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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7日，进贤县文港镇一画乐笔业有限公司，王春凤（中）正在和员工探讨产品改良的方法。她将家族的传统毛笔制作转型至油画笔、
化妆笔生产，通过跨境电商销售，年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

12 月 3 日，农历十月廿一，是进贤文港笔市赶集的
日子。晨光熹微中，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皮毛、找
笔头、选笔杆……这些商品，将通过文港人布设在全国
各地的店面销售出去。

文港毛笔制作始于 1600 多年前，文港几乎“家家出
笔工，户户会制笔”。改革开放后，文港老一辈制笔人
勇敢“下海”，他们肩挑手提、走街串户，叫卖自己的手
艺作品，以换取制笔的原材料，开启了“出门一担笔，进
门一担皮”的闯荡。

文港毛笔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周鹏程
出生在一个制笔世家，20 世纪 70 年代末，他拿着介绍
信到北京、吉林、云南等地推销毛笔。起初四处碰壁，
后来，他潜心研究每位书画大师手中毛笔的特点及他
们用笔的习惯，在坚守传统毛笔制作技艺基础上大胆
创新，将新笔再送大师们试笔，逐渐提升了文港毛笔的
质量。

20世纪 90年代，文港人吴国顺开始外出闯荡。如今，
他的儿子吴邻华在西安市东方亿象城经营着近千平方米
的文化用品商场，销售的产品也从文房四宝扩展到教学
用品等。“文港人在西安经营着 200 多家文化用品商店，
店面数量占西安市这一行业的60%左右。”11月16日，陕西
省江西商会副会长燕新华在西北轻工批发巿场对记者说，

“在这里说文港方言，一下子就能发现很多老乡，仅这个
商场就有 30多家文港人开的文具店。”

11 月 16 日，在西安古城墙边上的一栋古色古香的
建筑里，一场试笔会正在进行。来自西安的书画名家
挥毫泼墨，对国根笔庄的新笔赞不绝口。雷国根 1982
年来到西安推销毛笔，后来又精心为书画家们打造个
性化的毛笔，并创立了国根笔庄品牌。“笔墨当随时
代”，1999 年，雷亿锋接手父亲雷国根的笔庄后，进一步
改进毛笔的工艺和材料，以适合当代书写者的需求。
两代人倾心为书画爱好者打造的称手“兵器”，得到陕
西文艺界的高度认可，国根笔庄挂满了书画名家赠送
给他们的字画。“我们这里现在成了书画家举办雅集的
一个场所，画廊展示的作品也越来越丰富，这是我们与
书画家们感情的见证，也是父辈创业历史的见证。”雷亿
锋说。

“笔不到文港不齐”。如今，文港笔市已成为全国制
笔人购买材料、交流信息的行业盛会，越来越多的创业
者在这一市场寻找商机。王春凤从黑龙江嫁到文港
后，从市场上获得灵感，将传统毛笔产业扩展到画笔、
美甲笔、毛刷等品类，产品出口至 50 多个国家，年销售
额超 2000 万元。

从“闯一代”到“创二代”，文港制笔文化不断传承
延续，市场持续开拓扩张，曾经的管亳小镇已经发生了
巨大变化。2004 年，文港镇被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
制笔业协会、中国文房四宝协会联合授予“华夏笔都”称
号。目前，文港镇拥有毛笔生产企业 400余家、毛笔作坊
2000余家，现代笔业 100余家，产品涵盖毛笔、钢笔、油画
笔、化妆笔等品类。全镇从事制笔及相关文化用品产业
的人员 2.2 万余人，在外经商 1.2 万人，销售窗口 5100 多
个，销售收入近 8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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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雷国根夫妇在西安
开起了笔庄。 （资料图）

2000年的进贤县文港镇。 （资料图）20世纪80年代的文港笔市。
（资料图）

从
管
毫
小
镇
到

从
管
毫
小
镇
到
﹃﹃
华
夏
笔
都

华
夏
笔
都
﹄﹄

2023年 11月 16日，在西安碑林博物馆旁的国根笔庄，书画名家
挥毫泼墨，试用雷亿锋（左二）制作的新笔。

2023年 11月 16日，在西安市东方亿象城华欣文具专卖店，燕新华
（右一）热情地向顾客介绍产品。

2023年 12月 3日，进贤文港笔市上，笔工在与前来购买笔头的顾客
交流。

2023年11月16日，西北轻工批发巿场，文港人徐园兰在自家店里直播，
拓展线上市场。

2023年11月16日，在西安市东方亿象城，吴国顺整理来自家乡文港的
毛笔。

2023 年 11 月 16 日，
西安市东方亿象城吴国
顺商行，吴邻华和妻子正
在为顾客配货。

如今的进贤县文港镇，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化用品产业优势，实现了城镇“颜值”“品质”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