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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市历史经典产业背后的文化故事

文化时评 艺海观澜
投稿邮箱：371826828@qq.com

寻找文旅“爆点”，
不妨从“人”入手

记者 徐聪琳

近日，一位名叫晓华的女发型
师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因技艺精湛、
价格实惠，还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
为“人民理发师”。10 月 29 日，晓
华的一条理 发 视 频 在 网 络 上 爆
火，吸引了超过 150 万人的点赞。
视频中，面对顾客一系列复杂要
求，晓华凭借精准的理解和出色
的剪发技术，轻松剪出让顾客“笑
着走出理发店”的发型，赢得了网友
的一致好评。

“发型师晓华”爆火后，她所在
的怀化鹤城区，摇身一变成为网红
打卡地。理发店门口每天排满长
队，全国各地网友慕名而来。短短
7天内，人流量累计超过20万人次。

面对天降流量，怀化火速接
招。在李晓华的“靓点”理发店
前，不仅设点为外地游客提供免
费饮品及餐食，还在店铺门口设
置当地特产推销点、特色美食区，
并且连续推出“90 分钟文旅圈”攻
略及一系列景区、酒店、餐饮减免
优惠活动——通过出示交通票据
及李晓华理发店打卡照片，就可以
享受多个景区免门票的福利。在
怀化高铁南站出站口，来自通道侗
族自治县的阿妹身着侗族服饰，跳
起欢快的迎宾舞。一辆辆“‘发型
师晓华’粉丝免费接送车”，从高
铁站驶出……

怀化能在短时间内推出一系列
“文旅连台戏”“文旅大礼包”，必然
是有长期准备和积累，才能稳稳接
住“泼天流量”。通过一位理发师的
出圈带动了一座城市的名气，顺势
而为的文旅招式，提高流量的转化
率，用热情服务、强力推荐、优惠活
动留住游客，用好口碑获得源源不
断的流量。

一个人带火一座城，城市与人
的营销互动，其实一直都有。近年
来，多个城市因“红人”出圈，跻身网
红城市，出新出彩。从“开封王婆”
带热了古城开封，到进淄博“赶烤”，
直呼“根本烤不完”的“烧烤店老
板”，从发挥当地人幽默的“抖包袱”
技能的天津跳水大爷，到让“南方小
土豆”感到“滨”至如归的“东北大
哥”……在出圈人物的流量助力下，
不少曾经低调的城市、地区闯入大
众视线，可谓乱花迷人眼。

细数这些带火城市的人，就会
发现他们有共同点：真诚，温暖，善
意，以及“当地人的个性”。老话
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某种程度
上来讲，“人设”也是“城设”，一座
城市有了这些内涵时，哪一天火不
知道，但一定有火的那一天。所谓

“懂你的理发师 懂你的怀化”，便
是如此。

一位理发师带火一座城，再次
印证文旅的“爆点”可以从“人”入
手，而非局限于当地的特色景点或
美食。这也给其他地区文旅以启
示，可以发掘更多本地有才华、有
技术、有看点、有内涵、接地气的
人，助推他们网络的推广，以人的
美好品质、优秀才能作为城市文旅

“新设定”。以“人”为中心，发掘文
旅新流量，趁势打造城市文化底蕴
相关的“城设”，将自然景观与人文
景观互联，民俗文化与大众消费共
通，真正创新文旅新业态，扩大服
务业双赢局面，从而抓住时代的流
量红利。

提到石雕，首先要拜访的是衢州市石雕非
遗项目传承人杜梦生。

杜梦生今年48岁，在市区三衢路上开设了
一家工作室。推门而入，映入眼帘是一排靠墙
摆放的展示柜，内部展示着一件件石雕作品，色
彩不一。

“青石颜色暗沉，有气场，庄严肃穆；黄蜡
石色彩鲜艳，给人感觉很热烈，所以要根据不
同石材的颜色和性质设计雕刻不同的作品。”
杜梦生说。

顺着楼梯，杜梦生走向二楼。这里依旧摆
满了石雕作品，有佛像、珊瑚礁、小挂件等，这些
石雕也代表着不同年代人们对石雕艺术审美的
改变。

在清代，衢州石雕就名录《两浙金石志》，主
要以开化石、常山青石、黄蜡石为原料，辅以镂
空雕刻、浮雕等技艺，逐步形成自身的风格。

杜梦生走上石雕之路是在 16岁。他打小
喜爱画画，时常在泥巴、木头上雕刻，之后尝试
在石头上雕出自己想要的模样。因为雕刻出的
作品时常受到身边人的表扬，让他信心大增，也
更加想把石雕做好。杜梦生说，那时身边所能
接触的石雕大多是碑文刻字，一些传统老工艺
师傅虽然精于技艺，但在理论知识、总体布局上
有所欠缺，所以要有所进步，只能往外走。

过去数十年时间，杜梦生几乎走遍了国内
有一定规模石雕产业的地区，如安徽黟县、河北
曲阳等。每到一处，他就学习当地石雕的优点，
回来后自己琢磨。

一件石雕作品，有的要数月完成，有的却要
花上几年时间。制作步骤主要为选料、切割、构
图、雕刻、打磨、抛光等，但往往在前期构图时，
就要停留很长一段时间。“石雕是个减法的过
程，一刀下去错了就没法修补，所以前期构图时
就要考虑全面。”杜梦生打了个比方，前期设计
就犹如造房子，水电走线、家具位置等都要一一
考虑，所以就考验着手艺人的审美水平与布局
能力。

雕刻细致、造型精美的石雕，在衢州有过一
段非常美好的时光。

2010年左右，衢州石雕产业处于蓬勃发展
阶段，尤其是质地似玉、色彩柔和的黄蜡石摆
件，受到一批爱好者的追捧。在市区城隍庙附
近，与黄蜡石有关的门店相继开业，周边地区如
江西、安徽等地的商家、手艺人、收藏家常在这
里汇集。热闹的情景，曾吸引了一群年轻人来
杜梦生这里拜师学艺。然而七八年后，石雕市
场趋冷，加上机器雕刻批量生产，对手工雕刻造
成很大冲击。“即便这样，大家还是在继续坚守
这门技艺，经常操刀练手。”杜梦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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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艺人让石雕的美具象化，石博园则是为
石文化发展提供了载体。

走进位于常山县青石镇的中国观赏石
博览园，造型不一、色彩各异的石头让人眼
花缭乱。

青石镇因石得名，是中国赏石小镇。上
世纪 80年代，青石镇砚瓦山村的年轻人开始
背着石头闯市场，将遍山司空见惯的青石、花
石变成了炙手可热的“宝石”，并发展成小有名
气的石产业。

经考证，当地有常山石、石笋石、三衢石、
常山卵石、千层石、砚瓦石（西石）、青石、花石、
寿源石和萤石等 10大名石，赏石文化更是在
宋朝时期达到鼎盛。文人墨客，赏石、藏石家
等编著了众多赏石专著，如范成大的《太湖石
志》、渔阳公的《渔阳石谱》等。

立足现实基础、扎根深厚文化底蕴，2017
年 8月 30日，中国观赏石博览园在青石镇建
成。博览园总面积达9800平方米，分为三层，
集中展示了数千件展品，其中一楼以岩石为
主，二楼以化石为主，三楼以矿物晶体为主，还
特别为石雕开设了两个展厅。

“这是来自珠峰6300多米的石头，我们称
为‘珠峰灵石’，它的重量达 4150公斤。”从入
口处开始，中国观赏石博览园负责人揭火兰一
一介绍，在这里，每块石头都有着特殊的含义
与故事。

揭火兰分享了一组数据，2017年接待了
六七十万人次，之后两年接待人数达到 22万
人次。自博览园开馆以来，全国各地的游客

“为石而来”。
行走在博览园，犹如穿梭在石头的世界，

各类石雕作品也让人耳目一新，栩栩如生的
熊、多彩的珊瑚……让游客近距离感受石雕的
魅力。“石雕技艺比我想象的精美，都是一件件
艺术品。”正在参观的一名游客说。

从原石到石雕，博览园还以此开设了研
学活动。近些年，石头画、火山喷发实验等研
学项目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揭火兰
说，去年研学人数达到了 8000多人，热度一
直不错。

3 聚焦石文化发展
一方面是老手艺人的坚守，另一方面是青

年群体给石雕带来了希望。
在杜梦生的徒弟中，周昕是属于较早拜

师的。
周昕从一颗土豆练习雕刻佛像开始，一步

步学习摸索。眼下，周昕已是一名兼具不凡技
艺和独特审美的手艺人。

从雕刻观音、龙凤等传统雕刻形象到雕刻
项链、手链，周昕跟随着市场变化逐渐改变着
自己的雕刻主题。他说，用黄蜡石雕刻项链，
配上祥云、仙鹤等图案，造型精致。有的客人
会有个性化定制要求，他因此会接到一些订
单，数量虽不多，但这是一种有效的让传统技
艺走向年轻群体的方式。

为了让石雕走向青年，杜梦生也在做一些
探索。

2013年起，杜梦生在衢州职业技术学院
担任代课教师，教授石雕技艺，还在学校里成
立了工作室。

为了培养学生对石雕的兴趣，杜梦生从雕
刻玉石开始教起。

色彩鲜艳的玉石做成饰品再合适不过，学
生们的兴趣一下被带动了。“这都是学生的作
品，我让他们把玉石雕成花、爱心等形状，再串
成项链，自己戴或者送给家人均不错。”杜梦生
翻出手机里一张张照片说，他的每堂课一般有
40多名学生，大家自己动手雕刻一件作品，成
就感满满。

青年群体让杜梦生看到了希望，但每每与
同行聚在一起，他们还是会为石雕的现状和发
展前景担忧。为了有所改变，2018年，杜梦生
成立了衢州市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邀请同
行加入并集思广益，为行业发展出谋划策。目
前，协会里已有30多家企业，日常还为社会大
众普及珠宝玉石的相关知识。

杜梦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提到，“要站在
世界的角度看问题”。他非常乐意从年轻人身
上汲取新观念新审美，并将这些与石雕结合。
人物石雕、立体画石雕……都是他近些年的创
新。他认为，未来，石雕可以往私人定制方向
发展，雕刻珠宝、胸针等，让石雕以更符合现代
人审美和生活所需的方式继续传承下去。“终
究还是怀抱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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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数十年坚守

2 始终怀抱希望

有趣的石雕。 珠峰灵石。

◀杜梦生。 受访者供图

石雕与画结合。

杜梦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