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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歲的河南上蔡縣東岸鄉桃核
雕刻工藝傳承人劉海龍，6歲起
便跟隨叔叔學習桃核雕花工藝，
已從事桃核雕刻40多年。主要
雕刻佛像、觀音、十二生肖等，
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產品遠銷
各地。
劉海龍說，桃核雕刻需要手眼

配合，雕刻一個精品需費時一兩
天。從原材料到成品，要經過20
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凝聚着
藝人們無數的心血。他們家雕刻
桃核已有380多年了，在有「桃
核雕花鄉」之稱的東岸鄉，是遠
近聞名的桃核雕刻專業村，被譽

為「上蔡民間一絕」。其桃核雕
刻工藝，已被河南省政府列入首
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芳芹 河南報道

江蘇逾千冷凍胚胎
一月內無人認將銷毀

渝無臂男用嘴寫出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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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翁桃核雕花刀走龍蛇豫翁桃核雕花刀走龍蛇

在全國第九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六屆特
殊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上，來自重慶巫
溪縣的24歲無臂男孩劉剛洪代表重慶殘疾
人進行了書法表演，用嘴寫下「自尊」二
字，其自強自立的故事感動了無數人。

上學山路崎嶇 常摔倒不缺課
劉剛洪4歲時，母親離家出走，因缺人照
顧，他只能慢慢學習用腳夾筷子吃飯、夾
筆寫字，正常人輕易就能完成的事，小剛

洪需付出較常人幾十倍的努力。
從家前往唸書的小學有4公里崎嶇的山路。

每次下雨天出門，劉剛洪都會摔得鼻青臉腫，
但他依然沒有缺過一節課。他性格倔強地說：
「別人會的我要學會，別人不會的我也要學
會。」幾乎所有課餘時間，劉剛洪都在不斷
學習生活技能，使用打火機、燒火、煮飯、
洗衣服等。「縫衣服是最難的。」劉剛洪說，
腳趾被針扎，經常鮮血直冒。
學校組織單車比賽，班裡同學都參加

了，雖然劉剛洪沒有手臂，但他從廢品站
找來破舊單車，學着別人的樣子跨上車，
可馬上就摔倒在地。一個多星期後，他終
於也能騎單車上路了。
劉剛洪如今還在重慶華岩寺的奇人奇才

藝術館裡學習書法、詩詞、國畫。「沒有
雙臂並不會阻礙我尋找夢想的路，我會繼
續努力，希望能成為一個真正的口足書畫
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袁巧 重慶報道

在江蘇省人民醫院實驗室有個最核心的區
域，裡面存放了十幾個液氮罐子，每個

罐子只有常見的小瓶液化氣罐大小。一打開罐
子，裡面霧氣騰騰，罐內溫度始終保持在零下
196攝氏度。不要小看這些罐子，裡面冷凍的
都是一個個「生命」。
據悉，這些冷凍胚胎來自內地各地，多數是

在該醫院進行試管嬰兒培育時留下的，最多的
是有一對夫婦留下了10個冷凍胚胎。根據專家
估算，保守估計院內總共有1萬多個冷凍胚

胎，2005年之前冷凍的，也有1,000多個。

交費者無幾 醫院負擔重
該醫院專家說，為了保管這些「生命」，醫

院付出了極大的費用。「首先是房子，為了安
放液氮罐，專門闢出場地。其次，就是每個星
期要不斷往裡面充液氮。」江蘇省人醫生殖中
心主任醫師王偉說。
如果想冷凍胚胎，保管費用為每個月180元人
民幣，但是上萬個冷凍胚胎，交費的寥寥無幾。
「我們對每一位患者都進行隨訪，但是隨訪

很難進行下去。」王偉說，有的電話和地址不
對，有的電話接通了，一聽說是醫院生殖中
心，立即掛了電話。王偉說，這可能與傳統觀
念有關係，很多夫妻不想讓外人知道自己的孩
子是試管嬰兒，所以從心理上比較排斥與醫院
聯繫。
為了更合理地使用醫療資源，該醫院日前決

定建議在生殖中心冷凍胚胎超過一年的患者，
立即與中心聯繫。

■■劉剛洪正劉剛洪正
在練習用嘴在練習用嘴
作畫作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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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海龍用桃核雕刻的作品。
本報河南傳真

■■山東青島動山東青島動
物園上演物園上演「「猴猴
子撈月子撈月」。」。
記者王宇軒記者王宇軒攝攝

■「十仁月餅」的出世，挽救「五
仁月餅」慘淡銷情。 網上圖片

■■醫院工作人員在檢查儲存冷醫院工作人員在檢查儲存冷
凍胚胎的液氮罐凍胚胎的液氮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一眾萌娃昨日身穿超韌紙巾婚紗，在上海江灣體育
場地鐵站玩快閃，並童聲合唱《明月幾時有》。與此
同時，她們還喊出「中秋陪伴韌務」，希望爸爸媽媽
以多樣、有趣的方式陪伴過節。現場畫面溫馨感人，
吸引了眾多路人駐足聆聽、觀賞拍照。 ■中新社

萌娃快閃

山東青島森林野生動物園
昨日為動物們舉辦了一場
「中秋盛會」。由遊園小朋
友為動物親手製作「特製月
餅」，月餅餡料十分豐富，
裡面有水果、蔬菜、蜜餞、
乾果等等。再由飼養員發放
給海狸鼠、松鼠、猴等動
物。由於投放食物所使用的
浮板呈月牙狀，因此還上演
了一出「猴子撈月」的有趣
場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宇軒 青島報道

動物中秋派對動物中秋派對演演「「猴子撈月猴子撈月」」

中秋節前夕，記者昨日走訪月
餅市場，發現往年被網友吐槽成
月餅界最黑暗料理的「五仁君」
被不少商家摒棄，各路新式月餅
闖入消費者眼睛。從韭菜、烤
鴨、到泡麵、腐乳等都成了月餅
餡兒，以及號稱加強版「五仁
君」的「十仁月餅」橫空出世。
與此同時，各種個性化定制的私
房月餅也隨着電商渠道的通暢而
持續走熱。
在微博圈，網友門晒出中秋各

種新奇月餅令人大跌眼鏡：充滿
家常菜感覺的韭菜月餅、梅菜扣

肉月餅、榨菜鮮肉月餅；還有令
人無法想像味道的酸辣月餅以及
腐乳月餅；如果要送禮，也有鵝
肝月餅可以選擇。 ■江西網

內地奇葩月餅持續走俏內地奇葩月餅持續走俏

江蘇省人民醫院生殖中心日前首次對外發

出消息，現在中心有上萬個冷凍胚胎無人問

津，凡是2005年前在該中心冷凍的胚胎，

如果在一個月內不來認領續交冷凍費用，將

按照之前的知情同意書進行銷毀。根據估

算，目前首批要清

理銷毀的冷凍胚

胎，數量達

1,000多個。

■江蘇網

考古發現，松花石的應用可追溯到青
銅器時代，正式用松花石製硯則始於明
末，推崇於清，尤以康雍乾三代最為鼎
盛。據清代《御製硯說》記載，康熙帝行
故里，見當地所用「磨刀石」溫潤玉質，
石紋美麗，認為用此為硯材必成名硯，特

欽點其為宮廷御硯。除了皇帝御用和供奉
祖宗之外，松花石硯當時還被作為獎賞重
臣，激勵皇子的聖器。
現今北京故官所藏清宮松花石硯有逾80

方，台北故宮有近百方。隨着清末國勢日
衰，松花硯的製作逐漸停止，工藝失傳。

曾為御硯 始於明末

■王洪琳正在雕刻作品。記者張艷利 攝

■王洪君所刻的
松花石硯。

記者張艷利攝

■王洪君的精美佳作。
記者張艷利攝

■王洪君製作的松花石硯。 記者張艷利 攝

一、墨汁久
日不乾。松花
石是海相沉積石，千萬年
在低溫海水的作用下，能吸附空氣中
的水分。以手覆蓋硯面，抬起手來
後，就會發現硯面凝結着一層水汽。
這種奇特的現象，尤其在水霧濃重的
煙雨江南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松花
石硯置案台之上，墨汁凝塘，久日不
乾，提筆舔墨，光亮如初。
二、落墨光滑油亮。松花石是海泥

沉積而成，細膩潤滑，並含有豐富細
微的石英類物質，起到骨架作用。石
英類物質結理透徹，斷茬鋒利，墨塊

研 磨 後 ， 起 沙
快、發沙細、落墨光

滑油亮。其他任何火山岩
漿凝結的石料板材，或砂質擠壓板材
所研製的硯台都無法與之匹敵。
三、青春朝氣蓬勃。松花石硯色系

豐富，色彩眾多，是現有石硯系中最
豐富的，尤其以健康向上，具有青春
朝氣的綠色為主，給人以蓬勃的生
機。純色色系有綠色色系、青色色
系、黃色色系、褐色色
系、紫色色系。尚有黑
色色系、紅色色系、白
色色系等稀有色澤。

松花石質地細密，手感溫潤如玉、細
若肌膚，硬度適中，是研磨墨塊之

佳品，因此，開採後的松花石除一部分外
形獨特作鑒賞之用外，其餘則多被製成硯
台。隨着清王朝退出歷史舞台，松花石硯
台製作工藝已失傳。近年來出現的硯台製
作，工藝是怎樣的呢？

兄傳承關東風尚 陽剛大氣
哥哥王洪琳，作為一名關東雕刻工藝
名師，性格顯得格外樸實。經過大半輩
子努力，歷經23年的勤學苦練，他吸收
了國內各家雕刻流派所長，努力傳承着
關東松花石硯風尚。他的雕刻作品主要
以傳統題材為內容，龍鳳、牡丹、松菊
梅竹，還有吉祥寓意的福祿、虎鹿等。
2009年 10月曾獲建國60周年書法、美
術、雕刻作品展覽金獎，許多作品在國
家、省市級文博會上展出。他的洪琳松
花石苑，被中国第12屆冬季運動會組委
會指定為禮品生產單位。由於在中國傳
統工藝（文房四寶製作工藝——製硯
類）領域取得突出成績，於2012年2月
被中國促進傳統文化發展工程工作委員
會授予「中華傳統工藝名師」稱號。已
有多件作品被國內外政要和知名人士收

藏。他的代表作「吉祥富貴」、「長白
風韻」都是以表現長白山風物為主，其
中透射出強烈的關東文化風格與特徵。
這讓他成為吉林省乃至國內具有一定影
響力的雕刻名師。
談到創作，他憨厚地笑着告訴記者，現
在的人怎麼刻也趕不上古代，因為那個時
代的人，一般都是根據某一題材，為皇家
或官府潛心製造一樣器具，或一個物件，
他們心裡想到的就是怎樣刻好，可謂心無
旁騖。不同於現在，產業化的東西怎麼
做，都做不過古人。即使這樣，他還是潛
心鑽研，用心做好每一方硯台。
哥哥王洪琳的作品，與長白山的陽剛大
氣一脈相承。而弟弟王洪君的作品則細膩

精緻，透出松花石典雅莊重的神韻和皇家
氣派。

弟表現皇家氣派 細膩精緻
弟弟王洪君是吉林省工藝美術師，擅長

松花石雕刻藝術，現任吉林省白山市雕刻
藝術協會副秘書長。1984年畢業於吉林省
林業技術學校留校任教（美術專業）。他
的作品曾獲中國文房四寶作品獎及省市優
秀作品展金獎，並受到書法大師啟功先
生、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楊新先生的好
評。許多作品被《大清國寶》、《文房四
寶中國民間收藏精編叢書》等大型書刊刊
載。1987—1992年間，王洪君任白山市工
藝品公司產品設計部經理。曾設計了關於
長白山民俗文化與長白山三寶、花草、樹
木、民間文化、宮廷系列和隨行等獨具地
方特色的硯台種類。並參與主辦「松花石
雕刻技法探索講座」培訓雕刻技術人才逾
百人次，為當地雕刻行業注入新的動力源
泉。王洪君的松花石苑坐落於風景秀麗、
物產豐饒的長白山下、松花江鴨綠江畔。
每年靠手工雕鑿，能鑿出逾300方硯台，
長白山在他的刻刀之下展現得淋漓盡致。

兄弟妙手雕奇石兄弟妙手雕奇石
龍飛鳳舞龍飛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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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刻松松花花
據滿族口語說部記載，古代中國北方的人們認為天地萬物是從水裡生出來的，只是沒有人見

過那時的海底世界是什麼模樣。然而，吉林省長白山松花石卻能使你窺一斑見全豹，看到海底

的石頭和海底的美麗。松花石產自長白山區，是8億年前海底的泥沙經沉澱、壓製等形成的沉

積型微晶石灰岩，因其紋理和顏色貌似松花，故名「松花石」。 近日在吉林省長白山區，記

者遇到雕刻松花石硯的王洪琳和王洪君兩兄弟，感受到松花石在他們手下，化堅為柔，龍飛鳳

舞，氣象萬千。 ■香港文匯報記者廖一、張艷利白山報道

■■弟弟王洪君向弟弟王洪君向
記者展示他的獲記者展示他的獲
獎證書獎證書。。

記者記者 張艷利攝張艷利攝

■■哥哥王洪琳展示自哥哥王洪琳展示自
己所獲的榮譽證書己所獲的榮譽證書。。

記者張艷利記者張艷利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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