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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全省“我的乡村合作社”才艺

大赛评奖结果公布：舞阳县陈梅生河南坠
子传承基地的作品获“齐秀村艺”优秀作
品奖。近年来，国家一级演员、河南坠子
传承人、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获得
者陈梅生一直致力于河南坠子的传承与发
展。2016年，由她主导在舞阳县成立了
陈梅生河南坠子传承基地。6年来，陈梅
生利用业余时间穿梭在郑州和舞阳之间，
授课、指导、排演节目，培养河南坠子学
员数百名。12月16日，记者通过电话和
微信采访了陈梅生。

陈梅出生于1968年，舞阳县保和乡
人。1983年，热爱文艺的陈梅生报名参
加了舞阳县文化馆举办的曲艺培训班。在
这里她第一次接触了河南坠子，从此爱上
了这门传统艺术。1986年，陈梅生在郑
州参加培训时，恰逢中国北方曲艺学校的
工作人员到郑州招生，她立即报名参加了
考试，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成为该
校“长篇书专业”的首届学生。在这里，
陈梅生跟随河南坠子一代宗师刘宗琴先生
学习了她的大书代表作《杨家将》《李逵
夺鱼》《李自成》等经典作品。

1990 年，陈梅生进入河南省曲艺
团，成为一名河南坠子演员。20世纪90
年代，全国各地的曲艺团体都不景气，演
出市场萧条，陈梅生开始参加相声剧、小
品等演出和一些影视剧的拍摄。尽管也有
了一些成绩，但她始终无法割舍深埋心中
的坠子情缘。“我觉得代代相传的传统艺
术不能到我们这一代断档。”陈梅生重返
河南坠子表演舞台，积极争取演出机会，
认真总结每场演出的经验，不断创新表演

内容。她以演唱短段为主，在表演中融入
坠子大书的艺术手法，既激昂奔放、豪迈
大气，又婉转流畅、俏丽清新，逐渐形成
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在陈梅生看来，传统艺术必须不断
创新才更有生命力。为此，她与天津市
曲艺团曲艺作家、中国曲艺牡丹奖获得
者杨妤婕等合作，推出了《出征》《盗仙
草》《寇准罢宴》《中原美》和《红船故
事》《红军过苗寨》《红岩》“三红”系
列，以及《春》《夏》《秋》《冬》四季组
曲等一批坠子新作品，多次在国家级、
省级比赛中获奖。其中 《姐妹花》《出
征》《中原美》 在中央电视台 《曲苑杂
坛》栏目播出。2016年，陈梅生更是凭
借河南坠子长篇大书 《杨家将》 选回
《砸御匾》 荣获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
奖”表演奖。

如今，陈梅生是国家一级演员、河南
坠子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河南
坠子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河南的
一张文化名片。但在2016年，我的家乡
舞阳全县河南坠子艺人仅剩3人，且他们
已经十多年没有演出过。”陈梅生说，得
知这个情况后，她决心在舞阳县创建河南
坠子传承基地。

2016年，在陈梅生的努力下，陈梅
生河南坠子传承基地在舞阳县辛安镇李
闫庄揭牌成立，由舞阳县文化志愿者介
雪芹、陈文玲、李艳惠、赵勇超、闫献
春等 30余名曲艺演员、琴师、编导组
成教学和演出队伍，面向社会和校园招
收学员，每周六由陈梅生等名师为学员
授课、指导。陈梅生河南坠子传承基地
的老师们带领学员走进校园进行演出，

目前已走进 32所学校、培养学员数百
名。同时，他们走进社区、村庄、敬老
院、建筑工地演出，6年来已巡演 327
场。

在陈梅生的努力下，河南坠子的影响
力有了显著增强。由陈梅生河南坠子传承
基地成员创作的河南坠子《一片丹心莲花
开》进京在全国农村春节晚会演出，《唱
段坠子给党听》《共产党救了咱中国》《贾
湖稻香》先后受邀在郑州、南阳以及江
苏、安徽演出。基地小学员连续荣获河南
省第十届少儿曲艺大赛表演一等奖、河南
省第十一届少儿曲艺大赛节目一等奖、河

南省第十二届少儿曲艺大赛表演一等奖等
奖项，基地教师陈文玲荣获“全国优秀文
化志愿者”称号。2021年，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为基地挂牌，授予“河南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示范传习所”牌匾。

从艺30余年，河南坠子对陈梅生来
说是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现在
最想做的就是把河南坠子更广泛地传播和
传承下去，尽可能多带学生，让更多人了
解河南坠子、喜爱河南坠子、学习河南坠
子，让更多年轻人像喜欢流行歌曲那样热
爱我们的传统文化。”陈梅生说，为此，
她将奋斗不止。

陈梅生：传承河南坠子 弘扬曲艺文化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近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了河南
省第十一届少儿才艺大赛获奖名
单，我市选送的作品取得佳绩，
共30个作品获奖。

12月17日，记者从市文广旅
局获悉，本届少儿才艺大赛由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教育
厅主办，河南省文化馆及各地文
广旅局、教育局承办，是河南省
系列文化惠民工程项目的重要组
成部分。大赛分为舞台艺术类、

静态艺术类和国风少年最出彩才
艺秀三项内容。

近年来，我市着力打造积极
向上、热情活泼、个性鲜明的少
儿文艺氛围，不断提高少儿文化
素养，推进全民艺术普及，全市
少儿文化艺术事业获得长足发
展。本次大赛，我市共报送150
余件作品。经过组委会评审，最
终30件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3
个、二等奖4个、三等奖13个、
优秀奖10个。

省少儿才艺大赛获奖名单公布

我市30个作品获奖

■文/图 付二红
文庙是纪念和祭祀孔子的祠庙，又

被称为孔庙、夫子庙、至圣庙、文宣王
庙等，以“文庙”之名更为普遍。从公
元前195年12月汉高祖刘邦开创帝王祭
祀孔子的先河后，历代帝王都对孔子尊
崇备至，将修庙祭祀孔子作为国家大
事来办。明清时期，每一州、府、县
治所在地都有孔庙或文庙，其性质为三
种类型：孔氏家庙、国庙、学庙。而郾
城的文庙则是庙学合一的学庙，曾以

“东黉暮鼓”之美誉位居郾城古八景之
首。

郾城文庙位于东街中段路北，俗称黉

学，是明代早期大型建筑，东至崇圣祠
街，西至学西街，北至学后街。

文庙始建于唐代元和年间（公元806
年~820年），为溵洲刺史高承简所建，
称儒宫。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重
建大殿，改称孔庙，明永乐年间又恢复
原名。明清时期修葺、扩建16间；清乾
隆十七年时，人们又在文庙西侧修建了
景文书院，两处建筑物形成了规模。

文庙主要建筑有魁星门、泮水池、
廊坊、启圣祠、明伦堂、大成殿等。院
内花木扶疏，映衬着红色的墙体，环境
优美，在历史上培养了不少秀才、举
人、进士，曾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

领风骚数百年”的诗句记载。清朝末年渐
渐荒废。如今保存下来的建筑只有文庙北
端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大成殿。大成殿为
砖木结构，高11米、长20.4米、宽12.6
米，约260平方米，进深三间、面阔五
间。大殿由20根立柱支撑，屋顶为悬山
顶，重檐九脊，正脊上安装龙形吻，张口
吞脊，尾部上卷。四个角的飞翘上各吊一
铜铃，微风吹来，不时发出清脆的响声。

明代郾城知事王季立有诗赞文庙：
“文明耀中邦，儒庠俨东峙。鼓节严昏
昕，宏音通遐迩。渊填震华堂，雍容集冠
履。进退周折旋，讲经析玄理。伟矣弦歌
声，洋洋满人耳。师严道亦尊，进学讵能
止。”描述了古代文人在殿内讲经析义、
弹弦高歌的场景。

据《郾城县志》记载：大成殿原有
古柏十余株，虬干凌霄，郁郁葱葱；有
明清和民国时期的碑刻十余通，主要记
载文庙的修建过程及孔子的功德。殿左
右有角门，西曰“鸾旗半藻”，东曰“棫
朴著藏”；再前有东庑七间，其北有陈设
所三间，南有洗漱所三间；又有西庑七
间，其北有礼器所三间，南有烹饪所三
间；正前有戟门三间，与大殿相对，戟
门左右各有一门，东曰“德配天地”，西
曰“道冠古今”；再往前有木枋，木枋上
以浮雕蟠龙饰边。大成殿内正中供有孔
子之牌位。

20世纪30年代中期，文庙的古柏大
部分被伐卖。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
郾城县开会、庆祝等都常在文庙。

据省古建专家鉴定，大成殿对研究我
国古代木结构建筑艺术有极高的参考价
值。为了保护文物古迹，1997年，省文
物局批准并拨专款对大成殿进行了整修。
整修工程自1997年3月1日启动到5月10
日竣工。2000年，郾城文庙大成殿被河
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2014 年，郾城相关部门召开会
议，专题研究大成殿修复、保护事宜。
2015年4月，文庙大成殿维修加固工程
正式开工，至当年9月维修结束。文庙大
成殿前立着的一块碑上详细记载了此次维
修成果：“修葺一新的大成殿，顶列九
脊，坡起四面，斗拱歇山，立柱飞檐，进
深三间，面阔五间，重塑圣像，巍峨壮
丽，岿然如初，完整再现了明代建筑风
貌。”2020年底，郾城博物馆争取资金，
以“溵水欢歌 大美郾城”为主题，把郾
城的历史沿革、历史故事、景点、文物精
品、郾城八景等方面的图文在大成殿内进
行综合性陈列展示，前来参观的人数逐年
上升。

如今大成殿已成为郾城弘扬传统文化
和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阵地，除了免费对
外开放，还会在重要节日举行经典诵读、
研学游等活动。

文庙大成殿 文脉传古今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开
幕会上的报告已经传遍全世
界，报告里的“中国式现代
化”举世瞩目。一个多月来，
中央宣讲团的成员分别在全国
各地宣讲了二十大精神，其中

“中国式现代化”是必不可少的
着重点之一。本文从语言应用
上来解读“中国式”和“中国
式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里的“中国
式”指“中国样式、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汉语里，由“中国
式”构成的短语 （以下简称
“‘中国式’短语”） 还有很
多。有时，“中国式”加上“的”
后再构成短语。“中国式”短语的
语义色彩由语用环境决定是中性
的、褒义的还是贬义的。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刊
上已有不少“中国式”短语。比
如“中国式代数之应用，亦只以
四元为止境也”（《清华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1924年第一卷
第二期）。又如：“桃花泣血记：
纯以中国人的理性写成中国式的
悲剧”（标题，《影戏杂志》1931
年第二卷第二期）。以上例句里的

“中国式”短语，语义色彩是中性
的。

2012年下半年，因所在语境
而多多少少带有贬义的“中国
式”短语一时流行，常见的有

“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相亲、中
国式堵车、中国式消费、中国式
买房、中国式家长、中国式接
送”等。这些“中国式”短语带
有调侃、吐槽等意味，但“表现
的是一种在经济水平提高以后，
人们要重新打量自己、打量自己
所处的社会状态的文化自觉意
识”（参见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
理司策划的《2012 汉语新短语》
前言）。因此，“中国式”一词入
选《咬文嚼字》2012年十大流行
语。

更多的则是用在褒义语境里
的“中国式”短语，常见的有

“中国式微笑、中国式幽默、中国
式浪漫、中国式亲情、中国式人
生、中国式励志、中国式担当、
中国式责任、中国式办法”等。
比如：“他们创造的‘中国速度
’、树立的‘中国标准’、留下的

‘中国式微笑’，他们以中国军人

特有的气质与精神撑起一片和平
的蓝天。”（《人民日报》2010年
10月18日）

褒义语境用的“中国式”短
语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是

“中国式（的）现代化”。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同
志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
化”概念，并把实现“小康社
会”作为阶段性目标。1979年3
月 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
会上，小平同志受党中央委托发
表讲话时说：“过去搞民主革
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
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
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
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
现代化道路。”1983 年 6 月 18
日，邓小平会见参加北京科学
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
又说：“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
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
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如今，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前所未有的

“中国式速度”，创造了举世瞩目
的“中国式奇迹”，实现了小平同
志当初定下的“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了中国人的千年梦想。
那么，怎么理解经过长期继承和
发展的、在二十大报告中用到的

“中国式现代化”呢？习近平总书
记在报告中作了深刻的阐述：中
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
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
国情的五个中国特色——人口规
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现代化。

展望未来，中国式现代化之
路越走越宽，因“中国式 （的）
现代化”而“生”、与改革开放全
程息息相关的“中国式决策、中
国式改革、中国式创新、中国式
发展、中国式民主、中国式人
权、中国式扶贫、中国式反腐、
中国式医改、中国式养老、中国
式减排、中国式抗疫”等“中国
式”短语，也将继续伴随我们一
路向前。

据《咬文嚼字》

“中国式”和“中国式现代化”
陈梅生教孩子们表演河南坠子。（陈梅生提供）

文化人物文化人物

大成殿

■李华强
文字是中华民族的重大发明创造，

是经济、社会、文化和人的思维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产物。从那一刻起，文字记
录语言、书写历史、传承文化，人类告
别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新时代。笔者尝
试从字源、词源的角度谈谈对文字、文
化、文明的认识。

“文”和“字”最初指不同的意义。
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
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文”指描绘事物本来形象的
独体符号，“字”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

“文”增益而成的合体符号。这一说法与
“文”和“字”的字形字义相契合。甲骨
文、金文的“文”字像一个胸口刺有花纹
的正面立人形，小篆“文”字省去花纹
形，隶变为“文”。“文”是象形字，本义
指文身，泛指花纹、纹路，故引申指描绘

事物的象形字。“字”是会意兼形声字，
由“子”在“宀”下会意；“子”兼表示
读音，表示在屋内生育孩子。本义指生
育，所以引申指在“文”的基础上衍生出
来的字。后来，“文字”成为一个词，不
再区分。最早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琅邪石刻：“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文
字”是并列型复合词，融合了二字的意
义，泛指汉字，引申指文章、文献等。文
字、文献克服了语言的时空局限，让我们
更好地了解过去、记录当前、走向未来。
同时，文字本身是历史文化的“活化
石”，是最原始、最真实的一手资料，直
接反映上古时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状况，
蕴含着中华先民的经验智慧和价值理念，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凡解释一字，即是
作一部文化史”。

“文”由交错的纹理引申指纹状的自
然现象，抽象指错综变化的社会现象，又

引申指各种礼仪组成的伦理道德。“文
化”是由“文”和“化”组构的偏正型复
合词，就是“以文化之”。《说文解
字·叙》引《周易》“言文者宣教明化于
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也”。文字是君王用来宣扬教化说明政令
的工具，又是君王施加恩禄、保持德行、
明白禁忌的工具，强调的是文字、文化的
政治教化功能。“文化”一词较早见于西
汉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
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文
化”指文治教化。可见，古代“文化”是
用于和内的，武力是用于及外而远的。国
家的统一离不开文字的维系、文化的凝
聚。近代，“文化”引申指运用文字的能
力及一般知识，如学习文化、文化水平；
泛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特
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
等；也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
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如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

“文”由花纹的修饰功用引申指文
饰、美化，又引申指人的文采、文雅、
礼仪等。“文明”是由“文”和“明”组
构的主谓型复合词，在古籍中表示文采
光明、文德辉耀、文教昌明之义。较早
见于 《周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文
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
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等，这时的“文
明”即表示上述意义。在“明”的参与
下，“文”得到升华，“文明”表示有文
化的状态。清代李渔 《闲情偶寄·冲
场》“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
其中“文明”与“野蛮”相对。随着社
会的发展，“文明”还形容社会发展到较
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如文明
人、文明行为、文明社会、文明国家
等。“文明”与“文化”内涵和外延有所
重合和交叉，都指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
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标志；
文化开化人类，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文明
积累和发展到一定阶段，促进王权的形
成，缔造国家，而文字、文化又在维系着
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通过对文字、
文化和文明的溯源和梳理可知，三者虽源
流脉络不同、意义范畴有别，但有机统
一、相辅相成，一以贯之的是“文”的道
德教化义，赓续的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
血脉基因，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我国文化
史、文明史的演进过程，有助于我们坚定
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和底气。

文字·文化·文明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艺术视窗艺术视窗

荷塘【国画】（入选“献礼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乡村振兴杯
全国美术作品展） 潘素卿 作

语言文化语言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