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竹编是将竹子剖开劈成篾片或篾丝

并编织成各种用具和工艺品的一种传统
手工艺。在临颍县杜曲镇贾徐王村，很
多村民精于这项技艺并代代相传。随着
社会的快速发展，竹编技艺逐渐淡出人
们的生活。然而，在贾徐王村，还有一
些老人凭着对这项传统手艺的热爱，在
坚持编织着。

贾徐王竹编源于汉代

临颍县杜曲镇位于颍河故道，自古土
地肥沃、交通便利，以竹、木、柳、荆、
铁为代表的手工艺十分发达。其中，贾徐
王村的竹编最为有名。致力于该村文化保
护与传承的村民贾永甫告诉记者，据村
史记载，贾徐王村的竹编历史可以追溯到
东汉时期。相传汉和帝刘肇第三女刘利下
嫁于胶东侯贾复的重孙贾建，封地为颍、
阴、许三县。刘利死后葬于贾姓祖源地，
也就是今天的贾徐王村南。

贾建的后代中有家族世代为公主刘利
守坟。为了生计，他们以竹编为业，延续
至今。主要制作竹床、竹躺椅、竹筐、竹
筛、连杆竹耙子等物品。农忙时种田，农
闲时在村里做竹编制品，换取生活必需
品，或去周边地区做竹编师傅。千年时光
里，岁月在指尖流转，村民们一代代传承
竹编技艺。

新中国成立后，在物资匮乏的年代，
不少村民利用竹编手艺养家糊口，改善生

活。改革开放后，一些村民开始从省外大
规模采购竹材，在村里加工竹笆致富，也
让贾徐王村一度成为省内最大的竹笆生产
基地，涌现出我省第一批万元户。

老艺人匠心传承60年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
高，竹编制品作为生产、生活用具逐渐淡
出人们的生活，然而在贾徐王村仍有一些
老人在传承这门老手艺。

今年78岁的贾建成十多岁就跟着父
亲和村里的老人学习竹编技艺，能制作竹
床、竹躺椅、竹筐等生活用品和农具。在
艰苦的岁月中，他靠这门手艺养活了一家
老小。他的双手在漫长岁月中被竹条磨得
非常粗糙。但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停下
编织。这份热爱也给了他回馈——目前，
他和老伴靠竹编一天能收入百余元，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去年，村里建竹楼时，他
毫不犹豫地捐出1000元钱，用于支持村
里的竹编事业。

“现在主要是编竹筛、竹篮，要的人
可多。”贾建成告诉记者，不知不觉中他
已经与竹编打交道60多年，总想着这门
老手艺不能丢下。只要还编得动，他就会
一直编下去。

让传统技艺再现活力

贾伟峰今年50岁。“小时候家里穷，
兄弟姐妹多。为了讨生活，我15岁就开

始跟着父亲学习竹编。”贾伟峰说，竹编
是精细活儿，一件成品要经过选竹、劈
篾、拉丝、编制等多道工序，很考验人的
耐心。他常常在凳子上一坐就是一整天，
手上满是茧子。他悟性较高又肯吃苦，很
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30多年的光阴匆
匆而过，贾伟峰靠着对传统手工艺的热
爱不断创新、改进，让自己的竹编制品更
适合新时代人们的需求。

一上、一下，穿入、拉出……一条条
竹丝很快就在他的指尖下连成一片。“随
着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日渐重视，越来越多
的人认为传统物件既环保又美观，开始在
日常生活中选用，其中盛馍、洗菜的竹筐
最受欢迎。为了能与时俱进，制作出更符
合人们的生活需求和审美要求的产品，我
经常跟着手机视频学习竹筐编织的新花

样、新技术。”贾伟峰说，闲暇时他就在
家编竹筐，拿到菜市场去卖，五六十块钱
一个，很快就会被抢完。有时他也送给村
里人用。

“最近我在学竹编垃圾篓，做了几个
样品，很抢手。”贾伟峰说，竹编已陪伴
自己30多年，不仅是谋生的手段，也是
他挚爱的技艺。他会努力将这门家族手艺
传承下去。

为了传承传统技艺，2020年，贾徐
王村召集村内竹匠建起两座竹楼，用于存
放、展示村里的竹编制品，也成为村里一
处景观。“未来，我们打算组建一支专业
竹匠队伍，传承竹编技艺，打造特色产业
链，让我们的竹编手艺重新焕发生机，成
为乡亲们致富的载体，加速乡村振兴。”
村支书贾国锋说。

贾徐王竹编：老手艺接轨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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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成在制作竹筐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今年33岁的赵宁自幼喜欢泥塑

技艺。2012年，从西安美术学院毕
业后，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
会，毅然回到家乡临颍创办工作
室，致力于美术和泥塑技艺的教学
推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泥塑匠
人。

赵宁是临颍县王孟镇化庄村
人。他自幼跟随爷爷奶奶长大。奶
奶喜爱绘画，闲暇时除了画画，也
会用泥土捏塑生动的小动物。爷爷
曾在村里的砖窑场工作，平时也喜
欢捏塑生动的人物、动物形象，并
随红砖一同烧制出来，给他玩耍。
受爷爷奶奶影响，赵宁从小就喜爱
绘画和捏塑。

17岁那年，赵宁跟随工笔人物
画家刘松珊老师学习绘画。2007

年，他考入西安美术学院版画系。
大学期间，赵宁选修了泥塑和陶艺
课程，进行了系统学习。2012年大
学毕业后，赵宁回到临颍创办了一
家美工类工作室。除了美术教学，
他还致力于泥塑技艺的推广，业余
时间在多个幼儿园开展泥塑、陶艺
课程教学。“每周一、周二我都在
幼儿园上课，孩子们很喜欢这种动
手创作东西的过程。希望能在他们
幼小的心灵埋下热爱传统技艺的种
子。”赵宁说。

在赵宁的工作室，各种各样的
泥塑作品琳琅满目。揉、捏、搓、
刮、刻……泥土通过他的双手上下
翻飞，逼真的人物、场景渐渐形
成，人物造型各具特色，富有浓郁
的乡土气息。

2018 年，赵宁跟随甘肃省工

艺美术大师常天平学习泥塑人物创
作，创作出了《安塞腰鼓》《福禄
娃娃》等优秀作品。近年来，他又
在学习借鉴景德镇传统瑞兽貔貅摆
件的基础上创作出了狻猊、许愿神
龙等瑞兽形象，配上夸张呆萌的表
情，生动可爱。今年3月，临颍发
生疫情后，赵宁作为志愿者参与消
杀，被广大抗疫志愿者的无私奉献
精神感动，创作出泥塑作品《吃水
不忘挖井人》。这幅作品近期作为
全市第五届传统手工技艺优秀作
品参与了线上展出，深受群众喜
欢。

“泥塑是在我国流传了千年的
传统技艺。我很享受捏泥人的快
乐，也希望将这份快乐传递给更多
人。我会将这项技艺传承下去。”
赵宁说。

赵宁：匠心塑百态 指尖传薪火

赵宁在进行泥塑创作赵宁在进行泥塑创作

■张盼盼
《黄鹤楼》是豫剧沙河调代表性传统

剧目，又名《三江口》《碧莲会》。故事情
节按照元杂剧《刘玄德醉走黄鹤楼》中的
第三折进行改编，编剧名字不详，现在豫
剧通演版本为冯焕卿口述本，收录于《河
南传统剧目汇编》。

《黄鹤楼》是一部三国题材戏，讲述
赤壁鏖战后刘备久借荆州不还，周瑜以东
吴太后染病为名，诓太后女婿刘备过江探
病。酒宴设在黄鹤楼，宴中周瑜逼刘备写
退还荆州文约。赵云向周瑜索要“东南
风”，刘备因此推托不写退还文约。周瑜
下令：非有令箭，不得放刘备君臣下楼。
刘备惊慌失措之时，赵云将临行时诸葛亮
给的竹节摔破，出现当年借东风时诸葛亮
带走的周瑜令箭。赵云遂将令箭交给鲁
肃，刘备君臣才得以脱险。该剧按照周瑜
这个关键人物索要荆州的事件展开，通过
刘备君臣过江、周瑜威风凛凛坐帐、江边
接刘互相见礼、周瑜黄鹤楼闹楼、赵云拿
出令箭助刘备逃脱这些情节展现各方的较
量。

在戏曲舞台上塑造一个活生生的人物
形象是很不容易的，必须符合人物特定身
份，演出个性。《黄鹤楼》塑造的周瑜是
文武双全的水军大都督，通过唱词“打一
杆都督旗飘飘动动，上写着周公瑾我七岁
调将领兵，八岁官拜都督印，九岁领兵镇
江东，代管着东吴地百万雄兵”点明人物

的身份和才干。原市豫剧团团长张三旺扮
演的周瑜在观众中影响较大。张三旺在对
人物形象的揣摩中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唱”则气势逼人，“念”则傲气满胸，
“做”则洒脱不羁。他全场端着“范儿”，
运用翎子功、蹿桌子、上楼、咬牙等表现
手法刻画人物形象，轻松地展现出周瑜这
个角色的个性。此外，张三旺尤其注重步
法、眼神、表情、念白及身段的相互配
合，将恃才傲物、意气风发、有城府且
阴狠的周瑜形象呈现在舞台上，别具一
格。

一部戏要想受到观众的关注和喜
爱，就要有一定的绝活儿，要有难度、
见功夫，还不能让观众产生演员在炫技
的感觉。《黄鹤楼》较有看点的是周瑜翎
子功和蹿桌子、蹿椅子绝技的使用。尤
其是翎子功贯穿全场——周瑜升帐出场
之时，眼神先左后右然后平视前方、目
中无人，审视周围环境后，双手掏翎子
开始“打一杆都督旗飘飘动动”的唱
段，此时翎子和眼神的结合显示出周瑜
的傲慢、霸气；江边接刘备前，周瑜在
帐中苦思计谋，此时的单摆翎、双甩
翎、双旋翎直到最后翎子静止，显示人
物从静思到焦躁，再到灵光一闪、有了
主意的心理轨迹。

《黄鹤楼》 念白多、唱段少，很考
验演员的功力。例如周瑜和刘备在“先
饮宴后探灾”和“先探灾后饮宴”中争

执，周瑜步步紧逼，重复道“先饮宴后
探灾”，念白力度一次比一次大，让对
手和观众有强烈的压迫感，直到刘备妥
协。

近年来市豫剧团一边推出沙河调新
编历史剧 《郾城大捷》，一边持续演出
《黄鹤楼》，对沙河调的传承做出了贡
献。目前，市豫剧团人才辈出、行当齐
全，是出人、出戏的好时机，应培养一
批能在沙河调领域承上启下的青年演
员。唱腔是一部戏能流传的根本。豫
剧《黄鹤楼》之所以广为人知，主要原
因是剧中“打一杆都督旗飘飘动动”和

“周公瑾在黄鹤楼上笑颜开”两段唱词
的流传。从刘法印到张三旺，这两段的
唱腔虽有差别，但两者各有千秋。如
果该剧有青年传承版，以下建议仅供

参考：一是重视唱腔，打造人物核心
唱段，尤其是周瑜、赵云、刘备、鲁
肃这些人物的唱段要相映生辉。二是
赵云作为该剧的核心人物，可选择基
本功和武打功底较强的演员，下船头和
黄鹤楼扫楼时为该人物增添一定的技巧
难度，以加大赵云令周瑜闻之色变的可
信度。三是强化黄鹤楼闹楼一折，将
故事高潮再上升一个台阶。四是把过
场音乐和人物相见音乐设置得更有地
域性。

一部优秀剧目的流传并不是从头到尾
一成不变，都要经过几代人的探索、提高
和成千上万场演出的检验。希望豫剧沙河
调《黄鹤楼》能早日出现承上启下的青春
版，经过打磨，成为一部精品剧目永流
传！

一部《黄鹤楼》 经典永流传

文化人物文化人物

编者按：
豫剧沙河调是我市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2015 年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名录，2021 年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豫剧沙河调自清朝中期
一脉相传至今，一代代老艺人口口相传，留下来不少代表性传统剧目。从本期
起本版开设“沙河调代表性传统剧目”栏目，请戏剧专家和沙河调研究者为广
大读者介绍这些代表性传统剧目及其传承发展，让传统艺术经典像滔滔河水一
样流淌不息。

张三旺扮演的周瑜（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6月
11日是 2022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
市文化馆承办的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通过新
媒体平台全面推出，进一步增
强 了 人 民 群 众 的 非 遗 保 护 意
识，营造了非遗保护的良好社
会氛围。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我市
的系列宣传展示活动从6月1日
启动，共持续12天，包括“云游

非遗·市级以上非遗项目展”
“云展览·漯河市第五届传统手
工技艺大赛”“云展播·优秀非
遗项目展演”“非遗课堂”四大
部分，共发布非遗展览、展演、
讲座等线上活动47场次，约1.2
万人次参与活动。

这些活动集中展现了我市非
遗保护传承成果，推动非遗融入
现代生活，进一步满足了公众认
识非遗、学习非遗、研习技艺的
需求。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我市开展系列活动

■王学明
线上线下举办形式多样的非

遗展览，全方位打造“沉浸式”
非遗文化体验，开设“非遗购物
节”，举办文物科技创新论坛……
6 月 11 日是 2022 年文化和自然遗
产日，全国各地都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线上线下活动，营造出保护
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的浓厚社会氛围。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
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自然遗产是
记录独特自然美、展现生态文明
的重要标识。踏上民族复兴的伟
大征程，我们要创造更加辉煌的
成就，就要增强历史自觉，坚定
中华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
在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中开拓前
进，让文化和自然遗产连接现代
生活、绽放迷人光彩。

固本培元，让中华文明浸润
心灵。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
民族必须有根植于民族历史沃土
的先进文化。中华文明延续至今
而依旧富有生机，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
向往，归根结底在于牢不可破的
文化自信。当前，中国正走向世
界舞台的中心，我们更需要夯实
文化自信的根基、锻造文化自信
的生命力、找准文化自信的落脚
点，汲取中华文化精髓，呼唤传
统文化回归，传承中华民族精

神。
守正创新，让中华文明焕发

活力。中华文明延续着国家和民
族的精神血脉，既要薪火相传、
代代守护，也要与时俱进、勇于
创新。从 《我在故宫修文物》 到

《国家宝藏》，从《唐宫夜宴》《元
宵奇妙夜》到《洛神水赋》《只此
青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被演绎
得淋漓尽致。我们要通过深入挖
掘传统文化精髓，不断赋予其时
代内涵，让更多优秀传统文化活
起来。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
明好声音。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坚持以
开放包容的心态与其他文明交
流互鉴，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向世界
传播好中国声音，传播好当代中
华文明的新成就、新发展，不断
增强中华文明在世界舞台的传播
力、拓展力、影响力，为世界文
明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
国力量。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文化
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
的自信。传承中华文明是我们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让我们坚
定文化自信，呵护传统文化的薪
火，推动中华文明焕发出更加蓬
勃的生命力。

守护文化根脉
传承中华文明

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6 月 11 日是 2022 年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主题是“连接现代
生活，绽放迷人光彩”。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源自文
化遗产日，是每年 6 月的第二个
星期六，为中国文化建设重要主
题之一，目的是营造保护文化遗
产的良好氛围，提高人民群众对
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动
员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和保护
文化遗产，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
产保护意识。

文化遗产日从 2006 年起设
立。2016 年 9 月，国务院批复住
房城乡建设部，同意自 2017 年
起，将每年 6 月第二个星期六的
文化遗产日调整设立为文化和
自然遗产日。从 2009 年国家文
物局创设主场城市活动机制以
来，每年的文化遗产日国家文物
局都选取一座城市举办文化遗
产日主场城市活动。

历年主题：
2006 年：保护文化遗产，守

护精神家园
2007 年：保护文化遗产，构

建和谐社会
2008 年：文化遗产人人保

护，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2009 年：保护文化遗产、促

进科学发展
2010年：非遗保护，人人参与
2011年：文化遗产与美好生活
2012年：文化遗产与文化繁荣
2013年：文化遗产与全面小康
2014年：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2015年：保护成果全民共享
2016年：让文化遗产融入现

代生活
2017年：文化遗产与“一带一

路”
2018年：多彩非遗，美好生活
2019年：非遗保护 中国实践
2020年：文物赋彩全面小康
2021年：人民的非遗人民共享
2022 年：连接现代生活，绽

放迷人光彩
本报综合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文化名片文化名片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
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有形文
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
文化遗址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
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
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
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
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非物
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和民族
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是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传统
表演艺术、传统手工艺、节庆
活动等。

自然遗产是代表地球演化
历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
代表进行中的重要地质过程、

生物演化过程以及人类与自然
环境相互关系的突出例证，独
特、稀有的自然现象、地貌或
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域。

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和自
然文化双重遗产三项合起来称
为世界遗产，都是由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专设机构认定的。

中国共有 55处世界遗产。
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7处，世
界自然遗产14处，文化与自然
双重遗产4处。中国的世界遗产
总数量与意大利并列世界第
一。中国是世界遗产类别最全
的国家之一，是世界自然遗产
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文化与
自然双重遗产最多的国家 （与
澳大利亚并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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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文化和自然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