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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的

贺兰山下，阳光

透过贺兰文创

基地的玻璃窗，

在一方紫绿色

的贺兰石上投

下斑驳光影。

宁夏贺兰砚制

作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崔小

录俯身石前，手

中的刻刀正沿

着石纹缓缓游

走，一点点“吃”

进石中，犹如在

深土中发掘潜

藏的绿芽。

随着石屑

被耐心地剥离，

那被唤作“绿豆

砂”的绿彩层，

渐渐从紫壤里

浮现出来，青玉

般温润的质地

终于袒露在空

气里——仿佛是

春色从顽石里被

重新唤醒——

这是属于贺兰

砚的独特生命

力，也是崔小录

与非遗薪火对

话的日常。

“制作砚台既要把控每一刀的
深浅，又要时刻构思怎么刻，绝对不
能分心。”在崔小录的工作室里，常
年只有刻刀与石头的“沙沙”声相
伴。他说，制砚是与石头的“私语”，
急不得，躁不得。

贺兰砚由来已久，清代便有“一
端二歙三贺兰”之美誉，清乾隆年
《宁夏府志》明确记载：“笔架山，在
贺兰山小滚钟口，三峰矗立，宛如笔
架，下出紫石可为砚，俗呼‘贺兰
端’。”这“紫石”便是贺兰石，以其独
特的质地成为文房重器。2018年，
宁夏贺兰砚被列入“中国十大名
砚”，让这份来自塞上的匠心被更多
人知晓。

走进崔小录的工作室，几十块
大小不一的贺兰石静静陈列，紫绿
相间的纹理初显风姿。一方贺兰砚
的诞生，要历经相石设计、下料、粗
加工、精细雕刻等多道工序，每一步
都考验着匠人的耐心。“相石是第一
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崔小录用
水泼洒一块石料，指腹划过石面的
纹路。“每方砚台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石要顺着石纹构思图案，雕刻时
更得兼顾实用与美观。”比如用绿色
表现草木，用紫色勾勒山峦，让砚台
既是文房用具，也是一幅立体的塞
上画卷。

崔小录与石头的缘分已延续了
20余年。崔小录祖籍河北易县，
1998年起随父辈学习制砚，一次偶
然的机会下他接触到了贺兰石。贺
兰石质地莹润，纹理细而不滑，为宁
夏五宝之一，其身有褐紫、豆绿两色
相互掩映，并常伴有玉带、云纹、眉
子、石眼、银线等天然纹样陪衬，用
它所制成的砚，美观而又不失古
韵。初见时，崔小录便被这种石头
深深吸引。

““早听说宁夏有贺兰石早听说宁夏有贺兰石，，真见到真见到
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吸引的时候还是被深深吸引———石质细—石质细
腻温润腻温润，，色彩又丰富多变色彩又丰富多变，，实在特实在特
别别。。””他笑着回忆他笑着回忆，，那时满脑子都是那时满脑子都是
好奇好奇，，总想来宁夏看看这石头的总想来宁夏看看这石头的““出出
生地生地””。。

2002年，崔小录终于踏上了宁
夏银川的土地。站在贺兰山下，望
着连绵的山脉，他下定了决心，要一
辈子和贺兰砚打交道。从此，他一
头扎进贺兰石里，琢磨着如何让这
紫绿相间的石头讲述宁夏故事。

2020年，崔小录在贺兰县政府及相关部
门的支持下，在贺兰文创基地建成贺兰砚艺
术馆及贺兰砚创作室。展厅里，小至一掌可
握的袖珍砚台，大到直径半米的摆件，无不透
着巧思。

这些贺兰砚的设计题材丰富多彩，花鸟
鱼虫、山水树木等无所不包，作品随彩造形，
绿紫两色互相衬托，刀法干净利索，俏彩巧妙
为其特长。崔小录指着一方《宁夏二十一景》
系列砚台介绍：“这方砚展现的是镇北堡西部
影城的月亮门，我借助石料原有的一点墨绿，
呈现出天然的月亮，和月亮门相互呼应。无
须刻意雕琢，意境自然呈现。”

《宁夏二十一景》涵盖自然地理、人文风
貌和建设成就等景观，包括水洞遗址、远古岩
画、西夏陵等21个代表性景点。为了让这些
景观“走进”砚台，崔小录等人历时2年才堪
堪完成。他说：“这是代表宁夏的景观，希望
将宁夏的美藏进这一方砚台里。”

崔小录的刻刀，不仅刻着风景，更刻着时
代的变迁。除了《宁夏二十一景》系列作品
外，2021年，崔小录还用30多种刻刀，历时4
个多月，完成了一幅贺兰石雕刻作品《黄河流
过我家乡》，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作品展二等奖；作品
《圆梦闽宁镇》则聚焦移民新村的蜕变，拿下
了银川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艺术
作品展二等奖；作品《仿古四足方砚》被选送
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作品评选
……一个个荣誉，记录了崔小录这些年取得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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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砚有个独有的“本事”：易发墨而不
损毫，余墨加盖多日不干不霉，墨色依旧鲜
亮。正因如此，2011年，宁夏贺兰砚制作技
艺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可现在，会这门手艺的人越来越少了。”
崔小录的话语里藏着忧虑。他记得在2011
年前后，有上百人从事贺兰砚制作，如今坚持
手工制作的已屈指可数。“年轻人嫌这活儿

‘周期长、见效慢’，学半年就耐不住性子。”他
坦言，要真正掌握相石、设计、雕刻的全流程，
至少需要数年沉淀，“光是练握刀的稳劲，就
得耗上两三年。”

但崔小录从未停下探索的脚步。在他的
工作室角落，摆着一些新奇物件，让贺兰石以
更轻盈的姿态走进年轻人的生活。“成人礼送
一方刻有祝福语的砚台，既有仪式感，又能让
年轻人了解贺兰石。”他开发的定制礼砚，时
常供不应求。

20232023 年年，，崔小录的技艺迎来了新的突崔小录的技艺迎来了新的突
破破。。这一年这一年，，他去北京拜师学艺他去北京拜师学艺。。学习学习22年年
后后，，崔小录的技艺更上一层楼崔小录的技艺更上一层楼。。镂空雕的细镂空雕的细
腻腻、、线雕的流畅线雕的流畅、、浮雕的立体浮雕的立体，，在他手下融为在他手下融为
一体一体。。他坚持古砚制作技艺他坚持古砚制作技艺，，那些陈列在工那些陈列在工
作室的石料作室的石料，，在他眼中不是商品在他眼中不是商品，，而是自然与而是自然与
历史的馈赠历史的馈赠。。

““未来想办个展未来想办个展，，把这些年的作品都亮出把这些年的作品都亮出
来来；；再出本书再出本书，，讲讲贺兰砚的故事和技法讲讲贺兰砚的故事和技法。。””采采
访结束时访结束时，，崔小录重新拿起刻刀崔小录重新拿起刻刀，，新一轮凿刻新一轮凿刻
开始了开始了———在紫石与绿彩的交织中—在紫石与绿彩的交织中，，一个关一个关
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于坚守与传承的故事，，正被一刀一刀刻进时正被一刀一刀刻进时
光里光里。。

展厅里陈列的贺兰砚。

崔 小 录 在 工
作室雕刻贺兰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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