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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百工献艺庆百年——河南非

遗讲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故事”展览活
动评选结果揭晓，来自我市的剪纸艺术

家陈明杰的作品《光辉时刻》获得全省唯
一特等奖。这幅作品以开国大典为主题，
定格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
来了”的伟大时刻。技法娴熟、大气磅
礴，再现了开国大典庄严隆重的历史场
景。

陈明杰现任教于漯河职业技术学院
艺术设计系。2005 年，他在漯河职业
技 术 学 院 求 学 时 与 剪 纸 结 缘 。 2014
年，陈明杰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建立
现代剪纸工作室。在剪纸艺术领域奋
斗十几年，陈明杰始终认为“坚持创
新才是最好的传承”。近年来，他专心
研究多元化的剪纸技术，首创以不同
的颜色及层次将剪纸立体化的技法，
通过颜色的对比和强烈的层次感令剪
纸更写实。

陈明杰的剪纸作品有上万幅，其中多
层剪纸达90多幅，《清明上河图》《百骏
图》《大国总理》等作品曾在香港、上海、
福州等地展出，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不少作品被相关单位收藏。他同时被香港
《大公报》、光明网、人民网等媒体冠以
“全国最年轻的剪纸艺术家”“全国年轻剪
纸新秀”等称号。

谈及这幅作品，陈明杰表示，这是他
在2019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而创
作的。本次参展之前，他在色彩、尺寸等
方面进行了一些细化和调整。作品画幅长
约7.6米、高1.9米，耗时300多天创作完
成。画面以牡丹、烟花为点缀，粘贴部件
有3500多个，最厚的部位套色叠加达32
层。城楼上的雕梁画栋、菱花隔扇门立体
感十足，每一位领导人的刻画也非常生
动，形神兼备。左边雄伟的华表使构图变
得活跃，上方天空的烟花造型不仅让画面
饱满，还与城楼下方一排雍容华贵的牡丹
相呼应。整件作品刀工精美，立体感特别
强。

“这件作品结构复杂，很多零部件特
别小。比如一片梁柱上的和玺彩画纹
样长度只有 4厘米，却要在上面雕刻一
条龙和一些花纹，需要几十刀才能完
成。而这样的部件需要几百个。雕刻最
细微的部分只有 1毫米宽，稍不留神就
会刻断，断了只能重新来。”陈明杰说，
荣誉的获得是前进的动力。他将继续努
力，创作出更多与时俱进、反映美好生
活的作品，使传统剪纸艺术得到更好的
传承和发扬。

巨幅剪纸作品 再现“光辉时刻”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近
日，文化和旅游部进行第五次
全国文化馆评估定级，在其公
布的上等级文化馆名单中，我
市文化馆被评为国家一级文化
馆。

文旅部对全国所有县级以
上的文化馆每四年进行一次评
估定级，从馆舍面积、数字化
服务能力、业务建设、服务效
能、改革创新、表彰奖励等方
面考察文化馆的综合能力。

2017年，市文化馆新馆建
成投用，环境优美，设施齐

全，成为我市集艺术创作、培
训、展示、辅导和咨询为一体
的市民文化艺术中心，常年承
担着我市全民艺术普及、文艺
活动开展、文艺团队培训、群
众文化创作、非遗挖掘保护、
对外文化交流等一系列工作。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认真
贯彻国家、省、市公共文化服
务高质量发展意见，不断探索
公共文化服务新途径，提高艺
术创作水平，创建特色群众文
化活动品牌，推动全市公共文
化高质量发展。

市文化馆获评国家一级馆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1
月16日，记者从市民间文艺家
协会了解到，在我省“百工献
艺庆百年——河南非遗讲述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故事”展览活
动中，我市多项非遗作品获大
奖。

据了解，“百工献艺庆百
年——河南非遗讲述的中国
共产党历史故事”展览活动
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联合全省文化馆、非
遗保护中心、河南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河南省文化艺术研
究院等单位主办，旨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引导
河南非遗传承人、从业者、爱
好者，把学习党史和非遗保
护传承实践相结合，传承红
色基因，共同谱写新的历史

篇章。此次活动作品涵盖年
画、陶瓷、剪纸、麦秆画、烙
画、农民画、玉雕、水晶雕、
木雕、金属浮雕、面塑、泥
塑 、 刺 绣 、 皮 影 等 众 多 类
别，经主办方集体组织全省非
遗研究、民间艺术创作及相关
领域专家严格评审，评出了各
个奖项。

我市陈明杰的民间剪纸作
品《光辉时刻》获得唯一特等
奖，梁俊锋的木雕作品《毛主
席走遍全中国》、王敬民的木雕
作品 《三牛赞》 获得一等奖，
吕东宁的泥塑作品《一个苹果
的故事》获得二等奖，王晓敏
的剪纸作品《南湖红船》获得
三等奖。另外，漯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荣获集体组
织奖。

我市多项非遗作品获大奖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网络直播技术的出现，大大拓展了

文化艺术的传播边界，其特有的真实
感、代入感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创新提
供了广阔空间。乘着这股东风，传统戏
曲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契机。来自我市
豫剧团的“90后”小夫妻贾传敬和郭婷
婷每天直播唱戏，将直播间开辟为传承
豫剧文化的新舞台，两年来收获了50
多万粉丝，不仅实现了自我价值，也让
来自天南海北的观众走近豫剧、了解豫
剧。

今年 32 岁的贾传敬是山东聊城
人。谈及如何走上豫剧演唱之路，他
说：“我父母都是唱山东梆子的，从小
耳濡目染，我对戏曲非常喜爱。9岁那
年父母送我到濮阳市一家豫剧学校学
习，就这样开始了豫剧演唱之路。”
2000 年，贾传敬考入河南省艺术学
校，开始系统地学习豫剧。2008 年，
他考入漯河市豫剧团。当年，和他一起
考入市豫剧团的还有一名叫郭婷婷的女
孩。两个年轻人在剧团相识、相恋，

2016年步入婚姻殿堂。这期间，他们
一直在剧团演出，虽然每天都很忙碌，
但因为热爱戏剧事业，生活充实且幸
福。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无法外出表演的贾传敬和郭婷婷只能暂
别舞台。这让他们觉得十分不适应。那
时，网络直播兴起，贾传敬无意中接触
了直播平台，看到很多主播的观众量惊
人。“如果在互联网上直播唱豫剧，既
能发挥自己的特长，又能传承豫剧文
化，不是两全其美吗？”贾传敬说，当
时他和爱人商量后就开始注册账号、
购买设备、学习直播流程。很快他们
进行了第一次试播，在镜头前演唱豫
剧经典选段、讲解豫剧背后的历史故
事，两个多小时吸引了万余名网友观
看。

“没想到网络平台上有这么多人关
注戏曲。第一次直播反响很好，我们感
到很开心。”贾传敬说，直播能打破空
间限制，让地方戏曲进入全国甚至全世
界民众的视野。平时只要没有演出，他

们就会坚持晚饭后直播两个多小时，也
经常将豫剧经典选段、练功场景等制作
成视频上传到平台上。为更好地宣传豫
剧，每次直播前，贾传敬和郭婷婷都会
收集很多豫剧知识和历史故事，同网友
分享。

一张桌子、一台音箱、一部手机，
在贾传敬家的一间小书房里，这些简单
的设备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在这里，
两年来他们直播了500多场，唱过五六
十个豫剧片段，收获了50多万粉丝。其
中，《三哭殿》《洼洼地里好庄稼》《三娘
教子》等深受网友喜爱的唱段播放量高
达数千万。

“网络直播为年轻人走近戏曲文化
打开了一扇门，而要让年轻人成为戏曲
文化的‘铁粉’，还要靠主播演唱的艺
术魅力。下一步，我们将向前辈学习，
努力提升自己的艺术修养和表演水平，
用精彩的演唱在直播中打动人、吸引
人。”贾传敬说，他们将利用好网络平
台，让更多的人了解豫剧，传承传统戏
曲文化。

夫妻直播唱戏 唱“活”戏曲文化

近日，北京冬奥会体育图标正式亮
相，精妙的设计彰显着中国文化、中国精
神、中国速度，蕴含了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内涵。让我们一起来看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的会徽和图标里的那些中国文化元
素。

“小红人”灵感来源于汉字

在印章的方寸之间，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体育图标将中国文化载体汉字与篆
刻艺术顶峰“汉印”完美结合。30个来自
汉朝的神秘“小红人”构成了冬奥会史上
首个动态体育图标，演绎出冬季运动最优
美、最成功的瞬间。

北京冬奥会共有24个体育图标，冬残
奥会共有6个体育图标，每枚图标代表一
个体育项目。这些“小红人”与北京2008
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遥相呼应，将现
身冬奥场馆、特许产品、交通工具、城市
景观当中，成为冬奥“代言人”，更掀起冬
奥“新国潮”。

30个“小红人”以一种时下流行的超
感动图形式将抽象的体育项目演绎为精彩
的运动瞬间，同时配合背景音乐的节奏，
达到了“燃”的效果。“我们就是要让传统
印章变得年轻、有活力，让年轻人看到这
样古老的东西也会以这种超感的形式出
现。”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形象景观艺
术总监林存真说。

冬奥会体育图标以中国汉字为灵感来
源、以篆刻艺术为主要呈现形式，将冬季
运动元素与中国传统文化巧妙结合，既展
现出冬季运动挑战自我、追求卓越的特

点，也凝聚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厚重与精深，又一次
为奥林匹克运动贡献了

“中国文化符号”。

“冬梦”彰显
书法文化底蕴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会 徽 “ 冬 梦 ” 以 汉 字

“冬”为灵感来源，运用
中国书法的艺术形态，将
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与国
际化的现代风格融为一
体，呈现出新时代的中国新形象、新梦想。

会徽图形上半部分展现滑冰运动员的
造型，下半部分表现滑雪运动员的英姿；
中间舞动的线条流畅且充满韵律，代表举
办地起伏的山峦、赛场、冰雪滑道和节日
飘舞的丝带，为会徽增添了节日喜庆的视
觉感受。

会徽色彩以蓝色为主色调，寓意梦想
与未来以及冰雪的明亮纯洁。红黄两色源
自中国国旗，代表运动的激情、青春与活
力。在“BEIJING 2022”字体的形态上
汲取了中国书法与丝带的特点，增强了字
体的文化内涵和表现力，也体现了会徽图
形的整体感和统一性。

中国花样滑冰国家队总教练赵宏博认
为，会徽代表了一个时代和一届奥运会的
精髓。“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代表了中
国的传统文化，书法则是中国文化最经典
的诠释。这样的色彩搭配，让北京冬奥会
和冬残奥会两个会徽相呼应。”

“飞跃”尽显运动员风采

北京冬残奥会的会徽命名为“飞跃”，
把汉字“飞”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滑
行、冲向胜利的运动员形象。会徽上半部
分线条刚劲曲折，下半部分柔美圆润，寓
意运动员经过顽强拼搏、历经坎坷最终达
到目标，定格了运动员超越自身、激励世
界的体育精神，同时也形象地表达了轮椅
等残奥运动员的特殊器械。

会徽图形整体充满了昂扬向上的激
情、奋进飞跃的动感，色彩丰富，构图完
美，象征运动员以坚强意志作为精神的翅
膀，在冬残奥赛场上放飞青春的梦想。

在北京冬残奥会会徽发布仪式上，国
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通过视频
表示了祝贺。他说：“北京冬残奥会会徽是
一个蕴含着残奥会精神的标志，也是中国
文化的象征。” 据《重庆日报》

满满中国风

北京冬奥会背后的文化元素

■本报记者 杨 旭 王 培
一个村庄、一座古桥、一

段美丽的传说。在舞阳县吴城
镇仙桥村有一座古桥——仙女
桥。它不仅凝聚着古代劳动人
民的聪明才智，还有着美丽动
人的传说。它静静地横卧在小
河之上，历经数百年风雨沧
桑。

近日，记者来到仙桥村，
在村民的指引下，沿着村庄道
路向南走，没过多久仙女桥便
进入视野。让记者略感意外的
是，仙女桥是一座由数根石柱
和数块石板搭建的石桥，看上
去很不起眼。

据舞阳县文化部门提供的
资料显示，仙女桥始建于明
朝，后在清朝乾隆年间重修，
是一座跨梁式古桥。桥长 6.8
米、宽2.8米，孔宽2.75米、高
1.05米。在一排5个的圆形石
柱上，横铺着厚30厘米的石板
桥面。为了加强桥身的稳固
性，工匠们还在桥面开凿凹
槽，浇筑铁水。

关于这座桥，在当地村民
中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说很久以前在仙桥村东
南有一条小河，河上有座小
桥。桥头住着一对夫妻，丈夫
是教书先生，多才多艺，吹拉
弹唱样样精通，妻子则能歌善
舞。后来，夫妻俩生了一对双
胞胎女儿，貌若天仙，聪明
伶俐，很受父母和街坊邻居
喜爱。数年后，两个女儿长
大 成 人 ， 遗 传 了 父 母 的 天
赋，能演奏一首首美妙的音
乐。

一个傍晚，姐妹二人在河
边小桥上手握横笛为乘凉的众
乡亲吹奏了一曲又一曲动听的

音乐。这时，天空中出现七
位美丽的仙女手拿琵琶、笙
箫，与姐妹俩协奏。这件事
很快便传开了，村民们都认
为是姐妹俩的美妙乐音传至
天庭引来仙女欣赏。后人便
将 这 座 小 桥 起 名 “ 仙 女
桥”。

在桥边，记者采访了路过
此处的八旬老人李瑞。他告诉
记者，仙女桥东西两侧原本镶
嵌着栩栩如生的龙头，如今早
已不见踪影，石板上雕刻的精
美图案经过岁月的侵蚀早已被
磨平。桥旁边原本还有一座记
载仙女桥来历的石碑，但石碑
被村民用来掩盖一口枯井，后
掉入井底，枯井也早已被掩
埋。“你看石板上的坑，老一辈
人说那是仙女留下的脚印。”李
瑞老人说。

桥下的河流被村民称为护
寨河。据说当时寨子里的人为
抵御土匪入侵挖土筑墙，挖出
的沟壑就形成了护寨河。护寨
河北边是村庄，南边是一望无
际的田野。仙女桥曾是连接河
两岸的唯一通道，村民几乎每
天都要经过。

如今，仙女桥不仅不复当
年风采，功能也已被新桥取
代，但仍吸引不少人慕名而
来。“几天前还有人问我仙女桥
在哪儿。”村民朱欣说。

仙桥村因仙女桥得名，这
座桥在村民心中颇有分量。面
对仙女桥破败的现实，一些村
民提议修复，毕竟是村庄的
文化地标。“希望能看到仙女
桥恢复原貌。这样我们就可
以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们村
有一座美丽的古桥。”村民陈
凤兰说。

仙桥村有座仙女桥

陈明杰介绍他的巨幅剪纸作品《光辉时刻》。（资料图片由陈明杰提供）

贾传敬、郭婷婷夫妇在直播。

北京2022冬残奥会会徽北京2022冬奥会会徽

相关链接

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北京冬奥
会主题口号发出的声音是汇聚、共享、未来。“一起
（Together）”展现了人类在面对困境时的坚强姿态，指
明了战胜困难、开创未来的成功之道。“向未来（for a
Shared Future）”表达了人类对美好明天的憧憬，传递

了信心和希望。“一起向未来（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既是态度又是倡议，更是行动方案，倡导追求
团结、和平、进步、包容的共同目标，是“更快、更高、更
强、更团结”奥林匹克格言的中国宣扬，表达了世界需
要携手走向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 本报综合

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

一起向未来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一方水土，涵盖民俗与乡情，蕴藏历史和文化。村名的
故事是一部时间简史，关联着村庄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形地
貌、文化经济、政治军事等。您家乡的村名有什么特别来
历，您家乡有什么人文传说、民风民俗等，都可以与读者一
起分享。

投稿要求千字以内，并配一幅村庄图片。
投稿信箱：13938039936@139.com
联系电话：13938039936

“村名故事”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