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近
日，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下发 《河南省社科联关于命名
第八批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和第二批河南省社会科学普
及示范基地的通知》，市文化馆
被命名为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

近年来，市文化馆大力宣传
党的创新理论，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
动，积极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幸福漯河健康舞”被评为
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示

范项目，“艺梦·幸福人生”公共
服务项目让近万人走进课堂学习
声乐、书法等。同时，市文化馆
还积极组织文艺创作，广泛发展
文化志愿者，建成数字化中心平
台，举办各类艺术展览，加强非
遗保护，不断为漯河文化建设贡
献力量。

下一步，市文化馆将继续发
挥公共文化服务阵地作用，广泛
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积极探索社
科普及基地的科学化建设与管
理，为提升全市人文社科素养发
挥重要作用。

市文化馆被命名为
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本报记者 朱 红 通 讯 员 李 晶
“自古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决定弃

笔从戎去外边，说服了父母兄嫂，全家
人举手称赞把劲儿添……”日前，记者
来到郾城区裴城镇裴城村的十字街，被
一阵阵锣鼓声和戏曲声深深吸引。这是
裴城村文化合作社古韵新曲艺术团正在
排练新编曲剧现代戏《将军情》。春节期
间，该剧多次在周边村庄演出，引起强
烈反响。记者采访了该剧的编剧兼导
演、裴城村文化合作社社长杨合兴。

该剧塑造了开国少将苏进将军戎马
一生的高大形象，于2021年4月26日首
演。在郾城区文化旅游局的支持下，这
部戏在郾城和舞阳巡演近70场，受教育
的干部群众4万余人。前段时间，《将军
情》 被评为我市2021年度市级文艺精
品。

杨合兴今年 65岁，是一名退休教
师。2021年2月，受裴城镇党委、政府
委托，杨合兴开始创作《将军情》，为建
党100周年献礼。一个多月时间里，村
里的文化广场、田间地头，都留下了杨
合兴呕心沥血创作的身影。有次他和妻
子沿着幸福渠散步，突然灵感喷涌，当
即蹲在路边用手机开始记录。不知不觉
二十多分钟过去了，直到妻子拍打他的
肩膀，他才从剧情中“走”出来。

“剧本创作要坚持守正创新、精益求
精。在词句方面，我反复揣摩，边写边

改、边演边改。在与苏进将军后人的交
流中，我不断发现新的切入点，持续加
戏，剧本最终由首稿9000余字增至1.3
万字。”杨合兴告诉记者，有次他拜访
苏进将军的侄子苏自成，老人忆起苏进
将军的大儿子苏健回乡支教的往事。杨
合兴立即动笔把这部分内容加进剧本
里，以此展现苏进将军尊师重教的良好
家风。

2021年3月中旬，杨合兴在裴城村
“两委”的支持下，动员、组织原村民
宣传队人员组建了古韵新曲艺术团。在
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镇政府拿出了1.5
万元、村“两委”拿出了1万余元，购
买演出所需的服装、道具，支持演员们
带妆排练。每天晚上6点至9点半，演
员们在裴城村文化大舞台上一丝不苟地
排练，风雨无阻。4月 26 日首演成功
后，郾城区相关部门组织召开了作品研
讨会，邀请资深戏剧创作者齐聚一堂，
对作品提出中肯意见与建议。大家认
为，该作品语言质朴亲切，红色主题的
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在建党百年之际
推出这部精神丰满的现代戏有着积极的
现实意义。

2021年7月1日，《将军情》巡演正
式启动。没有舞台车，村民就发挥聪明
才智自己焊。当小型拖拉机的机头拉着
大板车、载着农民演员们走街串巷演出
时，所到之处观戏者无不为之动容。

“进城演出必须租用大型流动舞台
车。为了节省开支，演员们顿顿都是
面条、馒头、稀米粥。演出完赶不回
村子时，二十多个演职人员就挤在我
在城里的家中，卧室、餐厅到处躺满

了人。”说起演出的情景，杨合兴依然
难掩激动的心情。这支农民演出队在
杨合兴的带领下，凭着对戏曲的热爱
和对党的忠诚，将红色火种播撒在沙
澧大地。

现代戏《将军情》背后的故事

■魏增瑞
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微服私

访路过临颍时，发现一个村子
晚上灯火通明，家家户户发出

“嗡嗡”的声音。出于好奇，乾
隆让跟随的大臣去探个究竟。
大臣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回禀
说这里姓刘的村民家家都在用
纺车纺线。乾隆皇帝听了连声
称赞。从此，这个村子的村名
就叫纺车刘。

这是在临颍县巨陵镇纺车刘
村流传的村名来历故事。这个传
说有多种版本，但都和纺车、纺
线有关，说明传说有一定的事实
基础。

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及民
国初期，纺织业是临颍县重要的
支柱产业之一。据《临颍县文史
资料》中钱理之《颍布、颍绸兴
衰记》一文记述，清末和民国初
年，临颍织布业以城东岗上各村
最为发达，几乎辐射到全县甚至
鄢陵、舞阳等周边地方。农民十
几人乃至几十人自愿结合为合作
组织，有专人到城里买线或者卖
布，是一种原始的集约化管理方
式。

到农闲季节，一些家庭妇
女也会自行买棉花纺线，然后
卖给城内经营纺织品的商户，
以赚取加工费贴补家用。据
《临颍县文史资料》 中张洛蒂
《荒村旧事》 一文记述，一些没
钱买棉花的农村妇女，可以到
集市上经营纺织品的商户那里
赊一二斤棉花纺线，卖了钱后
再偿还本金。

临颍加工的布匹和绸缎一
般销售到中国南部和西北部地
区，所以临颍的山西、陕西客
商最多。明朝末年，客商们捐
钱在县城西南建造了一所山陕
会馆，用来互通商情、维护同
乡和同业商人利益、调解商业
纠纷等。

为什么明清时期临颍县纺织
业会如此发达？这与当时朝廷的
大力推广和迅速增长的人口有
关。据 《明史·食货二·赋役》
记载：“太祖初立国即下令，凡
民 田 五 亩 至 十 亩 者 ， 栽 桑 、
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
之。”朱元璋推广棉花种植主要
是为了增加赋税。据民国四年
《重修临颍县志》 记载，明代洪
武 二 十 四 年 ， 临 颍 人 口 仅
1.1293 万 人 ， 至 清 代 宣 统 元
年，达到22.8759万人。迅速膨
胀的人口产生大量的剩余劳动
力，加上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
分工模式，以及明清妇女缠脚
盛行，不适宜田间劳作，而纺
线织布恰巧为这些家庭妇女提
供了创造劳动价值的好方式。

“老人们常说，农村有三种
好听的声音，一是纺花车声，二
是孩子的哭声，三是小学生的读
书声 （张洛蒂《荒村旧事》）。”
可见当时的纺织盛况。凭着临颍
广大妇女的勤劳和心灵手巧，临
颍县所产之“颍布”成为纺织品
的品牌，闻名遐迩。据《重修临
颍县志》 记载，洪武二十九
年，时任县令李实规定在县城
及其他十六个较大村镇设立集
市，鼓励村民进行商业贸易，
也促进了当时临颍纺织业的繁
荣和发展。

让人感兴趣的是，明清时期
临颍县如此多的人和村庄都参与
了纺线织布的劳作，为何独独纺
车刘村一个村庄留下了与纺织行
业有关的村名呢？这说明纺车刘
村的女性纺线水平高，纺出了声
誉。

如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原
始的纺织劳作方式已经成为历
史，年轻一代甚至已经不知道纺
车为何物，但是纺车刘村村名作
为一种文化记忆保存下来，静静
地讲述着村庄的历史。

纺车刘村村名的来历

■文/图 赤水
农历正月十五是元宵节，民间有吃

汤圆、挂花灯、观“社火”的习俗。元
宵节被称为中国人的“狂欢节”，尤其是
各地的“社火”表演，成为最具特色的
民俗活动。元宵节活动通常为3天，从农
历正月十四开始，正月十五为高潮，延
续到正月十六结束。

漯河的正月十九会为豫中南独
有。漯河地处中原腹地，发源于豫西
山区的沙、澧河在此交汇后蜿蜒东
去。清朝以前，这里是中原南北古驿
道上的一个渡口和沙、澧河漕运码
头。1906 年 （北） 京汉 （口） 铁路通
车后，随着外地客商的纷纷涌入并建
立商号，工商业及转运业快速发展，
河岸边店铺林立，呈现出一派繁华兴
旺景象，常住及流动人口迅速超过郾
城县城。

当时漯河隶属郾城县管辖，西距郾
城县城约1.5公里，并隔沙河相望。因为

每年传统的元宵节活动是农历正月十四
至正月十六，为了避免与官方举办的活
动相冲突，漯河商会就决定将元宵节的
娱乐活动延期至正月十七、十八、十九
三天举行。大约在1912年左右，正月十
九会逐渐约定俗成。每逢节会，郾城及
临颍、西华、商水、西平等县的民间艺
人都聚集于此，耍龙灯、舞狮、高跷、
旱船、肘阁……传统“社火”表演应有
尽有。艺人们走街串巷、载歌载舞。每
当行至较大店铺前，店主就要燃放鞭
炮，在门前放一长凳，表示欢迎。演出
结束后，需要封赏钱、纸烟、点心等表
示谢意。前来赶会的人摩肩接踵，热闹
非凡。

漯河的正月十九会实际上是元宵节
活动的延续，迄今已有约 110 年的历
史。1948年漯河设立县级市，1986年
升格为省辖市。长期以来，除民间活动
外，文化部门组织的“社火”展演活动
也都在正月十九这天举行。

漯河的正月十九会

杨合兴（左一）在裴城村文化合作社指导排练《将军情》。
本报记者 朱 红 摄

正月十九会上的民俗表演正月十九会上的民俗表演。（。（摄于摄于19981998年年））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在冬奥会赛场上，有一项运动可谓
体育与艺术的完美结合，就是有着“冰
上芭蕾”之称的花样滑冰。

2月19日，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双
人滑自由滑比赛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中
国选手隋文静、韩聪夺冠。他们选用的
配乐为《忧愁河上的金桥》。

在花样滑冰历史上，美妙的音乐成
就了无数优秀运动员的高光时刻，也为
观众带来了一场场精彩绝伦的视听盛宴。

花样滑冰起源于 18世纪后期的英
国，有着200余年的历史。

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运会在法国举
行，花样滑冰被列入比赛项目。最早的花
滑比赛并没有配乐，是一项无声的运动。

1932年，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上，
花样滑冰的寂静被打破。一支乐队走上
冰场，为所有选手伴奏，奥芬巴赫的《地狱
中的奥菲欧》序曲被循环演奏了十多遍。

从此，各种美妙的音乐让花样滑冰
选手如虎添翼，这一项目也越来越受到
观众的喜爱。以下几首曲子是花滑赛场

上的“热门”，成就了许多精彩瞬间。
《波莱罗舞曲》 1928年，法国作曲

家拉威尔为他的好友、俄罗斯舞蹈家伊
达·鲁宾斯坦写了这首曲子。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上，英国花
样滑冰组合杰恩·托维尔和克里斯托
弗·迪恩凭借出色技能与 《波莱罗舞
曲》的完美结合，赢得了满分，获得奥
运金牌。如今，《波莱罗舞曲》依然是热
门曲目。在此次北京冬奥会上，中国选
手金博洋就选择了这首作品作为配乐。

《天鹅湖》 “旋律大师”柴可夫斯
基创作的《天鹅湖》广受全世界听众的
喜爱。在1994年挪威利勒哈默尔冬奥会
花滑比赛中，乌克兰名将奥克萨娜·巴
尤尔以《天鹅湖》为配乐表现“黑天鹅
之舞”，是花样滑冰历史上的经典之作。
2014年索契冬奥会上，俄罗斯组合埃琳
娜·伊利尼赫与尼基塔·卡萨拉波夫也
选用了《天鹅湖》中的片段，完成了一
段美妙的冰上双人表演。

2012年世界花滑锦标赛和2014年索

契冬奥会上，日本名将羽生结弦表演了
经改编的和风版《天鹅湖》，“东方冰上
天鹅”令人难忘。

《图兰朵》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一
定想不到，自己一生中最后的作品有朝
一日会在冰场上屡屡响起。

2003年世界花滑锦标赛上，中国选手
申雪、赵宏博选择了《图兰朵》。2006年都
灵冬奥会上，日本选手荒川静香选择此曲
并凭借精彩表演摘得花滑女单金牌。

此外，乔治·比才的《卡门》、巴赫
《G弦上的咏叹调》、拉赫玛尼诺夫《帕格
尼尼主题狂想曲》《第二钢琴协奏曲》《第
三钢琴协奏曲》、肖邦《g小调第一叙事
曲》、普罗科菲耶夫《罗密欧与朱丽叶》、
萨拉萨蒂《流浪者之歌》、维瓦尔第《四
季》等名曲因为观众接受度高、故事感
强，符合花滑需要在极短时间内演绎故事
的要求，也常常出现在比赛配乐中。

2014年索契冬奥会后，花样滑冰的规
则发生了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在比赛选曲
中取消了“不能带有人声”的规则。在紧接

着的2015年世界花滑锦标赛上，选用人声
音乐的节目就达到了35%，其中最多的是
音乐剧。以下这些音乐剧格外受青睐：

《歌剧魅影》 这是安德鲁·韦伯的
代表作之一，以精彩的音乐、浪漫的剧
情、完美的舞蹈成为音乐剧中的经典。
这部音乐剧问世的第二年，也就是1987
年，花滑职业赛场上就有选手选择了其
中的曲子。2006年都灵冬奥会上，我国
花滑选手庞清、佟健选用《歌剧魅影》
参赛。在索契冬奥会上，日本选手铃木
明子也用《歌剧魅影》选段参赛。

此外，《悲惨世界》《红磨坊》《摇滚
莫扎特》《我，堂吉诃德》等音乐剧近年
来也颇受欢迎。今年冬奥会上，我国选
手朱易选用了音乐剧《日落大道》中的
音乐进行表演。

除了古典音乐和音乐剧，花滑赛场
上还不乏经典电影的配乐以及流行音
乐。《教父》《加勒比海盗》《辛德勒的名
单》《末代皇帝》《卧虎藏龙》《阴阳师》
等经典电影的配乐，成就了许多场精彩
的花滑比赛。

理想的花滑音乐究竟是怎样的？或
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一定是富有感染
力，能引发观众共鸣，并丰富运动员的
表现力，促使其达到技术与音乐的完美
结合的音乐。 据《解放日报》

花样滑冰里的“花样音乐”
艺术视窗艺术视窗

■陈全义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二十四节气

倒计时”以“中式美学”惊艳了全球，
一句句优美的古诗词对各节气作了诗情
画意的诠释；闭幕式上，从“十二生
肖”到“中国结”，再到“折柳寄情”，
这是中国给全世界的浪漫！开幕式和闭
幕式都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营
养和智慧，自带夺目光环，展示了中华
文化魅力，体现了文化自信。

文艺创作需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
民族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与魂，是最深厚的国家文化软实
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植的沃土，
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文化
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
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

二的理念、智慧、神韵，增添了中国人
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传承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屹立于世界文
化之林的坚实根基。在中华五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
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等不仅承载
着先辈们的智慧精髓，还是滋养当代中
国人精神世界、提振当代中国人精神力
量的源头活水和不竭动力。如央视虎年
春晚中，女子群舞 《只此青绿》 用舞蹈
之美，演绎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引
领观众步入充满现代意蕴的中华美学殿
堂，圈粉无数。尊重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就是尊重中华民族的历史根脉与精

神追求，否则我们的文化将成为无源之
水、无本之木。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是文艺创作的宝藏，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必须传承中华文化基因，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弃其糟粕、
取其精华，从传统文化中提炼符合当今
时代需要的价值追求，进行艺术转化和
提升，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底色、鲜
明中国精神的文艺作品。

创新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途径。创新是文艺的生命。文艺创作要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把艺术
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
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赋予
新意、创新形式，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
如河南卫视，从牛年春晚的《唐宫夜宴》
到虎年的《元宵奇妙游》，“中国节日”系
列作品多次火爆出圈，通过创新弘扬了传

统节日文化。今天，各种艺术互融互通，
多种表现形式交叉融合，科技发展、技术
革新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催生
了文艺形式创新，拓宽了文艺空间，我们
要正确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激发创作灵
感、丰富文化内涵、表达思想情感、实现
融合发展，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
有潜力的新境界。毫无疑问，火爆出圈的
作品不是突然开挂，而是创新的结果，是
厚积薄发的结果。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文艺工作
者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
智慧，增强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培根
铸魂、成风化人上展现新担当，用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创造，展示中国
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文艺创作要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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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追求，如果汇聚在一个字上，无
疑就是“福”。

康熙为孝庄太后“请福续
寿”，写下了福寿合一的“长寿之
福”。这个“福”字，暗含了“多
子、多才、多田、多寿、多福”
的字形构造。自古以来，类似这
般从“请福聚福”到“送福得
福”的礼仪交往方式，恰恰是以
一个“福”字展开的。送“福”
字以祈福、祝福，深潜于各类民
俗文化活动中，也构成了中国人
独特的民间信仰。

这个“福”字到底有什么神
奇魅力呢？它的原形字上半部左
边是“示”，表明祭祀、祈祷的场
景和意义，右边是手形，似为巫
师作法；下半部则为双手奉持酒
坛的图形。合起来就是奉酒祈
祷，希望上天神灵保佑生活顺遂
安宁。“福，佑也。”福的祭祀、
祈祷特性，寄托着老百姓对生活
的所有期盼、追求、理想，也贯
通了中华民族亘古未变的文化心
理。直至今日，“你幸福吗”仍是
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人生追问。

在字形演变中，原有的图像

结构不断简化为线条，有的呈现
为“示”与“酉”（酒坛之形）结
合 体 ， 有 的 将 “ 酉 ” 变 形 为

“畐”，也就是如今使用的“福”
字。耐人寻味的是，“酉”向

“畐”的变形，也不是随意之举。
这个“畐”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

“富”字。富有、富裕、富足不正
是“福”的应有之意吗？“富也
者，福也。”“富”和“福”的同
音同构，应该不是偶然和巧合。
还是这个“畐”，也有“腹”的意
义，最初以孕妇凸起的肚子象
形，借此表示大腹便便、吃饱喝
足。“福”“富”“腹”声符上的关
联性，是不是汉字以音释义特征
的奇妙佐证呢？

“福者，备也。备者，百顺之
名也。”何为“百顺”？就“五
福”所体现的完美人生的理想追
求，即：一曰寿，二曰富，三曰
康宁，四曰信好德，五曰考终
命。都说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幸福感，就是要关注民生、造福
百姓，让他们实现长寿、富裕、
安康、有德行、顺利终老的生活
愿景。

据《新民晚报》

趣解汉字“福”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