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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海市煤炭資源豐富，素有 「塞外煤城」 之
稱。如今，這個曾經 「粗糲」 「硬朗」 的工業型

城市，致力推廣頗受文人墨客鍾愛的書法文化。在烏海，從大
人到孩子，從書法從業者到煤炭工人子女，這裏到處充滿熱愛書法、學習書法的
身影。烏海市的書法文化已經和歷史悠久的工業文化一樣，成為市民精神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日前， 「2024年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 的香港傳媒學子前往烏
海市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感受烏海成為 「書法之城」 的變遷。

大公報實習記者 孫依梵、韓飛月、施宏咪烏海報道

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是烏海市建成的全國
首個集書畫展示、鑒賞、教育、培訓、交流、
拍賣為一體的書法主題館，總佔地面積約
160.5畝，建築面積7.6萬平方米，是目前內地
面積最大的以書法文化為主題的藝術館。

提供免費書法學習課程
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講解員周曉婷兒時受

到家庭環境的薰陶，在小學的硬筆、軟筆書法
課程學習過程中對書法藝術有了一定了解。她
表示， 「最早接觸書法，是我小時候讀書時，
學校要求我們學習硬筆、軟筆書法，從小提升
我們的書法素質。」

在此基礎上，周曉婷大學選擇了藝術相關
專業，畢業後便來到烏海市當代中國書法藝術
館從事專業對口的講解員工作。在藝術館工作
後，館長要求員工熟悉書法，她便重新拾起毛
筆。在學習與工作中，她也接觸到了更多與書
法相關的人和故事。

周曉婷接受採訪表示， 「當代中國書法藝
術館一直堅持對外開放，歡迎各界人士前來參
觀和學習。館內不僅提供免費的書法學習課
程，還定期舉辦手工製作等豐富多彩的活動，
旨在讓更多人體驗到書法藝術的魅力與樂趣。

每周六和周日，書法館都會安排專門的書法課
程，分為成人和兒童兩個班級，以滿足不同年
齡段的學習需求。」

除了書法課程，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內還
陳列着雕塑、手工藝品，還會在周末開設陶藝
課程，參與者可以在專業老師的指導下，親手
製作陶藝作品，感受傳統手工藝的獨特魅力。
香港傳媒學子參觀當日，圍棋比賽亦在館內進
行。

於學校社區辦快閃活動
館內還設置一個空間讓觀眾進行書法體

驗，不少遊客聚集在此寫毛筆字，抑或是排隊
等候書法老師為遊客寫書籤。書法老師趙女士
對記者表示， 「除了在博物館創作書法書籤，
我還擔任為社區居民寫對聯的工作。」 在她看
來，書法不僅是工作，也是興趣所在，學習書
法可以培養意趣，陶冶情操，書法就像墨落入
紙般深深浸潤到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書法館內，記者見到不少身着漢服的訪
客，或漫步於展廳，或參與書法體驗，彷彿穿
越時空，與古人共賞筆墨之美。漢服與書法的
結合，不僅讓傳統文化以更加生動、直觀的方
式展現在世人面前，也激發人們對傳統文化的

興趣與熱愛。
據烏海市文聯副主席楊瑞琴介紹，當代中

國書法藝術館亦注重走出館外推廣書法藝術。
她表示， 「自2008年以來，烏海在國內外城市
中積極開展書法萬里行活動，通過與中國書法
家協會等合作舉辦展覽、比賽等活動，推動當
代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

除了舉辦大型活動、名家邀請展等形式，
促進各地書法藝術的交流與合作，烏海市當代
中國書法藝術館還前往中小學和社區進行快閃
展覽活動。這些活動不僅展示了書法藝術的精
髓，還通過互動環節讓更多人參與其中，提升
公眾對書法的興趣和認知。

探秘塞外煤城烏海翰墨飄香
港生參觀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

在烏海市當代中國書
法藝術館內，琳琅的書畫

作品一一被收藏懸掛在各個展廳內。其中最奪
人眼目的一幅作品，應是展覽於 「三名工程」
展廳，周俊傑的書法墨寶《秦王掃六合》。該
作品結合隸書、草書進行創作，盡顯書法家的
獨特個性情感。

方勁古拙、如龜如鱉的隸書作品，狂放不
拘、飛揚飄逸的草書，棱角分明、筆畫圓轉的
篆書，瀟灑飄逸、行雲流水的行書，形體方
正、筆畫平直的楷書……中華書法文化的各式
風格一應俱全地展現在當代
中國書法藝術館中。

館內設有毛筆書寫體驗區，香港傳媒學子
紛紛拿起毛筆，體驗書法創作，一筆一畫雖稚
嫩，卻透出大家對書法的興趣與喜愛。

事實上，在香港藝術館的書法展廳內亦設
有毛筆書寫體驗區，訪客可以通過沾水毛筆，
在可多次重複使用的水寫書法布上盡情揮筆，
感受中華書法藝術的魅力。香港學子劉秋樺表
示： 「當時在香港藝術館，我也體驗了這一項
目，如今在烏海也感受到了，我很興奮，覺得
書法文化讓烏海和香港有了聯動。」

大公報實習記者 施宏咪

書體多元

館內設毛筆書寫體驗區

在當代中國書法藝術
館，我非常幸運能夠有機會

近距離接觸傳統書法文化，並從中學習到如何欣賞
這一古老藝術形式。

走進館內，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廳裏展示的各
種書法作品。這些作品或橫幅掛在牆上，或卷軸展
示在櫥窗裏，每一件都展現出獨特的韻味。我被這
些優美的字體所吸引，彷彿能感受到其中透出的文
化底蘊和歷史厚重感。

在參與書法互動環節時，我親自體驗寫毛筆字
的感覺。拿着毛筆，蘸上墨，在紙上揮灑着自己想
寫的字詞。雖然我的字跡不夠工整，但這種書法的
練習讓我感受到了一種與漢字深度融合的心靈連
接。

除了自己動手寫字，書法老師還現場在書籤上
把我們想寫的話用毛筆字寫出來。他們的字體充滿
力量和美感。通過仔細觀察他們的筆法和構圖，我
學會了如何從互動體驗的角度去欣賞書法作品，不
再僅僅停留在形式上的賞識，而是能夠體會作品背
後的情感和文化意蘊。

對於大部分香港學生來說，接觸到的中國傳統
文化，可能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沒有形成系統而深
入的了解。參加這樣的書法活動，讓我們能夠更近
距離地接觸傳統文化，感受其中的魅力和力量，也
令我們更加珍惜它。

大公報實習記者 鍾沛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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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烏海煤炭
博物館，可以從圖

片、標本、室內場景等形式感受烏海那
段與煤炭有關的歲月。半個世紀以來，
烏海煤炭工業發展的歷史有太多令人感
動的故事，亦彰顯出一代代煤炭工人
「創業、奉獻、爭先」 的奮鬥精神。

烏海岩畫始創於新石器時代，有逾
6000年歷史。當地山脈中，有六條山
溝的溝口上，畫有大量精美的岩畫，煤
炭博物館亦展出不少極具代表性的作

品。烏海的岩畫題材廣泛豐富，包括翩
翩起舞的 「火柴人」 、生動活潑的動
物、各種神秘的符號，展現先人對太
陽、宇宙等多種崇拜。講解員趙軍表
示， 「 『太陽神岩畫』 的外圍畫着有無
限光芒的太陽，畫面的正中央則是一個
面帶微笑的老爺爺形象，象徵祖先對光
明與溫暖的渴望、對自然力量的敬畏、
對生命力的崇拜。」

推動產業轉型綠色發展
從前，生活在烏

海的人多為北方遊牧
民族，這裏處於農耕
和遊牧民族的交界地
帶。在很長一段時間
裏，這裏戰爭不斷，
人口嚴重外流。

1958年包頭鋼鐵
公司成立，烏海逐漸
成為 「煤炭之城」 。

為了修建包蘭鐵路，需要烏海的煤炭煉
鋼，大量有技術有能力的人才響應國家
號召，背井離鄉來到烏海，為當地的煤
礦產業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彼時，煤炭工人條件艱苦，只能傍
山鑿洞、就地開窰，甚至搭草棚。趙軍
表示， 「1958年，整個烏海地區只有
八十多間小土房，很難為瞬間湧入的兩
萬多人提供充足住宿。因臨近寒冬，採
煤大軍便在荒山野嶺用石頭搭建小房
子，因為這比露天宿營、鋪草為褥強，
所以當時人們覺得有個石頭房就很享受
了。至於用水和食物，則全靠人們去黃
河拉運，人們用臉盆煮飯，用鹹菜、鹽
和辣椒麵下飯。」

煤炭屬非再生能源，煤炭資源的日
益枯竭、開礦帶來的環境問題，是資源
型城市發展所面臨的挑戰。2005年
起，烏海大力整合煤炭資源，將1000
多家煤礦整合為13家，未來計劃以工業
精細化的產業為主，將煤炭延伸鏈升級

得 「更精、更細，也更廣」 ，致力打造
全球最大的BDO一體化生產基地和產業
技術創新中心，讓城市依託而不依賴資
源，做好資源轉化增值文章，加快形成
綠色發展方式。為此，烏海在煤炭資源
相對富裕的發展期大力推動轉型發展，
走向以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為導向的高

質量發展新路。趙軍表示， 「烏海以控
制煤炭的生產來進行產業轉型，如今每
年生產約四千萬噸煤炭，通過配套的下
游化工產業鏈條促進產業多元化，調整
產業結構。」 大公報實習記者

周汀柔、馮智然、趙錦誠
陳詠琳、蔡偉韜

煤炭博物館見證奮鬥歲月
記錄歷史

掃一掃有片睇

掃一掃有片睇

◀煤礦下的支
撐設備。

大公報記者
喬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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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們體驗書法創作。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書法老師現場寫書法。 大公報記者喬輝攝

▲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外貌。 大公報記者王月攝

◀

學子們參訪烏海當代中國書法藝術館。
大公報實習記者邱子斌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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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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