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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近
日，2022年河南省线上海外春晚
录制完毕，我市选送的杂技节目
《字说》是晚会的12个节目之一。

“通过杂技这种新颖的方式
传承许慎文化、充实汉字文化名
城内涵是我们创作这个节目的初
心。”《字说》的编导之一刘凯告
诉记者，从去年4月开始，市杂
技艺术中心的主创人员开始筹划
构思如何用杂技来表现文字变
化，并历时半年多创作出了杂技
节目《字说》。

《字说》 通过杂技艺术的
高、难、险、奇来呈现古人造
字的心路历程，利用人体及道
具的变幻莫测来呈现偏旁部首
组字的神奇，赋予汉字文化更
深的内涵。《字说》的创作汇聚
了导演、教练、编导、演员、
服装、道具、音乐、舞美等30
多人的心血。参加演出的16名
演员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
年龄在12岁到23岁之间。他们
每天从早上 8 点排练到晚上 8

点，持续了 5个多月。今年 13
岁的侯宜谋是舞阳人，《字说》
是他第一次参演的大型节目。
在节目中，他通过表演单手蹦
梯来体现汉字演化的不易。“排
练非常辛苦，每天胳膊疼、腿
疼。但因为喜欢杂技，有机会
参演这么好的节目我很开心。”
侯宜谋说，作为漯河的青少年
一代，能为许慎文化传播贡献
力量，他觉得很自豪。

《字说》编排完成后已经在
不同的舞台演出了十多次，并
在去年10月举办的河南省第十
一届杂技大赛中获得金奖。

为促进中外人文交流、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2022
年河南省首次推出线上海外春
晚。《字说》在河南省线上海外
春晚的节目评选中惊艳亮相，
成为全省 12 个入选节目之一。
同时，《字说》还将列入河南省

“文化中国·绚丽黄河”项目
库，作为对外宣传工作的储备
资源。

杂技《字说》即将亮相
河南省线上海外春晚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1
月 22日，记者了解到，我市作
家马文创作的描写著名乡村教
育家王拱璧的长篇小说 《风雨
杏坛路》 于2022年 1月由河南
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拱璧，名璋，字拱璧，
1886年 9月 17日生于河南省西
华县孝武营（今河南省漯河市召
陵区青年镇青年村）一个乡村私
塾之家。1920年，王拱璧回到家
乡捐资创办青年公学。他坚持办

学30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
才。

2019 年，在有关部门的帮
助和支持下，马文收集到许多
有关王拱璧的历史资料，尤其
是召陵区教育局、区文化局不
仅积极提供资料，还组织专家
进行研讨。王拱璧的学生、后
代和王拱璧研究会的专家也提
供了不少有关王拱璧的资料。
作者历经三年的艰辛创作写成
了这本书。

长篇小说《风雨杏坛路》出版

■陈全义
郾城区孟庙镇何庄村的青龙舞已有

120余年历史，被列入河南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村里设有青龙舞传习所，还成立
青龙（非遗）文化合作社，创建了非遗工
艺品生产基地。他们通过抖音等平台直播
带货，非遗变产业，村民致富忙。（见本
报1月20日02版）

提起非遗，感觉距离我们很远，“养
在深闺人未识”。其实，非遗就在我们身
边。我市的许慎传说、沙河船工号子、心
意六合拳、舞阳县农民画、临颍县双人旱
船舞、郾城区双狮舞和青龙舞、北舞渡胡
辣汤制作技艺等都是河南省非遗项目。

曾几何时，由于多种原因，年轻人对
非遗传承缺乏兴趣，非遗面临后继无人、
发展乏力的窘境。如何让非遗“飞入寻常
百姓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作为非

遗项目，何庄村青龙舞的创新发展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和标本价值。那么，如何激活
非遗生命力？

壮大传承队伍，确保后继有人。非遗
没有传承人，发展无从谈起。何庄村的青龙
舞薪火相传120余年，村里设有传习所教授
舞龙技艺，这对非遗传承具有积极的参考价
值。各地蓬勃开展的“非遗进校园、进课
堂”活动值得推广。保护非遗从娃娃抓起。
让孩子从小就喜欢非遗，在中小学开设特色
课程，建设特色中小学传承基地，加强高校
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都是确保非遗传承后
继有人的重要途径。目前，国家正在完善代
表性传承人制度，并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研修培训计划，不断壮大传承队
伍。

加大创新力度，激发非遗活力。创新是
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固步自封的非遗只会

无人问津。青龙舞也是经过历代传承人的不
断创新，才绵延百余年、永葆活力，而且现在
还变成了产业，带领群众走上致富路。这就
是创新的力量。如何将浓缩了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精华的非遗进行现代转化与创新？目前
比较多的是用文旅、文创激活非遗生命力。
深入挖掘非遗文化内涵，用创意激活非遗，融
入时尚设计，强化创意驱动、美学引领、艺术
点亮、科技赋能，从非遗+景区、非遗+研学、
非遗+文创等模式上做好空间和内容上的融
合，推动文旅、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只有创
新，才能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动
起来、活起来、火起来。

加速跨界融合，促进广泛传播。非遗
就像散落在我们身边的一颗颗明珠，只有
融入现代生活，才能绽放文韵芬芳。这就
需要加大非遗传播普及力度。非遗跨界融

合，才会变得生动、有趣、好玩。可以通
过创新手段，打造大家喜爱的非遗文创。
如今不少非遗项目已经通过直播、抖音火
了起来。何庄村就是通过抖音等平台直播
带货，一方面提升了青龙舞的知名度，另
一方面也为文创产品打开了销路。非遗传
承发展也要主动适应媒体深度融合趋势，
利用新技术、借力新媒体，丰富传播手
段、拓展传播渠道，通过科技赋能增强其
魅力、提升其价值。

文化自信源于文化认同。非遗作为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传递民族文化、凝聚民族认同、增强文化
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非遗保护是一项需要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让非遗在新
时代活起来，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提供精神力量。

激活非遗生命力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舞阳农民画画家魏旭

超被聘任为浙江师范大学 （美
术）硕士研究生实践导师。这个
消息一传出，很多人对魏旭超充
满好奇。1月22日，记者采访了
魏旭超，为广大读者呈现他的艺
术人生。

1980 年，魏旭超出生于舞
阳县孟寨镇魏寨村。自幼在舞阳
农村生活，春种、秋收等对于魏
旭超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场景，
为以后的农民画创作奠定了基
础。从小就喜欢画画的魏旭超
14岁开始正式学习绘画。2003
年，他从河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
系毕业。2012年，他来到舞阳
农民画院工作，开始从事农民画

创作和研究。
十年时间里，魏旭超创作

出展现农村质朴生活、讴歌新
时代的精品力作 200 多幅，跻
身舞阳农民画名家之列。因在
民间美术领域成果突出，魏旭
超成为全国公益广告艺术委
员会委员、河南省美术家协
会会员、漯河市农民画艺委
会秘书长，现任舞阳农民画
院副院长，主要负责舞阳农
民画的创新、创作及培训教
学。

“到舞阳农民画院工作后，
民间美术进入我的视野。投入大
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后，我真切
地感受到了民间艺术的魅力。”
魏旭超说，在民间艺术领域，他

找到了新的观察方法和思维方
式。从《柿柿如意》到《四季欢
歌》《全面小康》，魏旭超以饱满
的构图和鲜艳的色彩描绘民间习
俗、表现现代生活，作品多次在
国内外展出并获奖，其中《生生
不息》曾赴奥地利展出，《柿柿
如意》《回娘家》《哺》曾赴美国
展出。

“继承传统，不断创新。面
对现实生活，创造属于自己的
艺术形象是我在画作中想要体
现出来的。”魏旭超说，他特别
喜欢用接地气儿的场景来表达
内心的想法，记录农村社会发
展的历史与现实。未来，他将
继续深入生活，创作更多的精
品。

从农民画画家到硕士生导师

魏旭超在创作中魏旭超在创作中。。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王 培
郾城区李集镇有座历史悠久的村庄

叫吕庄村，这里流传着爱国将领岳飞征
战沙场的故事，历史遗迹众多，还有一
项曾经闻名周边乡镇的手艺——制秤。

近日，记者来到吕庄村。“我们村的
制秤历史已经有数百年了。”提起这项老
手艺，村民们都很自豪。

吕庄村的制秤历史由来已久。最辉
煌的时候全村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制秤。
直到今天，不少村民还掌握着这门手
艺。

六旬老人吕松恒告诉记者，他的父
辈便以制秤为生。制秤是门精细活儿，
步骤有选材、制胚、刨圆、套铜、配
坨、装钩等十余步。“制秤的每一步都
有严格要求，每道工序都需要精工细
作、精益求精，做到不差分毫，否则一
个小小的失误都会影响秤的准确性。”
吕松恒说，制秤易学难精，熟练的老师
傅一天最多能做5杆秤。

村民吕振修告诉记者，吕庄村制作
的秤计量精准、经久耐用，曾畅销驻马

店、周口等市。没有精湛的手艺很难做
出一杆公平的秤。“缺斤短两的秤给多
少钱都不能做，这是祖辈传下来的规
矩。”吕振修说。

采访中，记者得知该村村民的制秤
手艺与村庄的一座百年老屋关系密切。
在村民的指引下，顺着一条小路，记者
来到百年老屋前。眼前的老屋为砖石结
构，由木质廊柱支撑。据了解，老屋为
清朝乾隆年间所建。“现在屋主人在外地
生活。”一位村民说。由于老屋长期无人
打理，墙砖和瓦片都有缺失，略显破
败。据介绍，老屋的某任主人善于制
秤，曾在这里广泛传授制秤技艺。随着
时光的流逝，这座老屋逐渐成为历史的
记忆和见证。

随着电子秤的普及，传统杆秤逐渐

淡出市场，吕庄村的村民也纷纷另谋生
路。为了纪念那段历史，村里还修建了
一座“秤”心如意亭。

除了制秤历史悠久，村里还有不少历
史遗迹。数百年来，这里流传着岳飞征战
沙场保家卫国的故事，其中太子墓、磕脚
台等历史传说与岳飞大战金兀术有关。

在太子墓附近有一座已有百余年历史
的吕氏祠堂。祠堂整体造型古朴，门楼两
侧的雕刻格外精美，木门、石砖上遍布着
时间留下的斑驳痕迹。每逢春节，村民们
就在此祭拜祖先，祈求新的一年平安顺
遂。

采访时，说起村庄的历史，许多村
民都侃侃而谈且引以为荣。他们说，欢
迎四方宾客前来参观，让更多人知道这
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故事。

制秤技艺传承百年

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明天是腊月廿三，农历“小年”。家
家户户都要祭拜灶王爷。这个风俗由来
已久，大约在周代就已经存在。

灶王爷是什么神？传说他是火神，
叫祝融，是玉皇大帝封的“九天东厨司
命灶王府君”，负责管理各家灶房和家庭
诸事，被视为家庭的保护神。灶王的神
龛大都设在灶房，贴在灶房墙上。有的
只贴灶王爷一个人，有的则贴男女两
神，女神被称为“灶王奶奶”。灶王爷是
中国民间最富代表性的神，寄托着劳动
人民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据传说，玉皇大帝派灶王爷来到人
间，主要监督人间各家各户所犯的错
事，并在每年腊月廿三（或廿四）返回
天宫，把所掌握的善恶情况汇报给玉
帝。人们为了消灾免祸，都要在腊月廿
三（或廿四）灶王爷即将上天的这天晚

上举行祭灶活动，郑重其事地在神龛两边
贴上“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的对
联，并向灶王爷敬献糖果（琼锅糖或灶
糖）。因为琼锅糖是用麦芽、小米熬制而
成的糖制品，其黏度很大，灶王爷吃了就
把嘴巴黏住了，不便再向玉帝汇报了。另
外，要献上饺子、臊子面、点心、花馍、
果品等。有的地方还用豆腐、粉条、白
菜、海带等食材做成“祭灶汤”，烙制火
烧，并将一只夹住两翼的公鸡（被视为灶
王爷上天时骑的马）祭献在灶神前，还要
将一些草、豆子放在一边以秣“神马”。
一切摆放好，主祭人先将酒洒在鸡冠上，
点燃香、烛于神案前，开始燃放鞭炮，同
时口念祷词，内容多为求助、祈福之语。
之后，将灶王爷像从墙上揭下，用糖果轻
轻在其嘴上抹一下，并高呼“送灶爷骑马
上天了”，心中默求其高抬贵手，多向玉

帝禀报人间喜庆之事。到了大年初一的五
更时分，再把新的灶王爷画像贴在神龛
上，说明灶王爷又从天宫回到人间了，例
行新一年的公事。这正是“廿三日去，初
一五更来”。

祭灶虽然是一项民俗活动，却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这种祈求福报的心
理，其目的是教育人们断恶修善，孝敬
父母、尊长爱幼、兄友弟恭、勤俭节
约、诚实守信，做人做事光明磊落、不
瞒哄欺骗、不偷不抢，以慈悲之心待
人、以仁义之心正己。因此，要想得到
好的回报，要想让灶王爷上天向玉帝汇
报时多多美言，避免一切灾难，就必须
清楚哪些是该做的、哪些是不该做的，
在日常生活中多做好事。从这个角度上
看，祭灶这一传统民俗有着积极的现实
意义。 据《西安晚报》

小年说祭灶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村民吕振修展示家中的巨型秤。

南宋诗人范成大曾写《祭灶词》，对祭
灶的习俗作了生动描摹，给人以身临其境
之感：“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
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头烂热双鱼鲜，豆沙甘松粉饵团。男儿
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婢子斗争
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
门，杓长杓短勿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祭灶时请灶神吃糖是为了把灶神的嘴
黏上，防止他见了玉皇大帝说三道四。清
人袁枚的《随园诗话》中收有12岁的谢学

墉写的《送灶》一诗：“忽闻爆竹乱书
声，香黍盛盘酒正盈。莫向玉皇言善恶，
劝君多食胶牙饧。”民间流传《灶君谣》
一诗对人们祭灶的初衷更是表达得一清二
楚：“灶糖一盘茶一盏，打发灶君上青
天。天宫见了玉帝面，不当说的且莫言。”

在古代，贫困家庭用不起灶糖，只

好对即将“上天”的灶神表示歉意，但
总是要有所表示——汉代应劭在《风俗
通·灶神》中记述穷苦人家的祭灶供品
是“盛食於盒，盛酒於瓶”。宋代吕蒙正
的《祭灶诗》则是对空有满腹经纶却穷困
潦倒的生活的感叹：“一碗清汤诗一篇，
灶君今日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乱世

文章不值钱。”
清代诗人周广业的 《祭灶诗》 对

“吃了供奉”的灶神上天后的表现进行了
想象：“胶糖礼灶洁春盘，归到天庭夜未
阑。持奏玉皇尽好事，且将过恶替人
瞒。”而元代程文海模仿灶王爷口吻写成
《祭灶诗》，仿佛向人们述说自己的苦
衷：“何年呼得灶为君？鼻是烟囱耳是
铛。深夜乞灵余不会，但令分我胶牙
饧。”

本报综合

古诗词里的祭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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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瑞雪兆丰年”。那
么，瑞雪为何能预示来年是丰收
之年呢？

“瑞”本义是指头部为圆弧
曲线的玉器，古时诸侯朝见帝王
时所执的玉器称为“瑞玉”。瑞
有吉祥、好预兆之意，如瑞气、
瑞雨、祥瑞等。人们把洁白无瑕
的雪称为“瑞雪”，是把雪作为
吉祥的象征，其中寄托了人们美
好的愿望。至于“瑞雪”的提法
最早出于何处，虽无从可考，但
是人们咏赞瑞雪的诗文却有迹可
循。南朝诗人张正见在《玄圃观
春雪》 诗中写道：“同云遥映
岭，瑞雪近浮空。拂鹤伊川上，
飘花桂苑中。”唐太宗李世民在
《喜雪》 一诗中云：“结叶繁云
色，凝琼遍雪华……怀珍愧隐
德，表瑞伫丰年。”唐玄宗李隆
基也在《野次喜雪》中说：“每
云低远岫，飞雪舞长空……为知
勤恤意，先此示年丰。”李世民
和李隆基的诗中尽管没有“瑞
雪”二字，但是有（雪）预示丰
年的意思。唐德宗贞元十九年
冬，韩愈任监察御史。此年关中
大旱百姓困苦，而贪官却敛财不
已。韩愈忧心如焚，写下《御史
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上书朝廷为
民请命，请求减免百姓赋税。其
中便有“今瑞雪频降，来年必
丰”之句。明代文人茅维在《闹
门神》 中说：“只见瑞雪飘遥，
罡风淅沥。”施耐庵的 《水浒
传》 第十回“林教头风雪山神
庙，陆虞侯火烧草料场”中写
道：“再说林冲踏着那瑞雪，迎
着北风，飞也似奔到草场门口开
了锁，入内看时，只叫得苦。”
清代文人李汝珍在长篇小说《镜
花缘》第三回“徐英公传檄起义
兵，骆主簿修书寄良友”中叙述
武后看到天空雪花漫天飞舞、地
上白雪皑皑，不觉喜道：“古人
云‘瑞雪兆丰年’。朕才登基就

得如此佳兆，明岁自然五谷丰
登、天下太平了。”著名作家峻
青在《秋色赋·瑞雪图》中抒发
道：“啊，好一幅北国寒冬瑞雪
丰年的画图！”

农谚说：“腊雪 （冬至后立
春前下的雪）盖地，年岁加倍”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农
谚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
中得出来的经典语言，具有一定
的科学道理。

瑞雪能使土壤保温。地面上
的雪就像一条又厚又软的棉被，
为越冬作物营造了温暖适宜的生
长环境。所以谚语说“冬天麦盖
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

瑞雪能杀死一些害虫。积雪
阻塞了地表空气的流通，使在土
壤中越冬的部分害虫窒息而死。
另外，雪融化时要消耗大量热
量，而使土壤温度骤然降低，把
土壤表面与作物根茬里的害虫和
虫卵冻死了。吴藕汀在《小雪》
诗中说：“小雪寒菘虫害少，何
妨大胆入庖厨。”

瑞雪能保水灌田。北宋诗人
欧阳修在《晚过水北》一诗中写
道：“寒川消积雪，冻浦渐通
流。”积雪慢慢融化，雪水渗入
土中就像进行了一次灌溉。

瑞雪能增肥加养。黄庭坚在
《次韵张秘校喜雪三首》 中说：
“润到竹根肥腊笋，暖开蔬甲助
春盘。”唐朝诗人无可在 《小
雪》诗中说：“作膏凝瘠土，呈
瑞下深宫。”这些诗词所言不
虚。据科研人员测试，雪可吸附
空气中大量的游离气体，通过化
学反应而生成氮化物。这些融入
雪水中的氮化物是很好的肥料。

陆游的《立春日》说：“年
丰腊雪经三白，地暖春郊已遍
青。”春回大地，残雪消融。在
雪水的滋润下，农作物茁壮成
长，一个五谷丰登的丰收之季即
将来临。

瑞雪何以兆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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