价想从她的手中买下这两件东
西，她说什么也不肯，“这是妈妈留下来的，以
后我还要流传给女儿，世世代代传下去。这
其中承载的家族感情和民族文化，是不能用
金钱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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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7米长的木体上，一幅精巧的东坡
海南画卷，随着目光的流动缓缓舒展。4个东
坡接续“跃然木上”：先是颔首低眉渡海来琼，
随后瓜棚底下饮酒畅聊，再到兴办学堂教书
育人，最后依依不舍告别黎人……生动展现
了苏东坡在海南的经典画面。

在第二十届深圳文博会上，这件名为《苏
东坡在儋州》的木雕作品在海南展馆亮相，成
为“流量担当”，引来许多观众围观拍照。这
是海南省工艺美术一级技师胡敬阳的作品。

在这件雕刻上，四幅东坡在海南场景从
右到左一字排开，从低到高。画面上，既有远
处的塔，也有近处的船；既有高大的槟榔树，
也有结着硕果的瓜棚；既有在交谈的孩童，也
有在织锦的妇人……

雕刻利用树木、栅栏等景或物，将连续的
故事巧妙地分割为不同画面，做到人物繁而
不乱，情节生动有序。连酒碗里的涟漪、树叶
上的纹理、黎锦上的图腾，甚至还有苏东坡笑
起来时眼角的皱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胡敬阳介绍，创作这件木雕用了一年半
的时间。整体的雕刻用了镂空雕、圆雕、深浮
雕等多种木雕技法，从前往后一层一层剥茧
抽丝般地雕，努力做到细腻地还原苏东坡在
海南的生活状态。

“这件木雕的材料是海南本地的苦梓木，
我喜欢用海南特有的木头雕刻海南故事、展
现海南风情。”胡敬阳介绍，海南的东坡文化
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看见这件木头原料时，第
一时间就想到要用刻刀讲述东坡在海南的故
事。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文博会上颇受欢迎，
他既为自己自豪，也为海南文化自豪。

当前，文化环境的多元也在影响着木雕
的叙事。胡敬阳说，在这件作品中，他创新地
将东坡在海南的几个经典画面中的人物、草
木、生活场景等元素重新排列组合，以崭新的
表达方式链接起东坡与海南的文化情感。

“这件作品的艺术价值不仅仅体现在视
觉表象，更在于它包含了东坡文化的叙事和
海南民风的展现。它既表现为一种艺术形
式，也是海南东坡文化的一部分，彰显出富有
海南特色的审美诉求。”胡敬阳透露，目前该
作品已“名花有主”，他将继续创作更多海南
题材的木雕作品，用凝固的艺术展现生动的
文化。

■ 本报记者 刘晓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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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现身贵州“村超”
吸引世界目光

“他来了，他来了！”27日晚，在贵州省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的贵州“村超”足球场内，当
巴西足坛名宿卡卡面带微笑从球员通道现身，现场
翘首以盼的大批球迷和游客发出阵阵欢呼声。

在35岁的“村超”球员、榕江县忠诚村足球队
队长董永恒看来，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贵州“村
超”在度过一周岁“生日”之后，迎来了首位国际球
星——卡卡。

2023年5月13日，由榕江当地20支村队发起
的全称为贵州榕江（三宝侗寨）和美乡村足球超级
联赛的“村超”打响。之后，这一赛事便火爆出圈、
火出国门，不仅吸引了大批外国媒体的关注，还获
得了英国著名球星迈克尔·欧文等人的祝福，成为
现象级的业余足球赛事。

除卡卡外，前国脚郜林、冯潇霆，奥运冠军吕小
军、林跃，世界冠军邓书弟等嘉宾组成两队参加“逐
梦”冠军公益赛，榕江当地的“村超”球员除董永恒、
赖洪静外，陆金福、李彦宏、吴化勇等也参加了比赛。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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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卡（中）与小球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