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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每年春节前夕是花灯手工艺人吕玉星

最忙碌的时候。20 多年来专注制作花
灯，他创作出2000多个花灯作品，在江
苏、河南、河北、湖南等地展出。这些做
工精细、造型优美、创意十足的花灯不仅
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也为传统花灯制作
技艺的传承做出了贡献。

今年55岁的吕玉星家住舞阳县城上
海路。谈及与花灯结缘，吕玉星告诉记
者，他自幼喜欢画画。1985年，他进入
舞钢市文化馆举办的学习班学习美术，毕
业后曾在舞钢市文化馆工作了几年。在那
里，他接触到很多传统手工技艺。

20世纪 90年代，吕玉星离开文化
馆，开了一家广告公司。“一个偶然的机
会，有人找到我，想做两盏花灯。”吕玉

星说，当时他的广告公司并没有经营这项
业务，但他在文化馆工作时接触过花灯制
作，认为这是公司可以拓展的一个新业
务，就答应下来。

之后吕玉星开始钻研传统花灯制作技
艺。他告诉记者，做花灯需要先设计出样
式，这对有美术功底的他来说并不算难事。
完成设计后，他从扎骨架开始学起，一步一
步学装灯、裱布、画装饰画、装头穗……
传统手工花灯要经过十多道工序，制作时
不仅要有高超的技艺，还要有足够的耐
心。扎骨架是最基础的工作，也是吕玉星
最看重的。骨架的比例不对，成型的花灯
就不好看。“在扎骨架的过程中，手被划破
是常事。”吕玉星说，经过半年多的学习、
摸索和实践，他终于学会了花灯制作的一
整套流程，制作出一盏生肖猪灯。

“灯做好后我很有成就感，觉得做花
灯很有意思，深深被这项传统技艺吸引住
了。”吕玉星说，从那以后，他迷上了花
灯制作。1998年，为了更好地学习花灯
制作技艺，他关停了广告公司，到南方去
学习。他先后在珠海、中山、潮州等地的
大型灯饰创意公司做灯饰设计工作。“在南
方做灯饰设计师时，我主要是进行创意设
计、电脑制图，雕塑岀模型，开模后做出
产品，然后组装成灯。”吕玉星说，那几年
在规模较大的公司工作，他增长了不少见
识，提升了创意水平。忙于工作的同时，
他每年都会抽时间前往山西、陕西、江苏
等地学习民间花灯的工艺、技法，开拓思
路，不断汲取传统艺术的营养。

逛灯展一向是群众重要的节庆娱乐方
式。近年来，传统文化回归，全国很多地
方都会举办灯展、灯会。为了全身心投入
花灯制作，2016年，吕玉星回到舞阳创
办工作室，开始为全国各地的灯展制作花
灯。“目前我们有一个二三十人的团队，
我主要负责花灯的设计和技术指导。忙时
到全国各地制作花灯，淡季就在舞阳的工
作室搞设计。”吕玉星说，近年来，他带
领团队到河北廊坊、陕西韩城、湖南怀
化、贵州铜仁、江苏南京等地制作花灯，

创作出2000多件花灯作品，最大的高十
几米，最小的只有几十厘米，有卡通人
物、十二生肖等多种形象。他设计制作
的花灯既吸收了传统花灯工艺的精髓，
又独具自身的风格，在造型、色彩、灯
光设计上融入不少现代元素，深受群众
喜爱。

“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兔年，近期我制
作得最多的就是各种兔子形象的花灯。我
们借鉴别人的创意，做出了‘地球兔’
花灯，很受欢迎。”吕玉星说， 花灯的制
作历史悠久，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材质
和造型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对
花灯的质量、样式有了更多要求，尤其是
大型花灯创作难度更大，融入的技术也很
复杂。在吕玉星看来，传统花灯制作只有
不断创新，才能获得长久发展。

“现代花灯的创作融入了结构、力
学、电学、美学、材料学等学科知识，所
以必须不断学习、创新技艺，才能适应市
场需求。这几年我一直在花灯设计上下功
夫，希望能有更大突破。”吕玉星告诉记
者，他曾尝试将舞阳农民画融入花灯制
作，未来也希望能把更多漯河元素融入花
灯，让漯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通过花灯
展示，被更多人喜爱。

专注二十年 创新做花灯
■本报记者 张玲玲

“崇高事业志犹壮，盛满乾坤
势更坚。不忘初心担使命，共同
奋斗谱华篇。”这是我市文艺爱好
者王秋霞创作的格律诗《二十大
精神耀中华》中的诗句。《二十大
精神耀中华》 由 17 首格律诗组
成，读起来朗朗上口、铿锵有
力，字里行间表达着作者对党和
国家的忠诚与热爱。

“党的二十大报告振奋人心！
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爱好者，我
有责任和义务跟随党的脚步，用
文艺之光为社会增添正能量。”12
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
秋霞如是说。

党的二十大召开后，王秋霞
通过不同方式多次学习党的二十
大报告，并书写多篇心得体会，

“逐字逐句、联系实际学，做到学
深悟透、学懂弄通、准确领会，
每次学习都有不同的收获。”在王
秋霞看来，二十大报告的内容与
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作为一名有
着多年党龄的党员，爱好文艺的
她萌生了利用格律诗宣传二十大
报告的想法。“格律诗押韵，便于
记忆和传诵。”王秋霞说，怀着一
腔热血和无限激情，她投入创作
之中。

由于白天要上班，王秋霞就

利用下班时间写作。创作时她严
格遵循押脚韵、调平仄、用对仗
等格律诗的创作规则，字斟句
酌，反复推敲、修改。怎样才能
鞭辟入里地表达情感、怎样更好
地体现格律诗的艺术魅力成为王
秋霞在创作过程中思考最多的问
题。“写诗既是表达自己对党和国
家的热爱之情，也蕴含着对未来
的向往。整个过程十分顺畅，而
且我越写越兴奋。”王秋霞说，她
一鼓作气，于 12 月 1 日凌晨完
成创作。党的二十大报告共分15
个部分，王秋霞写了 15 首格律
诗，每首对应一个部分。另外根据
二十大报告的开头和结尾，为这组
诗加上了序和跋，一共17首。近
千字的格律诗读起来通俗易懂、抑
扬顿挫、韵味十足。“通篇主要采
用‘平水韵’中的‘一先韵’，兼
用‘十三元’‘十四寒’‘十五删’
等邻韵押韵法，让17首格律诗浑
然一体。”王秋霞说。

王秋霞告诉记者，通过创
作，她更加深刻地领悟了二十大
报告的精神。同时，能为宣传二
十大报告贡献力量，她感到非常
欣慰。“我要把二十大精神融入以
后的工作中，为实现党的二十大
描绘的宏伟蓝图而努力奋斗。”王
秋霞说。

诗颂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这两
个四字短语在2022年中央发布的
文件、报告中经常出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的主题部分也使用
了“踔厉奋发，勇毅前行”这两
个短语：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
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踔”有“跳跃”的意思，
“厉”表示“猛烈，雷厉风行”，
“踔厉奋发”可以解读为“以更高
更强的姿态奋发向上”；“勇”是

“勇敢”，“毅”是坚毅，“勇毅前
行”则表示“勇敢坚决地前行”。

“踔厉”和“勇毅”并不是当
代才出现的新词语，它们是汉语
词汇中已经存在很久的词语，属
于一般词汇中的传承词。例如：

（2） 其慷慨助饷，多为华
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
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踔厉奋
发，各尽所能，有此成功。（孙中
山《中国革命史·革命之运动》）

（3）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
者有绪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捍，
食气者神明而寿。（《孔子家
语·执辔》）

由于语言的渐变性和继承
性，古语词有很大一部分会沿用
至现当代，这就是所谓的“传承
词”。与基本词汇相比，这类词
不具备普遍性和能产性，它们使
用的范围比较狭窄，使用的频率
也比较低，只在书面语中偶尔使
用，具有很强的书面语色彩，
是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生僻
词。“踔厉”和“勇毅”虽然是
生僻词，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它们
随着政治生态的需要而流行起
来。

在现代汉语词汇中，似乎很
难找到与“踔厉”意义相同或相
近的词语；“勇毅”与“勇敢”也
不同，“勇毅”在“勇敢”的基础
上还增加了一层“坚决”之义，

词义更加丰富。词义的形成一方
面以现实为基础，另一方面也受
制于同一语言中与其他词义的
相互关系。既然在现代汉语词
汇 系 统 中 已 有 “ 踔 厉 ” 表 示

“更高更强”之义、“勇毅”表
示“勇敢坚决”之义，那么把
这些生僻词挖掘出来，与政治
生态相呼应，重新变成书面语
中常用的词语，这既符合词汇
系统的经济原则，又丰富了我
们的语言表达。

“踔厉奋发”和“勇毅前行”
两个四字短语可以连在一起使
用，也可以分开来使用；它们大
多用在政府为新阶段发展所作出
的重要决策部署中，体现了党带
领人民团结一致全面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斗争精神和坚定信
念。例如：

（4）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
把脉定向、掌舵领航、寄予厚望，
北区上下愈加感恩习近平总书记的
深切关怀，更加信心满怀，踔厉奋
发书写崭新答卷！（《西宁晚报》
2022年6月10日）

（5） 要以史为鉴，埋头苦
干，勇毅前行，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执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
为创建一流矿产资源绿色利用科
技创新机构而不懈奋斗！（《中国
矿业报》2022年1月4日）

（6）立足本职工作，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为奋力谱写多彩
贵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力
量。（《铜仁日报》 2022年 4月
27日）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水到
渠成地表达出的赤诚之心，是我
们奋斗道路上必须具备的两大优
秀品质，在努力奋斗的同时也要
有勇敢坚决的信念。随着政治生
态的健康发展，像“踔厉”“勇
毅”这类从古汉语传承下来的不
常用的生僻词，因其内涵丰富、
色彩积极，从而得以重新启用。
我们相信，随着“踔厉”和“勇
毅”的高频使用，它们会出现在
越来越多的领域中，很有可能会
从生僻词变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常
用词。 据《咬文嚼字》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吕玉星制作的大型龙灯。（吕玉星提供）

花灯是我国传统民俗工艺品，兼具生
活功能和艺术特色；赏灯是数千年来重要
的娱乐活动。

花灯起源于西汉时期。当时汉武帝在
农历正月十五设坛祭祀太阳神，因为要彻

夜举行，所以要整晚点灯照明，后来便演
变成了各式各样的花灯。

隋朝时，赏灯逐渐发展为元宵节习
俗。节日期间热闹非凡，赏灯活动通宵达
旦。唐朝时社会安定、国家富足，花灯更
是盛极一时。

我国历代花灯的制作都非常讲究，品
种繁多，有龙灯、宫灯、荷花灯、走马
灯、花篮灯等。

花灯
相关链接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近日，“经典民艺颂中华”
河南省第二届民间艺术大赛评奖结果公布，我市6名民
间艺人的作品获奖，涵盖木雕、面塑、农民画等。

据了解，“经典民艺颂中华”河南省第二届民间艺术
大赛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面向全省征集到传统
民间艺术优秀作品1026件。我市民间艺人王敬民的木雕
作品《黄河母亲》、王亚东的陶瓷作品《贾湖花插》均荣
获二等奖，吕东宁的砖雕作品《字圣许慎》、赵闯的面塑
作品《关公》、孟少雄的农民画《玉兔呈祥》和吴正洋的
剪纸《京剧脸谱》均获三等奖。

近年来，我市通过搭建平台、培养人才、创建品牌
等措施，充分激发传统文化潜力，全力推动传统手工艺
创新性发展，并通过举办传统手工技艺大赛等活动，挖
掘、培育了一批非遗人才，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传承精
神，为我市历史文化名城建设和乡村文化振兴助力。

省民间艺术大赛

我市6件作品获奖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恭喜女儿的面塑作品荣获金奖！”12月10

日，我市市级非遗项目刘氏面塑传承人刘书杰在
朋友圈晒出女儿刘静仪的获奖作品和证书。为了
让家传面塑技艺代代传承下去，几十年来，刘书
杰倾尽心血。

刘书杰的女儿刘静仪今年28岁，从事摄影
设计工作。“我从小就看父亲捏面人，很喜欢，
就跟着学。”刘静仪告诉记者，近几年来，她看
到国家对非遗文化越来越重视，社会对传统手工
艺也越来越关注，于是决定开始正式学习家族手
艺，在业余时间进行面塑创作。

今年夏天，看到我市举办“扫黄打非·护
苗”主题非遗（文创）作品大赛的消息后，刘
静仪决定根据这个主题进行创作。记者看

到，她的作品以读书屋为背景，以孩子们喜
爱的动画片 《熊出没》 中的卡通人物形象为
正义使者，以狼外婆手推车中迷信、涉黄等
内容的书籍为“黄”“非”对象，引导青少年
远离有害读物。该作品在今年全市“扫黄打
非·护苗”主题非遗 （文创） 作品大赛中荣
获金奖。

除了培养女儿，刘书杰还经常在亲戚朋友的
孩子中教授面塑技艺，培养第六代传承人。此
外，他还招收徒弟，在寒暑假开展少儿面塑技艺
培训，积极参加公益宣传活动，讲授面塑知识，
传授面塑技艺。

“面塑是传统手工技艺，也是中华艺术的瑰
宝。我希望通过努力，为它的传承发展贡献力
量。”刘书杰说。

刘氏面塑技艺薪火相传

■孙彦涛
北宋末年，金兵大举进犯中原，北方

重镇相继沦陷。
彪悍的战马是北方游牧民族决胜的

重要因素。但金兵打到中原后已是强弩
之末，气候、环境和粮草限制了他们南
侵的进度。有一年夏天，金兵与岳飞统
领的岳家军鏖战中原时，正值中原大
旱，天气炎热、粮草匮乏，儿马张村的
故事就发生在双方的拉锯战中。

儿马张村原来叫马张村。该村村民
擅长养马，远近闻名。儿马张村养的主
要是商用马和农耕用马，一般都养在马

厩里，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马相比野性
不足、战斗力弱。而北方马野性足、好
斗，耐寒而不耐热。当时正值伏天，金
兵的战马需要休养、进食，恢复体力，
金兵就强占了儿马张村的马厩，把本地
马都赶出来，致使很多本地马都在炎热
的天气死亡或生病。老百姓仇恨金兵，
心疼自己的马匹，就想办法报复金兵，
在金兵战马的马料里偷偷加入巴豆，使
他们的马上吐下泻，失去了战斗力。金
兵发现之后，一怒之下把儿马张村的马
全部杀死。

一天上午，金兵在杀戮一批本地马

时，一匹两岁的儿马（小马驹）突然挣脱
缰绳腾空而起，向一个坐在马上指挥的金
兵将领冲过去，一口咬住这个金兵将领的
脖子。随后，这个金兵将领被勇敢的儿马
撞倒在地，一命呜呼。

这一突发事件让所有人始料未及。金
兵惊恐之余，指挥大群战马围攻这匹英勇
的儿马。儿
马虽然尽力
想 突 出 重
围，但终于
被金兵战马
打败，并被

残忍杀死。随后，儿马张村也遭受劫难，
数百名养马人被杀。从此，这里成了无人
村。

元朝中期，固厢乡谷垛杨村的杨姓
兄弟迁居到儿马张村生活。为了纪念这
匹英勇的儿马，迁居至此的杨姓村民把
村名更改为儿马张。

历史烟云中的儿马张村

刘静仪获奖面塑作品。

北京时间11月29日晚，“中
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
在摩洛哥拉巴特召开的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
府间委员会第17届常会上通过评
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
习俗”是指有关茶园管理、茶叶
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
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
该项目包含了来自全国 15个省
（市、自治区） 的44个小项目。
本次申报涵盖绿茶、红茶、乌龙
茶、白茶、黑茶、黄茶、再加工
茶等传统制茶技艺，其中还包括
径山茶宴、赶茶场等相关习俗，

堪称我国历次人类非遗申报项目
中的“体量之最”。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圣
陆羽编写的《茶经》中记载：“茶
之为饮，发乎神农氏，神农尝百
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
之。”作为华夏民族独特的饮品，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此次入选
世界非遗是“中国茶”数千年来
足以载入史册的一项殊荣。

当前，我国茶叶的种植面
积、从业人群、茶产量及产值等
多项数据均居世界前列。作为世
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
国家，茶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国人
的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
要载体。 本报综合

中国茶入选世界非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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