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拿起一件有锤纹的铁器，指着上面的纹理

介绍：“这些纹理是铁匠在锻造时与铁深情对

话的痕迹。每一次锤击，都赋予了铁器独特

的生命印记。”铁匠在锻造过程中的每一个动

作都遵循着一定的物理法则，同时又融入了

自己的匠心独运。

质地方面，铁器的厚重质感给人一种沉

稳笃定之感，它承载着历史的深沉分量，仿佛

在低诉着古老的传奇。陶瓷的温润质地则恰

似有生命在跃动，让人触摸时心间涌起温暖

的涟漪。这是不同材质所体现的天理特质，

而人们对不同质地器物的钟爱和抉择，则反

映了人性的多彩风姿。

胡志强坚信器物美学便是要在传统与现

代之间寻觅平衡的支点，这一平衡的追求与

理学中对天理与人欲、传统道德与时代发展

的协调理念不谋而合。传统工艺是坚实的根

基，它承载着历史文化中的天理内涵，现代审

美是繁茂的枝叶，是人性在现代社会的灵动

表达。通过将传统器物美学与现代设计巧妙

融合，如将传统铸铁元素融入现代灯具设计，

既保留了铸铁的质感和文化底蕴，又贴合现

代家居的时尚诉求，使器物化作连接往昔与

今朝的心灵桥梁，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

延续并绽放新的华彩，这其中深藏着对文化

传承和创新的深度思索。

至善

对于一本堂铁文化艺术馆入选非遗美学

空间，胡志强深知非遗传承的重大意义，这就

犹如守护一座文化的宝库。对于他来说，“守

护”是遵循先人的脚步。

胡志强所在的家族，有着深厚的文化传

承脉络，其祖上胡凤丹在文化传承历程中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胡凤丹，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饱读诗书，

勤奋好学，对经史子集均有深入钻研。他心

怀宏愿，立志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以传承和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其一生的历程

中，胡凤丹著作等身，他耗费大量心血编撰诸

多典籍，其中不乏对地方历史文化、民俗风情

的详实记录与深入解读，这些著述成为了研

究当时地域文化的珍贵资料。并且，他积极

投身教育事业，广纳学子，传道授业，将文化

的火种播撒开来，培养出众多有识之士，为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培育了新生力量。

诵着往昔的故事。在黑白的影

像里，老人粗糙的双手、专注的

神情被雕琢得入木三分。这是

胡志强对生活细微之处的“格

物”，他以相机为笔，去洞察平

凡事物中的内在之“理”，从这

些看似寻常的场景中获取对人

性、生活的深刻体悟。

“我曾在一个小镇的集市上，

目睹一位妇女背着孩子在卖菜。”

胡志强缓缓说道，眼中闪烁着熠

熠光芒，“那画面令我心弦震颤，

在黑白的色调中，孩子天真无邪

的眼神和母亲疲惫却坚定的面容

形成鲜明对照，那一刻我触摸到

了生活的厚重。”他的黑白摄影，

绝非单纯的记录，更是对生活苦

乐的深沉思索。

行

在胡志强的认知里，器物是

历史的默默诉说者，是文化的有

形载体，而器物之美彰显了天理

与人性的完美融合。

他提及某次在博物馆邂逅一

件古老的铸铁香炉，炉身上精美

的花纹穿越悠悠岁月依然清晰可

辨。“那些花纹绝非简单的装点，

它们是工匠对美和信仰的深情倾

诉。”

器物的纹理是时间遗落的神

秘密码，蕴含着深邃韵味。胡志

“一曲溪边上钓鱼，幔亭峰影蘸晴川”，出自朱熹《九曲棹歌》。它写出了人和天地的情境与诗境。

人的一生会走过很多风景，看见与看不见取决于我们的内心。所处之大同世界，所见之不同世界，架构了不一样的人生。

胡志强：幔亭峰影蘸晴川

访谈访谈 2024年12月05日 星期四
编辑：贾 露 / 美编：张丽霞
2024年12月05日 星期四
编辑：贾 露 / 美编：张丽霞 14

JIANGNAN
TOURISM
WEEKLY

◎ 记者 王 珏 摄影 胡志强

雨天。

雨水顺着雨链从屋檐落下，拉开天井的

氤氲，带起缸中的水花，水面上的莲叶轻颤

⋯⋯

或许，就是这样的瞬间，江南，从诗意中

显现。

这里是一本堂铁文化艺术馆，日前，它

被选入浙江省第一批非遗美学空间。

胡志强是一本堂的创始人。

对于他来说，美学是知与行的探索与追

寻。

知

胡志强与摄影的邂逅，萌生于生命的早

春。在乡村成长的他，被大自然的旖旎和质

朴生活的温煦所环抱。那片土地上的一草

一木、人们辛勤耕耘的身姿，皆化作他日后

摄影创作的灵感源流。大学期间汉语言文

学专业的研习，滋养了他细腻的情思和对文

字表达的敏锐触感，而在中国美院的进修，

则如同熊熊火炬，进一步点燃了他对艺术的

炽热之情。

历经政府机关略显平淡的工作岁月，

胡志强决然投身商海的波澜。商旅生涯虽

荆棘满布，却也为他开启了窥探世界的全

新视角。摄影，成为他于忙碌生活中与内

心深处对话的诗意桥梁。他尤为倾心于黑

白摄影，只因在他的心间，黑白乃是一种极

致的倾诉，此间深藏着“格物致知”的理学

真谛。

黑白摄影于胡志强而言，恰似剥去繁

华外衣后的本真世界。他透过镜头去“格”

世间万物之“理”，探寻生活的纯粹内核。

他忆起拍摄市井小民的那些瞬间，那些画

面仿若就在眼前绽放。街头一位老人在温

暖的阳光下眯着眼修补鞋子，他脸上的皱

纹恰似岁月镌刻的深邃诗行，每一道都吟

胡志强一直心怀敬仰，积极

建议建设胡凤丹纪念馆，他期望

通过这样一个文化空间，将胡凤

丹的文化功绩与精神财富更好

地传承与弘扬。在筹备胡凤丹

纪念馆的过程中，胡志强全身心

投入。他四处奔走搜集与胡凤

丹相关的各类资料与文物，从古

老的家族藏书到民间流传的轶

事记载，每一份材料都被他视作

珍宝。他与文化学者深入探讨

纪念馆的规划布局，从建筑风格

的确定到展陈空间的设计，都力

求完美呈现胡凤丹的生平事迹

与文化贡献。

“守护”，更是传承胡凤丹的

精神。

胡志强对一本堂内铁制品

所承载的传统工艺怀有深厚的

情感与崇高的敬意。“每一件铁

制品的制作工艺都是先辈们代

代相传的智慧结晶。”胡志强

说。从选材伊始，先辈们凭借丰

富的经验和对材料特性的熟稔

了解，精心挑选最为适宜的铁

料，这是基于对自然规律的深刻

认知与实践。锻造过程中，火候

的精准把控、锤击的节奏和力

度，皆是一门门高深莫测的学

问。胡志强积极投身于传统工

艺的记录和整理工作，与老工匠

们促膝交流，将他们的经验和技

巧以文字、影像等形式悉心保

存，深入探寻传统工艺背后的知

识宝藏和文化价值真谛。

然而，胡志强亦明晰，非遗

不能仅仅沉醉于过往的辉煌荣

光，唯有创新方能拥抱未来。在

一本堂铁文化艺术馆中，创新在

多个维度绽放光彩。在展示空

间的精心设计上，巧妙运用现代

灯光技术，依据不同的铁制品特

色，营造出别具一格的光影效

果。

在产品创新方面，胡志强激

励团队研发与现代生活紧密相

连的铁制品。例如，设计出小巧

玲珑且精致典雅的铁制文具，将

传统的铸铁工艺与现代的简约

设计巧妙融合，既实用又蕴含深

厚的文化韵味。

胡志强在非遗空间的传承

与创新实践中，不断思索着文化

在不同时代的角色定位和价值

取向。他坚信非遗绝非仅仅是

历史的遗留珍宝，更是当代社会

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通过传

承传统工艺，我们能够坚守民族

文化的根基；通过创新，我们能

够让非遗在现代社会中寻觅到

新的生长契机，与人们的生活紧

密相依。这是一种对文化发展

的积极探索，也是对人类文明延

续的深邃思考，而这种思考与实

践正是扎根于血脉中的“守护”，

引领着他在非遗领域的文化使

命与宏伟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