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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琳

今年“五一”劳动节期间，柏桥服务区成了远近闻名
的网红打卡点。非遗展示厅内，一幅长 5.6 米、宽 1.72 米
展现荔枝丰收盛景的木刻画巨作《时和岁丰 繁荣昌盛》
更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为这个以荔枝为主题的服务
区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茂名荔枝嘉年华现场，正
高级工程师、“南粤工匠”、国家一级美术师吴思志展示
了他将古荔文脉凝于刀锋的木刻画艺术，并赠予《百家
讲坛》主讲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于赓哲一幅寓意深远
的木刻画《红荔满满》，以红荔为桥，联结历史与现代的
艺术共鸣。

荔枝画中的茂名民俗历史元素

木刻画主题构思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 2025 新年贺
词：“祝祖国时和岁丰、繁荣昌盛！”为完成这幅作品，吴
思志父子三赴高州根子镇采风，在古荔虬枝下绘就20余
幅速写稿，将采风时挖掘的真实故事融入作品之中。

粗壮的千年虬枝代表茂名种植荔枝年代久远，树上
挂满的荔枝和地上箩筐装满荔枝寓意着千年古荔的丰
收，产销两旺，荔农身上的衣服样式来自不同的年代，表
示茂名种植荔枝传承不绝。画面上有两个吉祥鸟，一个
鸟见背，一个鸟见肚，是中国传统画中阴阳平衡的深刻
美学理念，荔枝树下堆放着装满荔枝的箩筐，采摘荔枝
的大人和孩子互动往来，整幅画鲜活地表现出茂名荔
枝丰收时节的热闹景象，鲜亮的红色烘托出的吉庆有
余的寓意，体现出木刻画大师杰出的艺术功力。

木刻艺术传承人倾力之作

高州木刻画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与茂名人民的生

活紧密交融，深深扎根于社会生活的土壤之中。吴家先
祖是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吴思志继承木刻画制作祖
业，儿子吴汶哲是中级工程师（绘画）、市级高州木刻画
代表性传承人。这幅《时和岁丰 繁荣昌盛》的巨作，是
吴思志、吴汶哲父子携手完成的，是他们为好心茂名“时
和荔丰”献出的倾情之作。

整幅作品雕刻了 100 多万刀，一般情况下，完成
这样的一幅作品，需要半年至一年时间。但他们从定
稿到完成仅用了两个月。为赶制这幅荔枝木刻画，
吴思志父子连续一个多月在赶工，日均创作时长达
18 小时，每天睡觉仅有 3 小时至 3 个半小时，熬得双
眼通红，双手长了厚厚的茧。期间他们还要抽空去
参加非遗活动，前往花都出席了茂名市委市政府的
文旅招商会现场，完成任务后赶紧打车回家，利用
坐车的时间补觉，回到家又立即投入雕刻中。这幅
画的制作需要用 10 块刻板，为了达到画面统一，他
们分工合作，如吴思志雕刻荔枝树，吴汶哲就雕刻
荔枝；吴思志雕刻人物，吴汶哲就雕刻吉祥鸟。这
幅木刻画是省、市两级非遗高州木刻画艺术传承人
的倾力之作，每一刀一刻都斑斓浑厚，具有强烈的
视觉震撼力和赏心悦目的艺术感染力。

将生命体验融入木刻作品

吴 思 志 与 吴 汶 哲 都 是 我 市 杰 出 的 木 刻 画 艺 术
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亦已成为茂名木刻画艺术
传承的文化符号。吴思志汲取国画和油画的经验，
在木刻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独创了“粒点刀法”“拼
板套色法”和“背拓着色法”，这些技法，塑造出更为
多元的艺术样态，让中外同行感受到吴思志木刻画
艺术的“硬核”之美。他说：“我的创作不仅要展现

技 艺 ，更 要 传 递 中 国 人 集 体 观 念 和 社 会 正 能 量 。
AI 可 以 模 仿 技 法 ，但 永 远 无 法 复 制 我 扎 根 高 州 生
活几十年的情感积淀，这就是手工创作不可替代的
价值。”

吴思志四十多年如一日地伏案刀刻，早已将生
命体验融入他的作品，一刀一划，都包裹着胸怀天下
的家国情感，氤氲着浓郁的故乡情结。几年前在创
作《荔枝丰收图》时，耗时三个月雕刻五百余个荔枝
果实纹理，每一道刻痕都在重复中暗含自然变化。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使得作品既有机器难以复制
的质感，更蕴含匠人精神的温度。他的作品作为文
化名片被选送到美国、埃及、意大利等地交流达百多
件，让中国的传统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吴汶哲 作 为 新 生 代 非 遗 传 承 人 ，深 谙“ 守 正 创
新”是非遗薪火 永续的传承智慧，用自己独有的方
式传承着高州木刻画这颗艺术种子，利用自己科班
出身的艺术专业水平和艺术感悟，在原有的传统木
刻刀法上进行了探索和更新，连父亲吴思志都认为他
的刀法“更加好看，更加苍劲有力”。他主持的传统技
艺展示，让高州木刻画走出了博物馆的玻璃展柜，用

“互联网+”思维打造出“可触摸的非遗”。2024 年春
节期间，吴汶哲历时半年潜心打磨的木刻 画《龙 腾
瑞气》在央广网“龙耀中国·非遗里的中国年”系列
报 道 中 播 出 ，后 被 全 国 各 省 电 视 台 转 播 ，令 这 颗
非遗新星，带着龙的瑞气，火遍大江南北。

父子俩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以独特的刀痕
墨迹，记录着茂 名人民的奋斗历程与精神图谱，努
力提升人们和市场对非遗高州木刻画的价值和认
识，推动木刻画跟上时代的主旋律，书写着属于这
个时代的艺术新篇章。

七一前夕，高州市中华诗词学会组织
30 多位会员于 6 月 27 日乘车到“功臣第”
参观学习，开展庆祝“七一”建党节活动，
对会员进行了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要求会员不断增强党性观念，继续发扬党
的优良传统作风，深入生活，采集红色素
材，传承红色基因，笔耕不辍，创作更多优
秀作品，向党的生日献礼。

“功臣第”坐落于高州市曹江镇上南
山村委会和好塘村，是全国共产党员先进
性教育活动表彰的优秀共产党员、先锋模
范和时代楷模罗传经的旧居。“功臣第”饱
含家国情怀，1953年茂名县人民政府因为
罗传经在抗美援朝金城反击战中战斗勇
敢完成任务荣获三等功而向他报喜，并颁
发“功臣第”荣誉匾。“功臣第”在旧居正门
悬挂着，庄严肃穆，令人崇敬。三个苍劲
隽秀的金字铭刻着罗传经一生爱党爱国
爱人民的光辉历程，彰显着他在抗美援朝
战场上浴血奋战立功的经历以及解甲归
田后带领乡亲战胜困难艰苦创业的动人
事迹。

在“功臣第”里，大家怀着敬仰的心情
逐一参观了罗传经事迹的图片、画作、奖
章、遗物的展览，特别是朝鲜劳动党授予
他的“国际和平奖章”格外引人注目，使大
家深受教育和感动。从罗传经的身上，大
家看到了共产党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
精神。他无私无畏，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诺言，鞠躬尽瘁，
大爱无疆。1958 年 10 月 29 日，他光荣参
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受到毛主席和
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他永远
是激励人们奋进新时代的优秀共产党员。

在参观过程中，会员们和罗传经的后
人进行了广泛的座谈交流。“功臣第”还被
评为“茂名市家教家风实践基地”，承载着
一家三代人立功，六位共产党员的家国情
怀和良好家风，真正做到保持本色，前赴
后继，无愧于党组织，受到上级的高度赞
扬。这对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美好家庭及和谐社会起到积极的示范作
用。大家对此感叹不已，每个人都有对家
教家风作用的深刻体会，从中也受到很大
启发。在观看了罗传经保存下来的一段
生活短视频中，他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深
深感动了大家。他说：“我心中只有党和
国家，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的话语引
起共鸣，大家在心里不时激起一阵阵涟
漪，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参观“功臣第”
传承红色基因

■刘福文

最近，我随市政协联谊会党群组到电白望夫镇调
研，探访了建造在丰垌村旁的六和书院。一进入院区，
一幅徐徐展开的自然画卷映入眼帘。这是一处规模较
大的仿古建筑，不仅建筑精美，翘角飞檐，十分气派，
而且书院内更是挂满名人字画，文化氛围浓厚。院外
树木葱郁，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里有一棵 400多年
的黄榄树，需要4人才能合抱，堪称树王，在茂名地区实
属少见。这里还有六角亭的观景台，门前的湖水波光
潋滟，和风送爽百花香，真是一个清净幽雅的好地方。

据介绍，明末清初时期，丰垌有个传奇道士吴学
元，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跟着潘茂名的徒孙在浮山岭传
道学医，学成后回到家乡建馆传道，他提出“心和人同
住，口和人无诤，意和人同悦，戒和人同修，见和人同
解，利和人同均”的“六和理念”，悬壶济世，很受人们
尊崇。

2016 年，望夫镇儒商吴华硕根据当地的历史文
化，亲自规划和设计，出资建造“六和书院”，作为科教
展览和文化旅游中心，计划用地 1500多亩。六和书院
主体为岭南风格的古建筑，又兼有徽派建筑元素，颇

有气势。迈步其中，我感受到浓浓的传统文化氛围，
让人神清气爽，余味无穷。过去我曾参观过湖南长沙
的岳麓书院和江西的白鹿洞书院，那是我国最著名的
古书院，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刻，当我站在六
和书院时，心情同样激动。电白老诗人写了一首诗：

“吴山秀水卧龙麟，古树参天四季春。紫阁亭台盈瑞
气，芳园草木长精神。潜心治学匡时困，得道悬壶济世
贫。更喜吴门多俊彦，传承薪火有来人。”他把六和书
院的来历、周围的环境、书院的作用等都做了很好的表
述，很值得称赞。虽然这次时间较为仓促，但我已被六
和书院的美景和深远的内涵所吸引，有机会还要再来
多来。

书院是古代教育的场所，培养人才的地方，我
国不少古书院，都在培养人才方面作出了重大贡
献。在我们茂名地区的信宜、高州、化州、电白等
地，也有过不少书院。时至今日，传统书院已发生
了巨大变化，但我想其核心理念、文化传承、教育创
新，对推动社会发展仍有重要意义。现在新建的书
院是传承非遗文化、国学经典及发挥地域特色的重

要载体，在乡村振兴与文化赋能中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我们了解到，六和书院在规划建设时，除了书院
主体建筑外，还集科教文化、农耕文化、教育培训、休
闲康养、生态旅游、乡村民宿、南药科普、农副产品加
工为一体。现在虽还不完善，但通过不断的建设，书
院在今天仍能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这里我真要
夸赞吴华硕和他的团队，思路开阔，眼光独到，在发
掘古文化的同时，通过多元化的实践，为乡村振兴作
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到六和书院参观学习的人越来越多。广
东省作家协会茂名籍会员把这里作为创作基地，电
白商会、美术协会等也把这里作为培训基地，也有
不少学校把这里作为农耕文化、科普文化和中药科
普基地。吴华硕的父亲是位 98 岁的老人，他身体健
康，每天沿着书院周围道路行走好几千米，看着他
那矫健的身体，感叹这里是老人康养的好地方！相
信随着六和书院的不断完善，它将发挥越来越重要
的作用，成为茂名地区的文化、旅游、康养、科普的一
颗璀璨明珠。

探访六和书院
■朱宴修

在悠悠的岁月长河中，总有些事物，承载着历史的
厚重，书写着不可磨灭的既往。七艕船，便是这样一位
帆船王者，它以庞大的气势，曾在海上独领风骚。

博贺，我家乡，一个古老的渔港。在我孩提时，博
贺港七艕渔船云集，帆樯连片，俨如海上城楼，甚为壮
观。

七艕船是帆船，它诞生在清末，曾叱咤海上风云，上
演着耕耘海洋的渔业大剧，但随着机械化的发展，落幕
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

在帆船的年代，七艕无疑是最大的渔船，它具有深
海作业的能力，非其他中小渔船可比。那个还不是机械
化年代，渔船都是帆船，行船靠经验，驶舦看罗经，测位
用水砣。渔民们把出海海埗范畴分为大海、中海、小海，
祖祖辈辈就这样进行拖网捕捞。博贺港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实行渔业集体合作化，根据船只的大少，分别设立
了三个渔业队，初时名曰：大海队、中海队、小海队。大
海队是大船组成，如七艕等，能够在深海耕耘；中海队为

中小型船只，在中近海作业；小海队则是由俗称“抛网
艇”组成。抛网艇是一种小艇，五六米长，近二米宽，只
在浅海作业，按潮汐晨出晚归，或晚出晨归，作业方式是

“抛网”。
后来，这三个大队在政府和水产部门的指导下，更

名为：海鹰大队、海雁大队、海燕大队。这个改名，恰如
其分。根据这三种海鸟的形态和搏击海洋的能力，以鹰
大、雁中、燕小来命名大海、中海、小海生产队，如此诗意
的命名，当是文化与生产融合的结晶。

七艕船特点是快而稳,船尾较高,顺风航行不易上
浪。据老渔民介绍，“七艕船”是因船从龙骨到“底韫”共
有 7 块艕板而得名。该船置有头桅、中桅、尾桅这三
桅，尾架置舵。中桅是大桅，也叫主桅，帆最大，靠其
主方向，撑风力，头尾桅帆助之，头桅稍后处有插板。
渔家有话：“开身起插，勾风落插。”插板具有抗漂作
用，尤其对于刚在码头附近抛锚后仍漂移的船只，可
紧急将插板直接插入海底，起到“刹船”的作用，以免产

生船只碰撞。
舵叶上开菱形孔，舵杆从船尾部中间上、下舵穿过，

直插而下，舵叶多菱形孔。当水流从菱形孔流出时，可
通过增减孔的数目来控制水流对舵的阻力，减少转舵力
矩，使操纵时省力，并能提高船只的操纵性和安全性。

博贺“七艕船”的方向稳定性好、续航力强，载重
量为 50 至 80 吨。稍小点的“七艕船”，被渔民称为“开
尾仔”。

帆船靠风力，机船靠马力。大七艕船大吃水深，航
速看风力。海上行舰，船大自然抗风抗浪性能好。深
海渔场，风大浪汹，其他船只去不了，但七艕就能去。
作为拖网船，七艕凭着船大优越，产量也自然高于其他
船只。当时，七艕不论船主或船工，收入理所当然比一
般渔船好些。

七艕船，曾经是博贺渔港亮丽的一道风景线，现虽
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航海的篇章中，留下了浓重的
一笔，将永载史册。

古港钩沉之七艕船
■李伟立

父子携手续文脉

以刀为笔书写千年荔枝故事

会长梁雄首先带头即席吟作七律一
首：“曾经碧血洒沙场，解甲仍将笔作枪。
挥戟援朝驱武寇，绘图报国献文章。仁风
立善心灵美，家教承严胆色强。三代忠良
光灿烂，功臣业绩永传扬。”紧接着，大家
纷纷即兴吟诗作词，充分表达了对英雄的
赞美和对党的赤胆忠心。现场诵声朗朗，
气氛热烈，洋溢着浓浓的诗香韵律的氛
围。罗传经的儿子罗小通代表家人接受
了近 30 首馈赠诗词。他表示要继承父亲
的遗志，发扬父亲的爱国主义精神，永远
忠于党，听党的话，继续带领家人和乡亲，
为乡村振兴建设美丽家园作出更大贡献。

参加活动的 10 多位党员怀着对党的
无限忠诚，在庄严的党旗下，举手重温了
入党誓词，并和大家一起高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激情雄壮的歌声在“功
臣第”里回响，经久不息。随行中有一位
55年党龄的老领导激动地说:“罗传经是时
代楷模，英雄典范，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他
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要传承他的
爱国精神和红色家风，为国家繁荣富强和
人民幸福生活贡献自己的力量。”

现场诵声朗朗，气氛热烈。

木刻画作品《时和岁丰 繁荣昌盛》。黄信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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