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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净旖
“赶考路上，迎难而上。矢志不

渝、初心不忘。沧海横流勇砥柱，志气
骨气底气强……”近日，一首催人奋进
的原创歌曲《赶考路上》凭借优美的旋
律走红网络。11月 9日，记者采访了
《赶考路上》的创作团队，听他们讲述
了这首歌的创作过程。

“今年3月我就开始酝酿创作献礼
二十大的作品，用了3个月的时间完成
了 《赶考路上》 歌词的初稿。后来又
多方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力求通俗易

懂。”《赶考路上》 歌词作者王秋霞告
诉记者，她喜欢写古典诗词，但从古
典诗词创作模式转换为歌曲创作还是
有难度的。她不断学习，逐渐掌握了
歌词押韵和分段的技巧。今年 6 月，
《赶考路上》歌词创作完成后，她找到
我市知名音乐人朱凯华、赵庆久和金
占峰谱曲。

“看到这首歌获得网友好评，我们很
开心。”作曲家金占峰说，在创作过程
中，大家都想着如何尽快把歌曲推出，
每个人都各尽所能、精益求精，满满的

创作热情让人感动。《赶考路上》歌词中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
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赶考永远
在路上，荣光永远在前方”三段回环，
主题鲜明、昂扬向上，彰显了共产党员
赶考路上勇毅前行的坚定决心，有很强
的艺术感染力。

“这首歌大气浑厚，表达了深沉的
情感，抒发了真实的心声，要唱好并
不容易。”《赶考路上》 的演唱者朱凯
华和杨艺告诉记者，他们经反复琢
磨，逐渐找到最合适的演唱方法，那

就是不加任何修饰，在唱法上传递奋
发向上的正能量和阔步走向新时代新
征程的豪迈之情。

“在认真聆听和学习了党的二十大报
告后，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
发展的宏伟目标让我倍感振奋。作为一
名党员，踏上新征程，我们要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守正创新、笃行致远。”王秋霞告诉记
者，今后她会继续努力，推出更多富有
时代精神、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
秀作品。

《赶考路上》唱出豪迈情怀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一榫一卯，镌刻匠心。传统榫卯家具

制作技艺是我国工匠数千年的智慧结晶。
今年59岁的时振甫出生于木匠世家，从
小耳濡目染，对木匠这一职业情有独钟，
15岁开始独立制作古典家具，几十年来
走南闯北磨炼技艺，熟练掌握了一代代能
工巧匠薪火相传的榫卯技艺，并通过自己
的双手让家具再现古韵。

1963年，时振甫出生在舞阳县吴城
镇一个木匠世家。时氏古典家具制作技艺
传承至今已有100多年。“从清朝末年开
始，我的曾祖父就利用从师傅那里学来的
木匠手艺，挑着工具走街串巷给人做家
具，养活一家老小。”时振甫说，从他记
事起，就每日看爷爷和父亲做家具，当时
时氏家具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

时振甫十来岁时就开始帮父亲拉大
锯。“当时我个头小，父亲站在地上，我
站在板凳上，俺俩一块儿拉锯。十四五岁
时，我已经能独立制作古典家具了。”时
振甫说，20世纪80年代，当时漯河及周
边地区逐渐流行新式家具，古典家具没有
了市场。但是在陕西咸阳，古典家具还很
流行，他便跟着爷爷到咸阳做古典家具。
在那里干了几年后，时振甫回到舞阳开了
一家小作坊，自己做家具售卖，或者给工
厂加工定制的家具。

“2001年，有个老乡在广东的红木家
具厂干活。经他介绍，我去了广东的家具

厂，设计、制作古典家具。”时振甫说，
之后，他又辗转到北京潘家园修理古典家
具。2009年，他回到漯河，在郾城区华
山农贸市场附近开店，手工制作明清家
具、木雕工艺品等。

“榫卯是古代中国建筑、家具的主要
结构方式，就是在物件上不使用钉子，而
以两个构件的凹凸部位相结合进行连接。
凸的部分叫榫，凹的部分叫卯……”谈及
传统榫卯技艺，原本不善谈的时振甫如数
家珍。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榫卯制作技艺
源远流长，是古代家具制作的主要技艺。
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中就出土有
大量榫卯结构的木质构件。这些构件主要
应用在房屋的建造上，说明早在六七千年
前古人就已掌握了榫卯技艺。明清时期，
利用榫卯技艺制作家具的水平达到了顶
峰。可以说，榫卯的发展史就是中国传统
建筑和家具的演进史，是工匠们高超技艺
不断传承发展的历史。

“时氏古典家具制作秉承祖辈传下来
的手艺，大量使用榫卯技艺。所用木料都
是自然风干的老料精心选出纹理清晰、不
易变形的，经过配色后再锯料，然后放置
几日，确认不再变形后用刨子刨平、画
线，用锯、刨子、凿等工具凿出榫眼，开
出榫头。待加工出所有部件后完成组装，
然后打磨、上蜡、上油……”时振甫
说，原生木料要做成典雅厚重的古典家

具，需要经过 8 道程序 30
多个环节的淬炼打磨。榫
卯结构是时氏古典家具制
作技艺的灵魂。在榫卯结构
中，榫头制作最复杂、加工
时间最长、技术要求最高。
每一个榫头都要达到九分
紧，太松不够牢固，太紧则
易胀裂。

时振甫精通明清古典家具
制作，尤其擅长手工榫卯技
艺。几十年来，一件件红木原
材在他的巧手雕琢之下变成了
明清桌椅、茶台箱柜、雅床艺
雕等，走进人们的生活。他以
传统榫卯结构制作的明清家具
古朴典雅，吸引了不少人慕名
前来定制，他的名气也逐渐流
传开来。今年10月17日，中
央电视台《探索·发现》栏目
以纪录片手法讲述了我市三位
木艺匠人坚守创新的故事，
其中一人便是时振甫。央视
的报道让更多人认识了他，
也增强了他传承家族老手艺
的信心。

2021年，时氏古典家具
制作技艺成功申报为舞阳县县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时振甫成为该项目的传承
人。“榫卯家具制作成本高、耗时久，所
以学习的人也很少，传承面临一定的困
难。”时振甫感慨道。然而，让他自豪的
是，28岁的儿子自幼看他干活，也非常
喜欢木工，如今已经全面掌握了家传的古
典家具制作技艺。时振甫的两个徒弟跟着
他学习多年，也已经能独立制作古典家

具。
“现在我还在用心制作各种经典明清

家具和曲胡、二胡、三弦等传统乐器，以
及孔明锁、鲁班球等儿童益智玩具，还有
一些木雕工艺品、文玩手把件等。”时振
甫说，他将继续努力，让传统技艺得到更
好的传承。

传承榫卯技艺 再现家具古韵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近
日，第八届河南曲艺牡丹奖获奖
名单公布——我市文艺爱好者张
盼盼的作品 《布衣英雄陈廷贤》
《抗日英雄赵伊衡》获得节目奖，
张盼盼还凭借 《布衣英雄陈廷
贤》获文学奖；来自清河社的相
声演员张科举凭借相声作品《如
此说话》获表演奖提名奖。

河南曲艺牡丹奖是河南省曲
艺最高专业奖项，由河南省文联
和河南省曲艺家协会联合主办。
第八届河南曲艺牡丹奖总决赛于
9 月底举办。本届赛事精彩纷
呈，参赛作品聚焦“喜迎二十大
说唱新时代”，展现了河南曲艺的
创新实力和曲艺人推动文艺繁荣
发展的使命担当。

《抗日英雄赵伊衡》 和 《布
衣英雄陈廷贤》均由张盼盼完成

文字创作，后与其他文艺团体合
作，以河南坠子的形式参赛。
《抗日英雄赵伊衡》将沙澧河畔
知名的大槐树与漯河籍抗日英雄
赵伊坪烈士的事迹进行艺术性的
结合，塑造了主人公“赵伊衡”
面对日寇和汉奸的威逼利诱宁死
不屈的光辉形象；《布衣英雄陈
廷贤》是根据河南省文联副主席
陈涌泉的《布衣英雄》进行改编
的作品。《如此说话》是我市清
河社相声演员张科举创作的相声
作品。“这是我围绕语言艺术的
风趣幽默创作的一个 10分钟的
作品，在小剧场打磨一年多后参
加了比赛。”张科举告诉记者，
我市的相声作品能在这样的大舞
台上演出并获奖非常不容易。他
将继续努力，在相声艺术之路上
执着前行。

我市三部作品
获河南曲艺牡丹奖

■李伯良 口述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整理

李伯良，1940 年生，我市著名剧作
家、舞美设计师，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
他从事编剧、舞台美术设计工作多年，荣
获多个国家级、省级奖项，有多部作品被
专业剧团搬上舞台并获奖，其中《岗九醒
酒》获中国电视金鹰奖银奖。

沙河调作为流传于沙河流域的剧种，
至今已经传唱200多年。沙河调蕴含着深
厚的历史沉淀，集中反映了沙河流域人民
群众的思想、生活和文化审美，是沙河流
域传统文化中闪耀的明珠。

从清朝到现在，岁月变迁中的沙河调
经历过繁荣和低谷，它的发展凝聚了数代
艺人的心血和汗水。

在沙河调的早期形成阶段，艺人们在

传承与创新中不断融合发展，逐渐形成
了粗犷豪迈、铿锵激越的艺术特色。20
世纪 50 年代，《金素梅》《竹藤之花》
《商店风波》等新戏登上舞台，安金凤、
刘梅英、李顺等一大批演员将沙河调的
发展推向新的高度。《蝴蝶杯》 一剧曾
在武汉新汉剧场连续演出三个月。在
戏剧名家荟萃之地能有如此成绩，可
见沙河调受欢迎的程度。近几十年
来，随着一些专业研究会和剧团的陆
续成立，文艺工作者对沙河调开展了收
集、整理、恢复工作，以张三旺为代表
的一批沙河调演员通过各种演出形式，
将《雷音寺》《黄鹤楼》等传统剧目带给
更多观众。

2015年，沙河调入选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名录；2021年，沙河调入选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这是对

沙河调艺术的肯定，也有利于沙河调的
传承发展。沙河调要把守正作为基础、
创新作为动力，保持其在文学、音乐、
表演、舞美等方面的艺术特色。要通过
老艺人挖掘、收集相关资料，尽可能保
留传统剧目、唱腔，为沙河调的创新提
供源泉。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不仅是
对演员的培养，还要对包括编剧、音
乐、舞美等人才进行全面、系统的培
养。要把更多沙河调剧目推向舞台，为
群众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演

出。要通过举办艺术节、戏剧展演和评
奖等活动，扩大沙河调的影响力，把沙
河调打造成漯河的文化品牌。要加强
剧本创新，创作出结合现实生活、反
映身边人和事的新剧目，讲好漯河故
事。

沙河调扎根于沙河流域，是漯河人割
舍不断的乡情。从过去到现在，漯河人民
对沙河调都有着深厚的感情，渴望看到更
多高水平的演出。沙河调应该有更精彩的
剧目展现给人民群众。

守正创新 传唱乡音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郎纪山
舞阳县姜店乡和善李村位于

澧河南岸，村民皆姓李，古时称李
庄。

李庄背靠澧河，向南有一大片
坡地，一岗一洼。洼地易涝，十种
九不收。人们发现有一种叫秫秫
（高粱）的高秆儿作物耐涝，就在低
洼易涝处广植秫秫。这种作物产量
低，但总比地撂荒强，况且秫秫穗
儿可以扎笤帚，秫秫莛子可以纳锅
簰，秫秫秆儿可以织箔、修房盖屋
做“里子”，还可以烧火做饭。所
以，一直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李庄村南的大片坡地里还种植着秫
秫。

可以想见，冬日里，农户的
宅院旁堆满了秫秫秆垛，成为古
朴乡村特有的风景。不想，有一
天，有户人家烧锅时不小心引燃
了柴草垛，村里人扑救不及，风
助火势，殃及邻里，不多时，熊
熊大火便吞噬了整个村庄。

火灾过后，村里人将居住地南
移到现址，把这个村庄改称为“火
烧李”。时间久了，李庄村人也自
称村子为“火烧李”了。

由于时代局限，人们往往将
火灾的发生附会于神灵，于是就

有了种种传说。这些传说无非是
在告诉人们：凡事皆有因，非人
力所为。人们或是在为自己的疏
忽大意开脱，抑或是为了抹平不
堪回首的惨痛记忆。

火烧李村自古多才俊，一向
为十里八村的人们所称道。民国
初年，村上出了个名叫李资甫的
人。他乐善好施，重视教育，积
极筹建本村的学堂。李资甫联络
村上几家富户集资，在村西北的
一处空地上建校舍七间，聘澧河
北岸童张村的张自善（音）等三
人为教师。张自善兼任校长，负
责学校的各项事务。学生多来自
本村，学段为初级小学。

一切准备停当后，李资甫去
县劝学所（县教育管理机构）报
备。劝学所工作人员认为“火烧
李小学”这一名称有失文雅，建
议更改一下。李资甫回来后与村
里人商讨更名事宜，经再三推
敲、斟酌，最后决定以“火烧
李”的谐音——和善李小学呈
报，后获批。

后来，“火烧李”的村名就改
成了和善李村，延续至今。“火烧
李”的村名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
尘埃里，成为老一辈人的记忆。

和善李村的来历

眼下正是柿子大量上市的时
节，在享受美味的同时了解有关
柿子的文化知识，相信大家会对
柿子的喜爱加深几分。

自古以来，柿子在中国文化
中都是吉祥如意的象征，无论文
人墨客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柿
子。民间亦有风俗，春节时，有
钱人家要摆一盘大橘子，橘子上
面放柿子或柿饼，再将柏枝置于
柿上，谓之“百事大吉”。旧时婚
俗中，柿子也是必备的吉祥果之
一，表示婚后事事如意、事事安
顺。而柿子与如意更是汉族传统
吉祥图案之一，许多国画名家都
有传世的绘柿名作。

国人咏柿由来已久。最早歌咏
柿子的诗见于南北朝时的南朝梁
代。梁简文帝萧纲在感谢太子给他
送柿子的文章 《谢东宫赐柿启》
中，形容柿子“甘清玉露，味重金
液”。南北朝诗人庾仲容在《咏柿
诗》中描写：“发叶临层槛，翻英
糅花药。风生树影移，露重新枝
弱。苑朱正葱翠，梁乌未销铄。”

“苑朱”当为“宛朱”，指的是河南
安阳产的红色柿子，“梁乌”则指
河南开封产的乌青色柿子。

到唐宋时期，更有不少诗人
对柿子的美味大加赞赏。唐代韩
愈 《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 诗

曰：“柿红蒲（葡）萄紫，肴果相
扶檠。芳荼出蜀门，好酒浓且
清。”从题目即可得知，这是韩愈
作为主考官在设宴招待“秀才”。
诗句里的“芳荼”是指好茶，可
见柿子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与葡
萄、好茶、好酒一同用来招待贵
客。宋代杨万里在《谢赵行之惠
霜柿》一诗中，一边盛赞带霜柿
饼，一边念念不忘“柿叶临书”
的榜样。“红叶曾题字，乌椑昔擅
场。冻乾千颗蜜，尚带一林霜。
核有都无底，吾衰喜细尝。惭无
琼玖句，报惠不相当。”

在近现代文人雅士眼中，柿
子圆硕而招人喜爱。老舍写他理
想的居所时说，院子里一定要有
几株果树，于是就在小院种了柿
子树，还给院子取名“丹柿小
院”；齐白石酷爱画柿子，还总要
题上“事事平安”一类的吉祥
句，借画寓意，借物送福，更曾
自喻为“柿园先生”。

在中国美术界，以柿蒂四个
萼片为造型的柿蒂纹是一种美观
大方的传统装饰纹样。柿蒂纹最
早见于战国时期，在汉代铜镜和
服饰上应用得最多。此后历代的
剑首、华盖、伞盖和各种建筑物
上也经常能见到柿蒂纹。

据《北京日报》

“柿柿”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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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振甫在选木料制作家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