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解决越冬队员的蔬菜供应问题， 极地研究中心在长城站建起了温室， 由每

一批的队医负责， 在此种青菜、 生菜等蔬菜， 等到补给的蔬菜 “青黄不接” 之

时， 这些自种的菜便能发挥大作用。 图为队医甘迪在温室里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王星摄

■本报记者 王星

金银细工
沈国兴， 上海市工艺

美术大师， 上海老凤祥有
限公司金银摆件大件组生
产组长， 中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老凤祥 “金银细工 ”
第六代传承人。

我国的金银器制作工
艺起源于商周， 迄今已有
3000 多年历史 。 金银细
工， 就是以黄金 、 铂金 、
白银等贵金属及各种天然
名贵宝石为原料， 经过设
计、 造型和工艺加工制作
而成的、 兼具观赏和实用
功能的金属手工艺品。

左图： 沈国兴在用自

制的工具精心制作纯金工

艺品。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当代践行者。 “中国共产
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 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
党。 ” 从1848到2018，从马克思经典著作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条为人类谋福祉、为世界求大同的主线，
贯穿始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将使中国共产党发展
壮大，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蓬勃生机，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
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核心观点

从《共产党宣言》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义桅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

洲游荡。 ”1848 年 2 月，标志着马克思主

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出版。170 年来，
这部著作所蕴含的思想光芒穿越时空，
成为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标志性文献之一。

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中汲
取信仰的力量

《共产党宣言 》 是马克思主义站

在西方文明山巅， 继承了 19 世纪德国

古典哲学 、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

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成果 。 它第一

次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 指出共

产主义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

流 。 这在当时如一声惊雷 ， 为全世界

的无产者送去了希望、 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陈望道

当年首译中文版 《共产党宣言 》 过程

中的一段佳话 。 那是一则 “真理有点

甜 ” 的故事 ： 红糖蘸粽子是义乌春节

传统食物 。 一日 ， 母亲张翠姐送完餐

后 ， 在屋外喊 ： “红糖够不够 ， 要不

要我再给你添些？” 正忙着翻译的陈望

道 应 声 答 道 ： “够 甜 ， 够 甜 了 ！ ” 谁

知 ， 当母亲进来收拾碗筷时 ， 却发现

陈望道的嘴角满是墨汁 ， 红糖一点儿

没动 。 母子二人相视大笑 。 陈望道粽

子蘸墨汁还连声说甜的 “糗事”， 让信

仰有了滋味。
《共 产 党 宣 言 》 问 世 以 来 的 170

年历史证明 ， 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

国情相结合 ， 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

力 、 创造力和感召力 。 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 ， 就是一

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

相结合，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 。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 ， 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 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 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上的主旨讲话 ， 诠释了中国共产

党 “立 党 为 公 ， 执 政 为 民 ” 的 宗 旨 。
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建立新

型政党关系 ， 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

最大政党和五千年中华文明传承者的

天下担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美好世界

众所周知 ， 现代政党政治起源于

西 方 ， 而 西 方 文 明 是 “分 ” 的 哲 学 。
“分” 带来竞争、 创新， 以个体进步推

动了社会进步，但这种个体进步也会导

致整体利益受损 。 利益 、 思维越分越

细 ， 导致政治碎片化 、 社会极化 ， 助

长了民粹主义 、 极端主义的兴起……
近年来 ， 西方政党诚信严重下滑 ， 政

治文明受到挑战 ， 便是此故 。 这种情

况下 ， 人类向何处去 ？ 人类政治文明

前景如何？
世界纷纷向东看。
中国共产党汲取五千年中华文化

大同思想精华 ， 继承马克思主义自由

人联合体思想 ， 借鉴西方政治文明共

同体经验 ， 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 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共同

建设美好世界 ： 政党的责任 ” 为主题

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
呼 吁 世 界 政 党 以 人 类 超 越 选 民 关 注 ，
以命运超越政权追求 ， 以共同体超越

选举思维 ， 开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

的有机统一新局面 。 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 充分

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政

治远见 ， 堪称政党外交和政治文明的

伟大创举。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迈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 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 必须推动构建新型政党

关系 、 新型全球化 、 新型全球治理模

式。 “一带一路” 倡议就是主要抓手。
这一倡议以政策、 设施、 贸易、 资金、
民心的互联互通 ， 以陆海统筹 、 内外

统筹 、 政经统筹 ， 改变了广大发展中

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 ， 不仅拓宽了发

展格局 ， 还实现了对接沿线国家发展

战略的新跨越 ； 通过共同打造绿色丝

绸之路 、 健康丝绸之路 、 智力丝绸之

路 、 和平丝绸之路 ， 抓住了发展这个

最大公约数 ， 不仅造福中国人民 ， 更

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 “一带一路 ” 建

设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 ， 充分彰显出

中国共产党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自信与自觉。
中国共产党是 《共产党宣言 》精神

的当代践行者。 “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

而奋斗的党。 ” 从 1848 到 2018，从马克

思经典著作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一条为人类谋福祉、为

世界求大同的主线，贯穿始终！ 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将使中国共产

党发展壮大，使马克思主义焕发出蓬勃

生机，同时也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

智慧和中国方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

研究所所长)

沈国兴：在“敲打”中传承千年巧思
金银富贵，雕錾繁琐，几万下敲打有时只能打磨出一片叶子———

天赋、悟性、刻苦勤劳……事实上，
真正能支撑你在工作中出类拔萃的，唯

有源自内心的那份深沉的爱。
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洒在沈国兴

三尺工作台上 ，安放在胶球上 、正在制

作中的金饰摆件在光线映衬下熠熠生

辉。 身着粗蓝布工作服，手拿錾刻工具，
沈国兴喝了口水 ， 把身旁的小音箱一

开，就着轻柔的乐曲说：“开始吧。 ”
这个三尺工作台，沈国兴一待就是

30 年。这张边角木纹都被磨去的工作台

上，沈国兴锻造打磨出了无数件金银摆

件。 这些大大小小的定制摆件，多数被

人收作纪念、馈赠、收藏、鉴赏。
与很多手工艺人不同 ， 沈国兴从

未过问自己作品的价格 ， 令他终日潜

心 的 是 怎 样 让 手 中 的 器 物 更 细 致 些 、
完美些 。 但沈国兴将自己安放得 “随

意 ” ———简朴不过的衣着 ， 一 大 箱 跟

随自己 30 年的自制工具， 与学徒无差

的工作环境 ， 就连工作台旁唯一用来

调剂沉闷的小鱼缸 ， 都是学徒主动搬

来与他 “共享” 的。
唯有一样，在他心头重千钧：“这是

门值得敬畏的技艺，师傅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我，我有责任好好传承下去。 ”

30 年乐在其中， 自制百
余把錾刻工具

沈国兴的工具箱中有把一手长的

细巧铁榔头，这把有着精细木柄的榔头

是沈国兴当学徒时自制的，叮叮咚咚敲

打了 30 年，几乎每天都要敲打几万下。
雕錾金银是一项很枯燥的活儿，一手拿

小榔头、一手拿錾子，敲敲打打间，要在

平面的金属料上留下凹凸有致、行云流

水的图纹。 有时，一天时间只够敲打好

一片叶子。

沈国兴的案头有一份护法杯器的

设计案稿。 客人拿来了器形样图，要求

在器件身上添加入更多中国传统花纹

和元素。 沈国兴按照一比一的比例，设

计了案稿 ，环绕器件周身的 “八宝八吉

祥”图案 ，以及用于汉族传统陶瓷装饰

的“宝相花纹 ”，令客人当即点头赞许 。
而这件高 28 厘米的纯金器件， 至少要

花三个月才能打造完成。
借由该器件， 沈国兴边做边说，还

原了一个金银摆件的大致制作流程和

工序。
首先是设计，而后造型。 造型这一

步骤比较繁杂 ，首先用油泥塑形 ，而后

翻石膏模 ，再翻锡膜 、敲制出铜膜进行

修整，修整过后，再度翻制锡膜。

而后 ，用金银片料压模 ，去料并进

行焊接成形。 之后，向金银器内部注胶，
方便进行表面修整錾刻。 通过精心錾刻

并修整结束 、去胶 ，然后焊接组装各个

部件。
此后 ，在器件身上焊齿口 ，并进行

拋镀，最后整形和镶嵌宝玉石。
外 行 眼 里 枯 燥 无 比 的 敲 敲 打 打 ，

到 了 沈 国 兴 手 里 却 变 得 妙 趣 横 生 。
“如果你喜欢这份工作， 就一定会找到

乐趣。” 他说， 光是錾刻这项技艺， 依

靠不同的錾刀和手法 ， 就能在金银料

表面上錾出鱼籽纹 、 皮纹等不同肌理

和质感。
说到兴起，沈国兴从抽屉里拿出整

整三盒刻头粗细不一的铁制小錾刀，足

有百余把。 这些，都是他多年来依据不

同纹样需求而自制的最顺手的工具。
作为“吃瓜学徒”，记者试着拿起錾

刀和小榔头，在一块铜模表面上试着錾

刻云纹。 沈国兴这样从旁指点：榔头敲

的力度、节奏要均匀 ，拿錾刀的手紧贴

模面，而指腹要推着錾刀按头脑中的纹

样来走……就算是一段笔直的纹线，生

手做来，还是感觉异常艰难。

匠心，讲究的是一份巧妙心思

对 于 “手 作 ”的 喜 好 ，沈 国 兴 说 是

“天生天养”———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兄

弟姐妹中也唯独他钟情于此。 很小的时

候， 沈国兴就为自己做过一把玩具枪。
自此，再没停止过……

即便如今，终日的敲敲打打也丝毫

没有折损他内心的热情。妻子生日，他会

亲手设计、 制作一根项链； 朋友孩子满

月，他也创制出一个镂空的胎毛盒饰品。
他说， 金银细工绝不是 “依样画葫

芦”，将图纸“转译”成现实作品的过程，
往往会遇上无数难题， 需要在反复敲打

和琢磨中不断探寻、 修正实现设计初衷

的路径。 “依样画葫芦，只能让作品过于

匠气。 而匠心，讲究的是一份巧妙心思。 ”
数年前 ，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批

1000 多年前的辽代金质文物要送到国

外展出，由于年代久远 ，出土时文物瘪

损情况比较严重， 不修复就无法展出。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前来求助，并再三强

调，这是国家二级文物 ，不能有任何闪

失，必须“修旧如旧”。 他们首批带来了

一件辽代花瓶、一件辽代扁壶。 两件文

物瘪损十分厉害， 金壁厚度不足 0.2 毫

米。 如果修复中用上简单的低温焊接，
就会破坏文物色泽。 同时，这两件文物

本身瓶口小 ，瓶颈狭长 ，普通工具根本

无法伸进去。
高难度的挑战激发了沈国兴的热

情。 他花了两周时间，研发出一个“机械

臂”。 这个机械臂的头部形状类似于鞋

楦，主体部分还附着绳线供牵引。这个小

巧的 “神器” 直接从瓶口伸入到文物内

部，再通过附着的绳线操作，结合金银细

工中的弹压工艺， 慢慢将瘪进去的部分

一点一点拱出来，直至恢复原样。

将心注入，匠人的看家本
事不能丢

三尺操作台的一个抽屉内，放满了

眼镜。 很少有人知道，沈国兴的眼睛有

比较严重的散光。
经年累月 ， 在光线下操作金银雕

錾，金属表面反射来的光线 ，对他的眼

睛也有着损伤。 这数十副不同度数的眼

镜，正是这位匠人在岁月中踏下的坚实

印迹。
30 年前，沈国兴从职校金银饰品班

毕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了当时技术

能力最强的老凤祥大件组，成了金银细

工技艺的第六代传人。
30 年间，同辈的师兄弟中有不少下

了海、 出了国， 但他却笃定留了下来。
“这里让我有透气的时间， 能边做边思

考学习，安安心心将手头每件作品呈现

到完美。 ”他在意的是这一点。
这些年 ， 沈国兴在工作间歇自修

了 夜 大 课 程 ， 研 读 了 实 用 美 术 专 业 ，
也乐于将自己的技艺和感悟毫无保留

地传承教授给年轻一代 ； 他也很少再

去 “博荣誉”， 执意 “要把更多机会让

给年轻人”。
现代工艺日新月异，如今沈国兴喜

欢四处参观艺术展览， 从中获取灵感。
他说，前几年时兴的银雕画 ，就是运用

新设备、新技术，结合传统手工艺，大大

降低了制作成本。 现在，激光定位焊接、
3D 打印蜡膜技术也开始运用进来，“这

些技术与传统技艺的结合都在磨合中，
但匠人的看家本事———将心注入，千万

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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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医生南极站兼职做“菜农”
南纬 62 度 12 分，西经 58 度 57 分，

这里是南极中国长城站，距离上海 16559
公里。 来自上海市东方医院的外科医生

甘迪，作为队医，和在此度夏越冬的 30
多 位 中 国 第 34 次 南 极 科 考 队 队 员 一

起，共同过了一个难忘的年。 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上午， 记者在南极乔治王岛登

陆长城站，聆听属于这些科考队员的春

节故事。

看不了春晚，自己办“春晚”
北京时间 2 月 15 日除夕夜， 当央

视春晚的画面出现在国内每家每户的

电视荧屏上时，身处南极的甘迪和他的

同伴们，才迎来属于他们的朝阳。 大伙

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几乎都是给远在

地球另一端的亲人们打个电话，一解不

能团圆的相思苦，甘迪也不例外。 “你们

放心，我们这里很热闹，你们在看春晚，
我们一会也要办‘春晚’了。 ”他在电话

中所说的“春晚 ”，其实是留守的 30 多

个队员自导自演的一台联欢会。 而他们

要想看上央视的春晚，还得等到第二天

用仅 4 兆带宽的网络下载两天才可以。
一番大扫除过后，崭新的大红色窗

花、灯笼、中国结，已被布置到了室内的

各个醒目位置。 来自国家海洋局南海分

局的王志良年纪轻轻 ， 做得一手好灯

笼。 海洋一所的王能飞则哼唱着即将给

大伙表演的歌曲《朋友》。 当地时间下午

3 点半，属于长城站自己的“春晚”在综

合楼内准时开演。
客串主持人的吴博霖，来自青岛的

电子科技 22 所。 他说，这些节目大多是

大伙的即兴表演，哪怕只是一些简单的

互动游戏， 所有人也都参与得有滋有

味，因为对他们而言，能够在农历新年

收获这样一份难得的热闹，才是彼此最

为看中且珍惜的。 联欢过后，是集体包

饺子，吃团圆饭。 已在长城站工作一年

多的厨师万建强，又一次祭出了自己的

拿手菜，犒劳这批同甘共苦的“战友”。
年初一，一场迎新春科普知识讲座

在长城站内举行。 考察站的科学家们，
此时纷纷亮出“绝活”。 中科院植物研究

所的姚轶锋，详尽地分析了南极洲从森

林到苔原的蜕变。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

的魏鑫丽，则给大家普及了有关地衣的

知识点。 与此同时，度夏水暖工张凯和

机械师王荣辉已经开始了对站内科考

设备的新一轮检修。
年初三，由于天气情况恶劣 ，原计

划搭乘智利军机撤离南极的度夏队员，
没能等来飞机的降落。 倒是满载中国游

客的登陆艇一艘艘驶来，给长城站所在

的乔治王岛，带来了久违的人气。
年初五 ， 长城站的综合楼里再度

热闹起来。 原来 ， 当天是长城站建成

33 周年纪念日。 已多次赴南极工作的

站长孙云龙， 照例邀请了乔治王岛上

的 “邻居”———其他国家的科考队来做

客，一同为长城站庆生。

保障是难题，补给囤一年

来自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的管理员

黄飞说，身为长城站的越冬队员 ，他们

从 12 月起要在此待上整整一年， 其间

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长城站的稳定、正

常运作， 为科考工作的开展保驾护航。
而在这一年间 ， 他们所面临最大的困

难，恐怕就是后期保障物资的匮乏：“站

里的补给，基本上一囤就是一年。 现在

吃的很多食品，都是去年六七月就在国

内采购然后运来的，这些食品大多数的

保质期也就在一年左右，如果要从邻近

的智利采购，昂贵的运输费用甚至远远

高过了食品本身。 所以很多时候，即便

是过期食品我们也只能照吃不误。 ”
无奈之下，一批又一批的队员也在

动足脑筋想办法。 甘迪带着记者参观了

长城站里唯一的温室。4 年前，极地研究

中心为解决越冬队员蔬菜供应问题，为

长城站建起了温室，由每一批的队医负

责，在此种上青菜、生菜等蔬菜，等到补

给的蔬菜“青黄不接”之时，这些自己种

的菜便能发挥大作用。
不久后，属于南极洲短暂的夏天就

会结束， 乔治王岛也将迎来漫长的黑

夜。 每逢南半球冬至，便是整个南极洲

最盛大的节日———仲冬节。 甘迪说，他

的新年愿望是，希望自己种的果蔬能够

在今年南极的冬天来临时，给身处乔治

王岛的越冬队员增添一分新鲜的口感。
（本报南极乔治王岛 2 月 22 日专电）

承载着中华民族这份数

千 年 来 异 常 珍 视 的 喜 乐 吉

祥 的 ， 必 定 是 那 些 暖 过 我

们 掌 心 ， 抑 或 是 反 复 咀 嚼

嘴边的各类年物———不管是

吃的、 用的、 观赏的、 把玩

的， 智慧的华夏儿女对美好

事物的一切期许都在这些年

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丰衣

足 食 ， 富 贵 兴 旺 ， 健 康 平

安， 和谐美满， 国泰民安 。
只是你可曾想， 这份喜乐吉

祥的背后， 是谁在打磨， 又

是谁在传承？
我们特意策划推出 “匠

心·跟着大师当学徒” 特辑，
让记者跟随那些潜心传递千

年美好的工匠大师们， 亲手

触摸中华文化喜乐吉祥背后

的心血和功夫。

———编者

■匠心·跟着大师当学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