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块形神兼备的仿古青砖，经过时
间的沉淀，风雨阳光的打磨，渐渐地就成
了旧砖、老砖、古砖，成为了历史可信的
文化物证。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中，青砖建筑如国画一般，散发出古色古
香的气质。

容县是有名的民国将军县。将军故
居分布在全县 10 多个镇，现存数量达 30
余栋。这些建筑青砖黛瓦，古色古香，每
一块砖每一片瓦都见证着容州的历史沧
桑。正是由于容县青砖青瓦制作技艺的
应用，使县内不少类似将军故居这样重要
的历史建筑遗迹，通过修缮补建翻新，一
代一代，得以绵延留传。2021 年 9 月，玉
林市人民政府公布“玉林市第六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容县青砖青
瓦制作技艺名列其中。

脱模修整，打磨成型，自然晾干成坯，

最后装窑点火烧成……在广西容县顺垚
仿古建陶有限公司，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地
工作。厂区内，一排排色泽青蓝、韵味古
朴的青砖青瓦整齐地码放着，静待着与古
老建筑的水乳之融。

“青砖青瓦作为古建筑主要的建筑材
料之一，在我国有着悠久的烧制历史。与
普通砖瓦不同，它们在抗氧化、水化、大气
侵蚀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青砖房也具
有冬暖夏凉、养生环保、透气性好等特
点。”对青砖青瓦的优势特点，广西容县顺
垚仿古建陶有限公司马广荣如数家珍。

关于古砖制作，在明代科学家宋应星
编著的《天工开物》中，有这样的记载——

“凡转锈之法，窑巅做一平田样，四周稍弦
起，灌水其上，砖瓦百钧，用水四十石，水
火既济，其质千秋矣。”

容县青砖青瓦制作技艺已经有 1000

多年发展历史。泥土在经历反复捶打后，
被制成坯，最终经过古老工艺的烧制后，
这些原本沉睡了千万年的泥土，蜕变成了
一块块颜色靛青、质地坚硬的青砖青瓦，
被应用于古建筑的翻新，让这些建筑重获
新生、焕发光彩。

容县出土的陶瓷器中，最早为容县石
头镇的新石器时代陶瓷片，以后各个历史
时期的陶瓷器均有出土。早在宋朝，古容
州就已经是著名的瓷都，出现大批官窑。
容州陶瓷制作工艺十分精湛，产品远销海
内外。

20世纪80年代以前，绣江两岸、县城
周边，不少村屯都建有许多砖瓦窑，普遍
烧制青砖青瓦，供建房盖屋所用。这些青
砖青瓦制作规整精巧，胎体细腻厚实，造
型端庄典雅而富于变化，线条刚劲流畅，
纹样题材多样，布局严谨，具有浓郁生活

气息和民间情趣。在工艺传承和发展经
济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引起国内同
行的广泛关注。

广西容县顺垚仿古建陶有限公司位
于容县石头镇和衷村，这里有着储量丰富
的优质黄鳝泥以及悠久的手作青砖、青瓦
的传统。公司在坚守传统工艺基础上，依
靠智能机械和环保节能焙烧系统，经过挖
陶土、挑陶土、晒陶土、粉碎陶土、和泥、制
坯、干燥、点火烧陶、取陶、加固等人力和
机械操作的复杂工序，生产青砖、青瓦、砖
雕等古青陶建材系列产品。

时间来到 21 世纪，历史悠久的青砖
青瓦早已不是人们建房子时的主要用
材，但其作为古建筑、仿古建筑、客家建
筑等必不可少的材料，依然有巨大的市
场潜力。

“公司所生产的这些产品是利用我们
当地特有的优质黄鳝泥，经科学配方、特
殊加工处理制作及精心焙烧而成，具有表
面光滑、手感细腻、质地坚硬、声音清脆、
颜色一致等特点。”马广荣告诉记者。多
年来，该公司除了制作各种型号类别的青
砖，还制作了大批各种造型的砖雕、瓦片、
琉璃、仿古建筑装饰物等，年产青砖瓦及
沟头、滴水、外墙砖片、翘角、龙、凤、十二
生肖站兽等相关构件约800万件，广泛用
于建造古典建筑、修复文物，青砖青瓦制
作传统技艺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发扬。

容县青砖青瓦制作技艺让我们能够
看到具体的、鲜活的、灵动的那一段段过
往历史，甚至能够真实感受到千百年来，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先人们在制作陶瓷
时生产和生活的场景。古陶瓷形状的演
变就是文化在历史中的积淀、传承、变
化。每一个陶瓷人，都是满怀好奇、探索
历史、探究真相、传承文化的守护者。

青砖黛瓦流古韵
□本报记者 陆小青/文 林声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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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8 日，“扎根玉林 画
说十年”成果展在玉林师范学院东区
博学楼展厅展出，标志着历时 13 年
深耕的“画说玉林”系列丛书中的 8
部著作已经完成。这个以玉林师范
学院教授为主体的“画说团队”，通
过开展田野调查、实地采访、搜集文
献等多种方式，用画笔和文笔完成地
方文化传承创作，成功走出一条将玉
林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的新路子，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
生了较大影响。

“画说玉林”系列丛书最独特的
一个亮点，就是开创了钢笔绘画与历
史文化脉络相结合的梳理范例，其间
收录的约有两千幅钢笔画作品全部
由玉林师范学院的张中教授完成和
创作。

◆“画说”系列
创新绘画与文字的表达形式

“‘画说’表达两重意思，一是‘画’
通‘话’，即用文字语言去描述表达；二
是通过用画去描绘，达成与文字在视
觉上的结合和呼应，对乡村乡土文化
进行全景式呈现。”张中向记者诠释了

“画说”的含义。
在“画说玉林”系列丛书近两千幅

钢笔画作品中，从环境到建筑，从生活
到民俗，从器物到人物……包罗生活
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张中的每一幅作
品，都是运用独特的钢笔画手法，对广
西乡土文化进行全方位的扫描，体现
了其独特的历史眼光和对创作对象的
情感。

“在创作‘画说’系列作品时，我
不追求整齐划一，只忠于写实。我延
续了钢笔画的精细线条，尽可能表达
创作对象内在的人文气息，引导人们
从浮躁的现实进入简约而不简单的
黑白经典，回归心灵的艺术原乡。”张
中说，他希望通过钢笔画作品，创新
一种绘画与文字相结合的表达形式
与对话，从时间、空间和美学的维度
去诠释感知事物的内在美与魅力，从
而达成人境合一、意境深远的艺术追

求和美学境界。
确实如此，正因为有钢笔画作为

配图的表达，便得“画说玉林”系列丛
书多向维度展开文化挖掘和探索，从
美学和学术层面重构“望得见山，看得
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原乡乡土文化。
不仅获得历史文化爱好者的喜爱，还
收获了绘画爱好者的追捧，使得这套
丛书更具有收藏价值。

◆“钢笔线条”
梳理历史文化脉络艺术审美

张中教授的钢笔画艺术血统纯
正，既可远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
铜版画艺术中的建筑表现技法，又能
将极具岭南民居建筑特色的中国画风
格，完美地融入建筑规划设计与钢笔
画艺术表现，两者水乳交融，可称为

“中西合壁”之典范。
“钢笔画以朴素的排线，可以表现

出画中物体的细节。特别是对有历史
文化脉络的建筑空间、构件细节、斑驳
光影等，钢笔线条都可以勾勒出一种
厚重的、醇美的美学意境来。”在张中
的作品中，多以密集的斜排线、网格
线、抽纱线、经纬线来呈现所画物件的
沧桑与时空变迁。细细品味，可以体
会到作品流露出的一份沉甸甸的情
感，令人不觉沉浸其中，遐想万千。

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多年的艺术积
累修炼，使张中的钢笔画作品具有信、
达、雅的特点。即忠实对象为之“信”，
生动传神谓之“达”、格调高雅成之

“雅”。张中的钢笔画作品从写实的角
度，遵循大自然的明暗阴阳规则，细腻
而不矫情。他采用科学严谨的透视手
法，利用高超娴熟的艺术掌控，为描绘

对象注入活力与思想，同时借鉴西方
技法，揉和东方书画精髓，突出东方线
条组织的魅力与特点，大胆创新，精准
地捕捉表达对象并升华为艺术的美妙
瞬间，进而形成了独特的鲜明的个人
艺术风格。

◆风起八桂
让“画说”系列走得更远更久

从2010年到2023年，以玉林师范
学院教授为主体的“画说团队”已陆续
出版了16（套）本土地方文化专著，举
办了多场高水平的画说专题钢笔画
展，为地方捐献了两个钢笔画永久展
馆。从地方文化现象到广西文化现
象，从全国到东南亚、欧美大陆等，都
产生了巨大影响和传播……

十年磨一剑，“画说团队”已经
成为一个长期扎根地方、服务地方
文化的专业队伍。他们开创了钢笔
绘画与历史脉络梳理融合的范例，
开创了中国首个实现地级市、县区
文化挖掘全覆盖，从而拓展至整个
自治区的先例。近年来，他们佳作
倍出，成就斐然，在学术界和社会上
产生了较大影响，在文化建设赋能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交出了令人满意
的答卷，为挖掘和树立地方文化自
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画说团队’是一个扎根于大地
挖掘文化和乡愁的践行者和高校团
队。作为其中一员，我愿意用毕生精
力，投身于挖掘探索发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事业中，创造更多的文化精品作
为未来的责任与使命，不忘初心，为
中华文化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培根育
魂。”张中说。

十三年耕耘 近2000幅作品

他用钢笔线条“画说”乡土文化
□本报记者 宋建州

本报讯（记者 潘静新 通讯员 谢秀坚）近
日，南江街道人大工委联合玉铁社区团委等开
展非遗传统文化宣讲实践活动。活动邀请了福
绵高中缠花手作团队等 51 名青年代表一起走进
社区，宣讲非遗传统文化，让青年朋友们领略我
国传统手艺、非遗文化的魅力，促进中华传统文
化与新时代文明有机结合。

“缠花这门手艺用原料为丝线、纸板、金属丝
等制作，融汇了绘画剪纸、刺绣、编织、雕塑等工
艺特点，具有保存长久，颜色丰富艳丽的特点，
不仅具有可观性，也具有实用性，获得大众的青
睐。”活动中，讲解老师对“缠花”知识徐徐道来，
底下的观众听得津津有味。尤其是青年听众对
老师介绍的制作方法，听取十分认真，并细细记
住要领。体验环节更广受欢迎，南江街道玉铁
社区党委书记、人大代表赵俭带领大家认真学
习。在体验过程，青年学员们对“缠花”有了进
一步认识，虽然新手们的技术仍不够成熟，作品
仍存在瑕疵，但每个人还是细致地缠绕每一根
丝线，编织出每一个精心创作的作品，收获了汗
水与喜悦。

南江街道人大工委：

开展非遗传统文化
宣讲实践活动

青年学员认真学习“缠花”这门手艺。

张中，玉林师
范学院教授，20世
纪60年代出生，毕
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在钢笔画领域
里默默耕耘了 30
多年，被授予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中
国建筑勘察行业杰
出人物”称号，专业
技术拔尖人才，工
艺美术大师，玉林
市城市规划委员会
特聘专家。

容县真武阁。 客家建筑。

广西60年代古镇中心大街。 兴业石拱桥。

▲历经烈火淬炼，一砖一瓦才能呈现出
润泽古雅的气韵。

▶位于容县石头镇和衷村的青砖黛瓦四
合院建筑。 （本报记者 林声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