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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出的 400 余件

（套）藏品中，尤以七孔骨笛最为珍贵，
堪称镇馆之宝。10月27日上午，贾湖
骨笛展位前围满了游客，展厅内播放着
专业演奏者吹奏骨笛的视频，笛声将游
客的思绪带到了9000年前……

骨笛发现于1986年

贾湖骨笛的发现是在1986年5月初
贾湖遗址的第四次考古发掘中，主要负
责人是河南考古所第一史前研究室原副
主任张居中。这次发掘，考古学家在贾
湖遗址第一次发现并确认3支骨笛。

后经过八次考古发掘，贾湖遗址共发
掘出骨笛40多支，有2孔、5孔、6孔、7
孔和8孔，但多数为7孔。这些骨笛均用
鹤的尺骨制作，长度大约在17.3厘米至
24.6厘米之间，形制固定，制作规范。

32年后，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原贾湖
遗址考古发掘主持者张居中在2018年1月
10日中央电视台《国家宝藏》播出的第三
期节目中回忆：当时，他和技工贾分良、
杨振威一同观看刚刚清理出的78号墓。该
墓主人头部和部分上身被其他墓葬打破，
唯腰部以下保存尚好，股骨外侧有两段骨
管。这两段骨管应该属于兽骨或禽骨，却
作为陪葬品，说明意义非凡。

不过，他们当时都不敢想象这是笛。
贾湖遗址发掘出来的石制、骨制、陶制和
贝壳制文物，用碳14检测，都在地下埋了
近万年，这两段兽骨或禽骨的年份应该相
差不大。上万年前的原始人连文字都没
有，又怎能制作乐器演奏呢？

在随后的发掘中，又陆续发现了多
件此类“穿孔骨管”。

不久，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
研究室原主任裴明相到工地检查工作，
刚好发掘出了一根骨管。裴老看见这根
骨管，第一眼就认定它是笛，而他本人
也会吹笛。不顾骨器上有泥土，裴老用
衣袖抹了抹就吹了起来。可惜，裴老并
未吹出声。但这让张居中坚定了这些骨
管就是乐器的信心。

后来，张居中和裴老一行携带两件
精选出来的骨器前往北京找中国艺术研
究院音乐研究所的萧兴华先生鉴定。萧
兴华一见骨器就断言：“这件骨器的构造
和新疆哈萨克族的吹奏乐器斯布斯额以
及新疆塔吉克族的鹰骨笛差别不大，必
是一件乐器！”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萧
兴华带领张居中一行赶往中央民族乐团
找到刘文金团长。刘团长听了萧兴华的
简单介绍，马上叫来管乐声部的几个演
奏家前来试奏。笛子演奏家宁保生率先
上阵，用骨管一端作为吹口，使之与嘴
唇形成45度的倾斜角，利用声波的震
荡，使乐管的边棱发音，很快就吹出了
基本音阶。至此，贾湖“穿孔骨管”的
乐器属性已经确定！

为了慎重起见，1987年11月，萧兴
华约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
黄翔鹏、武汉音乐学院院长童忠良等国
内顶级的音乐界专家来到郑州，用
stroboconn闪光频谱测音仪对6支比较
完整的骨笛进行了音序测试。测试完
毕，萧兴华还和徐桃英分别用斜吹的方
法吹奏了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

为何9000年过去，贾湖骨笛还可以
演奏呢？经过进一步研究，专家们发现
贾湖骨笛的制作材料是丹顶鹤的尺骨。
这种鸟类的骨骼极坚固、耐腐蚀。制作
者先将鸟骨锯成两段，再经过精心加工

和校准，最终制成骨笛。

改写中国和世界音乐史

在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厅柔和的灯光
下，贾湖骨笛闪耀着历史的光芒。正是
贾湖骨笛的智慧之光，孕育了中华礼乐
文化长河的第一泓源泉。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
黄翔鹏曾这样评价：“贾湖骨笛具备音
阶，可以吹奏旋律，是中国最早的乐
器，是我国管乐器的祖制。它的发现改
写了中国和世界音乐史，奠定了中国文
化的原初之基！”

贾湖遗址博物馆馆长武艳芳自豪地
说，贾湖骨笛的出土，展示了中国古代
音乐制作技艺的高超水平，堪称中国古
代音乐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揭示了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同时把中国的文
明史提前到了9000年前。

经专家测音研究发现，这批骨笛已
具备五声、六声甚至完备的七声音阶结
构，从而打破了先秦只有五声音阶的结
论，是目前所知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
管乐器，也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最为
丰富、音乐性能最好的音乐实物。这一

发现大大推进了人类音乐史的研究。
动物学家鉴定认为，制笛之前贾湖

人曾经认真计算，笛子制成后还运用打
小孔的方法调整个别孔的音差，与现在
民族管乐器的制法很相似。它反映出的
音律水平和计算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专家研究发现，贾湖人已经有了音
与音之间距离差别的基本概念，这些音
程关系经过了七八千年甚至上万年的音
乐艺术实践，直至明代乐律学家在计算
和理论上加以科学化的总结，才使人们
对十二平均律有了新的认识。

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贾湖骨笛
是世界上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为完
整、出土个数最多且现在还能用以演
奏的乐器实物。这是我国音乐考古中
继湖北曾侯乙墓编钟、编磬之后又一
重大考古发现。英国权威科学杂志
《自然》和《古物》杂志曾载文介绍了
这一发现。

目前，贾湖遗址中出土的40多支骨
笛分别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河南博
物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漯河市
博物馆、贾湖遗址博物馆。2007年底，
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甄选活动中，
贾湖骨笛被排在九大镇院之宝之首。

贾湖骨笛：改写中国和世界音乐史

■李华强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上，

因一个人、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
问、一种文化的事情屈指可数。
“《说文》学”，或称“许学”，就
是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简称
《说文》）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专
门学科。许慎文化就是在此基础上
衍生与发展而来的。作为一种独特
的文化现象，许慎文化有着深厚的
历史底蕴、文化积淀和现实基础。

关于许慎文化这一概念，河南
省文字学会会长王蕴智教授在2005
年首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关
于开发许慎文化资源的规划构想》
一文中说：“这个概念的内涵可以包
括许慎精神和‘《说文》学’两个
方面。这个界说还可以广义一点来
理解，即‘许慎文化’当是指华夏
同胞热爱汉字、学习研治汉字的传
统人文精神以及由许慎所发凡、创
立的汉字学。”此后，漯河市连续举
办了三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
并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许慎文化宣传
推广活动，促进许慎文化有机融入
课堂教学、城市建设和群众生活，
推动了许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影响力日益提升。

许慎文化植根在传统“ 《说
文》学”的沃土上。《说文》甫一产
生，就被时人征引。南朝梁庾俨默
《演说文》当是较早研究《说文》的
著作。唐代李阳冰刊定 《说文》，
《说文》被列入科举考试，对《说
文》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渐成专门
学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文
字》：“故 《说文》至今为字学之
宗。”唐代诗人皎然《答郑方回》中
有“宗师许学外，恨不逢孔圣”的
说法。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
创造性阐发《说文》的主旨，其兄
北宋徐铉校订《说文》，世称《说
文》“小徐本”“大徐本”。后世对
《说文》的研究蔚为大观，内容包括
作者、注家、版本、体例、部首、字
形、释义、注音、引经、引书以及六
书、偏旁、字原等。有清一朝，研习
《说文》者众多，研究成绩斐然，形
成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
“《说文》四大家”，以至“家有洨
长之书、人习《说文》之学”的程
度。近现代，在甲骨文等古文字和新
出土文献材料的推动下，“《说文》
学”研究注入了现代学术思想和精
神，多类型、多分支、多学科融通并
进，呈现出理论化、科学化、国际化
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特色。

许慎文化的精髓要义是许慎精
神。许慎精神熔铸于他毕生编写
《说文》这一重大事件中。《说文》
的艰辛成书历程成就并彰显了他的
精神世界。著名语言文字学家许嘉
璐先生在2010年第二届许慎文化
国际研讨会上指出：“应该重申，
许慎最重要的精神是视传承中华文
明核心为己任，甚至视它为生命。
无论是《五经异义》，还是《淮南

鸿烈》，他去作注，也是为了传承
中华文明。”综合诸家观点，对许
慎精神的概括和提炼集中在务本担
当、博采众长、谦恭严谨、实事求
是、坚忍不拔、开拓创新等方面。
千百年来，这些精神潜移默化地滋
养着华夏大地，也成为涵养漯河

“崇文尚德、务本图强”城市精神
的重要渊源。

许慎文化的基本内涵是汉字文
化。《说文》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解
释汉字的字源字典，也是第一部文
字学专著。许慎被尊为“字学宗
师”。自《说文解字》问世以来的
1900多年里，我国传统文字学研
究大体是围绕 《说文》 进行的，
“《说文》学”成为传统文字学的
代名词。在第二届许慎文化国际研
讨会“许慎与中华文化”名家访谈
中，各位学者就许慎文化的内涵、
许慎文字学成就等进行探讨。中国
文字学会会长黄德宽教授认为：

“许慎文化就是汉字文化。”“许慎
文化这个概念是由汉字引起的，是
汉字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参
与访谈的香港大学教授单周尧直
言：“许慎文化的核心是汉字文
化。”把许慎文化归结为汉字文
化，极大扩充了许慎文化的内涵。
许慎文化不仅涵盖“《说文》学”
本身，还指由此延伸的汉字学以及
利用汉字学研究成果，进而探讨汉
字与中华文化关系的学问。

许慎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经
学、辞书学、文化学等方面。许慎
著 《五经异义》，勘正古今异说，
彰明儒学经典，时人誉之“五经无
双许叔重”。许慎引经证字、以字
证经，创立了通过文字学研究经学
的范式。可以说，《说文》是“小
学”和经学的结晶。从世界范围内
来考察，《说文》是出现最早的、
具有独创的民族风格的字典。它比
西方17世纪才出现的第一部单语
详解词典早1400多年，其编撰体
例、释义方式自成体系，合乎科学
精神，为中华辞书编撰树立了典
范，其后的 《字林》《玉篇》《类
篇》《字汇》 等均仿 《说文》 而
作。研究辞书学是绕不过《说文》
的。《说文》 的价值不仅在于说
字、解经，还在保存文化上“功侔
鲁壁”。我们通过它对字的解释，
走进字里乾坤；通过它的记载，了
解汉代乃至上古的“大千世界”。
《说文》是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
的基本依据，是证实中华文明
5000年未曾断流的重要典籍。

许慎文化以许慎精神为精髓要
义，以汉字文化为基本内涵，以经
学、辞书学、文化学为主要支撑，
构建了一个综合型、包容型、开放
型的多元学科体系。对待许慎文
化，我们既不能厚古薄今，也不能
厚今薄古，应以豁达的胸襟、理性
的态度、务实的举措推动许慎文化
传承发展再上一层楼。

许慎文化的内涵要义

贾湖骨笛贾湖骨笛

贾湖文化是漯河的文化名片。纪念贾湖遗址发掘40周年暨第二届贾湖
文化国际研讨会即将举办。本版推出《贾湖文物故事》栏目，通过对贾湖
遗址出土典型文物的介绍，回顾贾湖遗址发掘40年的辉煌成果，解读文物
背后的文明密码，让读者在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了解贾湖文物
所承载的中华文明的精神内涵，坚定文化自信。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我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公布，“张氏玉雕”被评为市
级非遗项目。自清朝末年创立品牌，100
多年来，张氏家族五代人坚守匠心，在长
期实践中总结出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加工技
艺，使张氏传统古法琢玉技艺传承至今，
作品远销北京、广东等地。

张氏玉雕起源于清光绪年间，距今
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以家族传承为
主，至今已传承五代。第一代从业者张
新志，其父亲原本从事玉饰贩卖生意，
经常从苏州进货到漯河周边销售。由于
社会动荡、路途遥远、通商不畅等原
因，导致销售时常中断。然而，中原地
区人们对玉器玉饰的需求量较大，所

以，张新志的父亲决定送张新志去苏州
学习玉雕。三年后，张新志学成归来，
创立张记玉坊。他结合中原民俗文化的
特点，制作的帽饰花片以巧、精、细而
闻名，深受人们喜爱。

一代代张氏后人子承父业，把这项技
艺传承下来。今年53岁的张顺利是第四代
传承人，“我从小看父亲和爷爷雕刻，觉
得非常神奇。”张顺利说，七八岁时，爷
爷就开始教他一些基础的玉雕方法。

1983年，13岁的张顺利正式跟爷爷
和父亲学习古法玉雕技艺，开始做一些
基础工作，如捣砂、开料等。做了4年
后，他开始上水凳学习琢磨纹饰，同时
学习绘画，临摹了大量传统民俗纹饰图
案。经过8年的学习，他已全面掌握父
辈的技艺。通过长期实践，张顺利逐步
研制出多层镂雕、花上压花等技艺。
2008年，他开始研制古代玉带饰，并成
功复原出整套玉带饰。2017年，张顺利
创办好古玉雕工作室，把两个儿子培养
为张氏玉雕的第五代传承人。

张氏玉雕以传统技法对玉器进行雕
刻，工序繁复，分为选料、开料、出
坯、绘图、打孔、镂空、雕刻、打磨和
抛光九大工序，主要品类有帽饰花片、

珠串、吊坠。其作品不仅在漯河周边地
区深受欢迎，还远销北京、广东等地。

“雕刻一件作品时要先‘相玉’，然
后‘画玉’。从审石、设计、打胚到精
雕、抛光，每道工序都需要耐心和毅
力……”10月28日，在位于源汇区河上
街的工作室里，张顺利一边雕刻，一边
向记者介绍他的作品，“我现在正在复原
明代的一套饰品，共20件。做了快一年
时间，已经完成了19件。”张顺利说，
玉雕的难点在于雕刻期间产生的变化，
遇到玉石裂纹时要避开或者改形，这是
非常考验设计者的雕刻技巧的。

13岁学艺，21岁成为玉雕师傅——
张顺利30多年如一日，在继承祖传雕刻
技艺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张氏玉雕技
艺既传承了传统又博采众长，自成一
家。据他介绍，张氏玉雕原材料以新疆
和田玉籽料为主，雕琢技法以传统古法
琢玉。多层镂雕是其看家本领，以纯手
工方式用搜弓子对玉器纹样进行镂空作
业，层次分明、轮廓清晰。

在张顺利看来，传承家族手艺意义
重大。玉雕作品可作为配饰或摆件，有
一定的实用功能。一件好的玉雕作品能
成为艺术收藏品。张氏玉雕还致力修复

古代玉器，再现古代玉器艺术品的风采。
如今，张顺利的两个儿子已经基本掌

握了张氏玉雕的技艺。作为“90后”“00
后”，他们的加入让张氏玉雕焕发了生
机。“张氏玉雕已经传承了五代人。保护
和传承传统玉雕技艺是我们张氏后人的使
命和对社会的责任。我会继续搞好玉雕创
作，不断培育新人，让传统手工玉雕技艺
焕发新的活力。”张顺利说。

张氏玉雕：五代人传承百余年编者按：
近日，市政府公布第七批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扩展
项目，共 35 个项目上榜。截至目
前，我市共有国家级非遗项目1个、
省级非遗项目21个、市级非遗项目
111个。本版自本期起编发“关注第
七批市级非遗”系列报道，向广大
读者介绍这些非遗项目，探寻其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路，让古
老的非遗文化焕发新的活力。

张
顺
利
在
进
行
玉
雕
创
作
。

■文/图 本报记者 张玲玲
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健身运动，抖空

竹以器材简单、花样繁多、技法多样而深
受欢迎。近年来，我市抖空竹的人越来越
多，在广场、公园、河堤等地都能看到抖
空竹的老年人。他们步伐轻盈、身手敏
捷，享受着抖空竹带来的健身之乐。

单人空竹、双人空竹、“叠罗汉”、
“红旗飘飘”、“呼啦圈”、“风火轮”……
10月20日，在源汇区西大街的一处操
场上，伴随着《中华龙舞起来》的背景
乐和空竹“嗡嗡”的转动声，百余名老
人身着演出服，在总教练杨遂柱的带领

下轮番表演。他们个个精神饱满，展示
自己的绝活儿：双手将空竹控制在一根
长线上，行云流水般飞舞，并结合身体
动作不断变换手法，令人赏心悦目。他
们的表演吸引了不少群众前来围观，赢
得阵阵叫好声。

“抖空竹集娱乐、游戏、健身、竞技
和表演于一身，让运动者脑、眼、手、
足并用，非常锻炼人的反应能力和思维
能力。”市空竹协会会长闫付友说，平时
大家自主练习，每周二、周五进行集中
学习、排练。

总教练杨遂柱个头不高，说话铿锵有

力，走起路来步伐稳健，很难相信他已经
79岁了。“我2013年退休，当时身体不
好。有一次我锻炼身体时看到有人抖空
竹，非常感兴趣，觉得这个项目很好，能
让全身得到锻炼。”杨遂柱说，这项运动
他一坚持就是十多年，“通过抖空竹，我
的颈椎病和肩周炎都好了，体重减了20多
斤，身体也越来越健康。”

一路走来，杨遂柱见证着这个队伍
的发展和壮大。“最初人很少，只有二三
十个人。大家经常在一起抖空竹，共同
学习、交流经验。”杨遂柱说，勤学苦练
加上认真钻研，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面对新学员，他义务教授技巧，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

作为团队总教练，除了带领大家学习
抖空竹，杨遂柱还负责编排节目。“我借
鉴网上的视频进行编排，根据每个学员的
特点安排适合的角色。还有节目的时长、
队形、步伐，这些我都要考虑。”杨遂柱
说，“年龄大了，说实话挺累的，但看到
团队的精彩表演，觉得辛苦都是值得的。”

闫付友告诉记者，为了更好普及空
竹文化，2011年1月1日，市空竹协会

成立。如今，随着学习、喜欢空竹运动
的群众越来越多，市空竹协会又先后成
立了双汇空竹队、梨园空竹舞龙队、东
外滩空竹队、龙塔空竹俱乐部和舞龙
队。“目前，全市共有6支空竹队伍，队
员近200人。”闫付友说。

“通过抖空竹，我交到了很多朋友。
大家在一起抖空竹、聊天，非常开心，我
变得越来越乐观。”队员鲁香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空竹运
动，闫付友经常组织团队走进景区、农
村、学校等进行表演；参加各类活动，表
演空竹节目；成立宣传队，宣传空竹文
化。“我们与学校达成合作，每周去学校
上课，义务教学生抖空竹。”闫付友说。

闫付友先诉记者，目前我市空竹运
动水平走在全国前列。2023年，全国魔
幻趣味空竹研讨会暨空竹交流展演活动
在漯河举行。“我们协会成员都是社会体
育指导员。只要有人愿意学，我们就义
务教，教会为止。”闫付友说，他们会继
续坚持义务传授空竹技巧，让更多的人
了解空竹、学习空竹，丰富群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

弘扬空竹文化 抖出健康快乐

抖空竹表演。

11月3日 （农历九月二十） 是《说文解字》问世1902周年纪
念日。东汉建光元年（公元121年）农历九月二十，许慎遣子许冲
向朝廷进献《说文解字》，标志着《说文解字》正式问世。本版编
发系列文章，从许慎文化的内涵要义、如何传承弘扬许慎的创新
精神、《说文解字》的学习方法等方面，介绍许慎为中华文化传承
所作的历史性贡献以及《说文解字》的重要意义。

艺术视窗艺术视窗

花海·农民画（获“翰墨润中原”河南省美术作品大赛优秀奖）
梁素平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