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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筒、直尺、发簪、牙签盒……在徽州

竹雕展示台前，一件件徽州竹雕作品清新淡

雅、纹理细致。徽州竹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

人洪建华一边向记者展示竹雕作品，一边说

道：“竹雕技法强调在原材料造型基础上进

行巧做，即所谓‘材美、工巧之结合’。”

2013年，洪建华投资建设了1万多平

米的徽派雕刻传习基地和徽派雕刻博物

馆，博物馆以展示徽州传统雕刻艺术为主

题，从雕刻艺术的角度体现了光彩夺目的

徽文化，成为展示徽州雕刻精湛技艺的窗

口和传承弘扬博大精深徽雕文化的载

体。博物馆开馆后首批成功接待了来自

全球 126 个国家的第 67 届世界小姐巡游

和体验活动，通过这个平台更好地对外展

示宣传了徽州雕刻的魅力。

唯有不断创新，才能更好地守住徽文

化的根脉。洪建华说，非遗文化的传承要

与市场相结合，现在徽州竹雕工艺品和收

藏品的受众群相对较窄，近两年，他研发

了众多文创产品，广受消费者好评。洪建

华坦言，他希望将各种各样的徽州雕刻作

品予以展示，让无论是徽州本地人还是游

客都能有机会了解徽派雕刻。

徽州竹雕传承人：不断创新，更好地守住徽文化根脉

传承徽派文脉，创新当代文化

首届徽学学术大会在肥开幕
星报讯（记者 王玮伟/文 黄洋洋/图）

6 月 18 日，首届徽学学术大会在合肥开

幕。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爱华致辞，中

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院长高

翔出席会议并讲话，中科大校长包信和、

光明日报社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虞爱华指出，徽学既是民族的也是世

界的、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既是学理

的也是治理的、既是无形的也是有形的，

要努力做好宣介文章、创新文章、运用文

章、保护文章，推动徽学“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赋予徽学新的时代内涵，把徽

学的精神标识提炼展示出来，把徽学具有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打响

徽学品牌，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高翔指出，要坚持用科学的方法论研

究徽学；坚持关注重大问题，特别是基础性

理论问题，为揭示中国历史道路提供学理

支撑；坚持以史经世，为解决当今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提供思想和智力支持；推动

多学科融合发展，推动徽学走向新的更高

的学术境界。

本届大会由省委宣传部、光明日报社

指导，安徽大学主办，安徽日报报业集团、

安徽师范大学、中共黄山市委宣传部协

办，以“新时代·新徽学”为主题。国内外

徽学研究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等近300人参

加会议。

200多位徽学专家齐聚合肥“论剑”
6 月 18 日，200 多位国内外徽学研究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合肥，共同搭建

一个交流研究成果、深化徽学研究、展示徽文化魅力的平台。本次大会，内容丰富，

徽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们大胆提出新观点，既不脱离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又能与时

俱进对接新时代。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栾成显

独特地域孕育特色徽州文化
宋元明清文献中出现“徽学”一语，乃

指徽州州学，即徽州府学。徽学学术大会

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

员栾成显以徽学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进

行了主旨报告。他表示，宋代以后，儒家

思想在徽州文化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多

元化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孔子及所开创

的儒学是主流文化。徽州文化是中国传

统主流文化的正宗传承和典型代表。

在栾成显看来，徽州文化博大精

深，其辉煌成就涵盖了中华传统文化的

诸多方面。诸如新安理学、徽派朴学、

徽州宗族、徽州教育、徽商、徽州建筑、

徽州村落、徽菜等等，丰富多彩，涉及思

想哲学、经济制度、语言文字、文学艺

术、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各个领域。

同时，大规模移民活动促成的文化

融合，以及独特的山区地理环境，孕育

了具有特色的徽州文化。栾成显表示，

随着北方“士民”几次大举迁入，徽州文

化经历了从“武功”到“儒雅”的风尚变

迁，中原文化渐渐占居了主导地位。因

此，徽州文化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儒雅

风范，又渗透着山越文志。

安徽省徽学学会会长王世华

徽文化是当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针对有学者指出，明清徽商在热心

捐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背后，隐含着

与自身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功利性动

机。本次大会中，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安

徽省徽学学会会长王世华以徽文化是当

代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为主题进行主旨

报告。他认为，明清徽商在致富后，大力

捐助公益慈善事业，是不容否定的客观

事实，绝不是“隐含着与自身切身利益密

切相关的功利性动机与攫取商业暴利的

目的”。其行为动机主要是受到儒家思

想的影响以及朴素真理的启发。

徽商“贾而好儒”，绝不是附庸风雅、

趋炎附势。家谱、文集、方志中关于徽商

的记载固然有隐恶扬善成分，但关于他

们捐助公益慈善事业的具体记载是不可

能溢美虚构的，是完全可信的。研究历史

问题一定要全面搜集并甄别资料，要正确

解读资料，绝不能曲解臆断。判断事物的

性质要看整体趋势，不能一叶障目。

10位非遗大师现场展示
为了使徽学徽文化能够以更生动、更具体、更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首届徽学学术

大会开幕当天还邀请了周美洪(徽墨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徽州竹雕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等10位大师进行了现场展示。

徽墨制作传承人：让更多年轻人成为非遗传承新生力量
首届徽学学术大会上，10位非遗文化

大师来到现场进行展示。在展示厅内，徽

墨制作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周美洪

向记者介绍，为了保护这项古老的技艺，

2006 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周美洪告诉记者，徽墨特征鲜明，技

艺独特，流派品种繁多，科技内涵丰富，在

中国制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现任徽墨研究所、歙砚研究所所长的

周美洪出身于徽墨世家，自幼耳濡目染，

对徽墨制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为了更好

地传承徽墨技艺，周美洪努力扩大经营门

路，研制开发了旅游纪念墨、精鉴观赏墨

和极品收藏墨等适应各种消费需求的徽

墨新产品，并将文墨厂开辟为涉外旅游窗

口，使得企业集徽墨生产、非物质遗产展

示、科普教育、旅游购物于一体，获得了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我从事徽墨制作已经 40 多年，当

前徽墨技艺的传承发展也面临着诸多

困惑。”周美洪说，因为徽墨制作本身有

着工序复杂、工艺繁复、耗时费力等特

点，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人就是一

辈 子 ，年 轻 人 一 般 不 愿 意 从 事 徽 墨 制

作，希望通过首届徽学学术大会，能够

号召更多年轻人从事徽墨制作，成为非

遗传承新生力量。

非遗大师现场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