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日前，在贾湖遗址博物馆的序厅，记

者看到一组大型雕塑群。这组雕塑表现的
是贾湖先民祭祀的场景，设计上融入礼乐
文明的核心元素，例如骨笛以及成组的龟
甲器、叉形器、鼎壶罐组合等，具有神秘
感和仪式感。穿越历史，我们可以感知贾
湖先民不仅物质生活充实富足，精神生活
也同样丰富多彩。

贾湖遗址，中华礼乐文明
萌芽之地

走进贾湖遗址博物馆“智慧之光，
礼乐滥觞”展厅，入口处的屏幕上播放
着以“朦胧意象化形式演绎先民智慧之
光”为主题的影片。聪明的贾湖先民观
察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萌发了万物有
灵的观念，产生了原始的宗教活动。它
具有极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赋予了先
民与自然作斗争的勇气和力量，成为聚
落发展壮大的支撑力。

贾 湖 遗 址 博 物 馆 馆 长 武 艳 芳 介
绍，贾湖先民的原始崇拜有龟灵崇
拜、太阳崇拜和灵魂崇拜。在已经发
掘的 540 多座墓葬中，就有二十多座
墓随葬龟甲。此外，还有房址奠基龟
甲、埋龟祭祀等现象。贾湖先民对太
阳十分崇拜，墓葬中出土的卷沿罐上
就刻有太阳纹图案，反映了他们对太
阳的观察与崇拜，并用形象的、艺术
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

据介绍，在贾湖遗址共发现墓葬
540多座。这些墓葬、葬俗、随葬品等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贾湖先民的宗教信
仰、风俗习惯甚至当时的社会状况。其
中，M344和M282这两座具有代表性的
墓葬有龟甲、叉形骨器、骨笛、绿松石
和鼎罐壶等代表着特殊含义的随葬品，
说明墓主生前在聚落拥有不同寻常的身
份。

专家考证，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与
石子可能是兼具盛装器、响器和占卜工
具等多种功能的原始宗教用品。在贾湖
遗址的墓葬中，往往有成组的完整龟甲
随葬，基本上为偶数组合，大部分为八

个一组。这应是礼制中葬礼萌芽的体现
之一。

顶部刻有契刻符号的柄形石器和造型
奇特的叉形骨器，经考古学家推断可能是
原始宗教仪式上使用的法器。礼乐的最初
形态来自于祭祀活动和原始乐舞，这些现
象也都是礼乐的体现之一。

鼎是礼器的代表性器物，是中华传
统文化中重要的文化元素符号之一。
由贾湖遗址开启的鼎+壶的随葬组合体
现了丧葬制度中的礼制，后来逐渐演
变成我国商周时代墓葬随葬品组合的
核心形式。

绿松石饰件的出现，体现了以绿松
石为主要材料玉殓葬的萌芽。这一现
象也被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认为当时已
经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开启了文明
起源的进程。

这些埋葬习俗反映的礼制萌芽、一墓
二笛的雌雄笛随葬现象反映的乐制萌芽
等，都表明以八九千年前的贾湖遗址为代
表的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后世中华礼乐文

明的诸多因素。

内涵丰富，具有中华礼乐
文明源头地位

在贾湖遗址博物馆的展柜中，有骨
笛、随葬成组龟甲器、叉形骨器、绿松
石、鼎罐壶组合等，历经八九千年仍不褪
色，仿佛在向我们诉说着中华文明起源时
代的辉煌和传奇。

反映贾湖先民智慧的，还有他们萌生
的原始科学知识，涉及天文、数学、物
理、化学等多个方面。正是这些点点滴滴
的智慧之光，照亮了人类文明历史大道的
第一段路程，孕育了中华礼乐文化长河的

第一泓源泉。
“贾湖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是优秀的猎

人、渔夫、工匠、农民，还是优秀的音乐
家和原始文字的缔造者。贾湖文化在中华
礼乐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源头性的重要地
位。”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教授，贾湖遗址主要发掘者、研究者
张居中表示。

张居中认为，贾湖随葬品有成组龟甲
及内装石子、共存的骨笛、叉形骨器等原
始宗教用品表明当时巫术盛行。随葬龟甲
和墓地葬狗现象表明祖先崇拜、龟灵崇拜
与犬牲现象并存。有一些房子的柱洞里有
用龟和鳖奠基的现象，寓意是稳固。用龟
占卜可能是象数筮占，是一种冷占数卜现
象。

张居中还认为，贾湖骨笛有两孔、
五孔、六孔、八孔，大部分是七孔。
在 9000 年前最早的一期出现了六孔骨
笛吹出完备的五声音阶，这个结论打
破了原来传统的先秦才有五声音阶的
认识，改写了中国音乐史，在世界音
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有学者研究
认为，骨笛应该叫龠，上古时候的
龠，同时作为礼乐文明的证据之一，
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如今的祭孔大
典上仍然有龠这种道具。可以说，中
华礼乐文明的星火 9000 年前已经在这
里点燃。

考古研究者普遍认为，贾湖遗址是
淮海流域迄今所知文化内涵极为丰富的
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遗存。贾湖文化
的发现，再现了东亚地区 7000 年至
9000年的辉煌，是东亚地区进入万年以
来第一个文化的高峰和历史的丰碑。它
和西亚两河流域同时期的文化相映生
辉，在中华礼乐文明发展史上具有源头
性的重要地位。

贾湖礼乐 闪耀智慧之光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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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我市公布的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韩氏木雕作为传统美术技
艺入选。作为韩氏木雕第四代传承人，61
岁的韩新玲从20岁就跟随长辈学习木雕
技艺。这么多年来，上千块木头从他手上
变成一件件艺术品。

左手持刀，右手握槌，在“咚咚咚”
的敲击声中木屑纷飞……日前，记者在韩
新玲木雕工作室看到，在他的刻刀下，平
整的木料上渐渐出现生动立体的山水、农
舍、人物等。

木雕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距今
7000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已出
现木雕鱼。秦汉时期木雕工艺趋于成熟。
唐代是中国工艺技术大放异彩的时期，木
雕工艺也日趋完美。明清时代的木雕题材
多为生活风俗或神话，有着广泛的群众基
础。

木雕种类多样，各大流派经过数百
年发展，形成各自独特的工艺风格。“我
太爷是有名的木匠，擅长制作各种木雕
家具，闻名乡里。我的爷爷、父亲都是
木匠。除了养家糊口，他们还不断钻研
木雕技艺，让韩氏木雕一步步得以创新
发展。我自幼看爷爷和父亲雕刻，对木
雕有着深厚的感情。”韩新玲说，他20
岁开始跟随父亲学艺，初学时很辛苦，
手总是被磨破，好几次想放弃，但最终
还是坚持下来了。

20世纪 90年代末，韩新玲到广东
拜师学艺。通过不断学习钻研，他在

继承家族传统手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
雕刻技法，形成了独特的木雕技艺。
2000 年，从广东学成归来的韩新玲在
源汇区金三角花卉市场开设韩氏木雕
展厅和工作室，后将工作室迁至开源
景区淘宝街。

韩新玲告诉记者，韩氏木雕技艺从题
材、刀法、造型、美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
特色。作品原材料以山木为主，按照传统
的木雕技艺，历经创意选材、构思设计、
去皮清污、定型锯胚、打凿粗胚、精雕、
细雕、修光雕、细磨雕、抛光和着色11
道工序才能完成一件作品。制作过程中，
根据木材的形态随形就势，融合圆雕、浮
雕、镂雕、根雕、阴雕和线雕6种技法，
雕刻出的作品层次分明、立体感强、栩栩
如生，具有很强的观赏性。

虽然机械化生产逐渐盛行，但韩新玲
始终坚持古法浮雕进行雕琢。在传承古法
的基础上，他设计出一系列现代家居艺术
衍生品及文创衍生品，使古朴的雕刻艺术
作品焕发新活力，更贴近人们的日常生
活，赢得了许多人的喜爱。2010 年 9
月，韩新玲加入河南省根雕艺术协会。
2014 年，他被评为高级工艺美术师。
2018年，韩新玲被任命为河南省根雕艺
术协会漯河办事处主任。

位于开源景区淘宝街的韩新玲木雕工
作室内陈列着大量作品，很多游客慕名而
来欣赏和学习木雕技艺。在这里，韩新玲
几乎每天都埋头雕刻，创作了很多精美的
木雕作品。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木雕类

展览，其中《山村
农家》《袁隆平》
《杨靖宇》 等斩获
国家级、省级、市
级奖项。

在不断进行创
作的同时，韩新玲
还充分发挥示范带
动作用，积极宣传
非遗文化。除了在
开源景区淘宝街开
设工作室传承木雕
技艺外，韩新玲还
广收门徒，在职业
院校授课。“有人
来工作室参观，只
要喜欢，我就手把
手 教 。” 韩 新 玲
说，近两年，他还
通过网络直播进行
教学。

“传统文化越
来越受重视。我
现在收了几个徒
弟，我的儿子也
正 在 学 习 木 雕
技艺。我对韩氏
木雕的第五代传
承很有信心。”韩
新玲说，韩氏木雕将在继承传统手工
技艺的基础上，结合现代雕刻理念和
手法，把漯河的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雕刻出更多具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的作品，让古老的木雕技艺焕发新活
力。

让木雕技艺焕发新活力

1月 10日，在第四个中国人
民警察节到来之际，根据马金涛
真实故事改编的院线电影《我是
人民警察》 发布了首版预告片，
向观众展示人民警察的英勇事迹
和无私奉献的精神。

1988年 10月 15日，马金涛
出生于临颍县王孟镇。2013年9
月，马金涛考入贵阳市公安局花
溪分局。2018年 12月 20日，在
参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涉黄赌毒
线索排查整治行动中，马金涛与
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壮烈牺牲。
马金涛先后被追授贵州省五一劳
动奖章、贵州省五四青年奖章、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和公安系统一
级英雄模范。

据了解，该电影由贵州省委
宣传部、贵州省公安厅指导，贵

州柠檬真酸影视文化投资有限公
司出品、摄制，海之韵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等公司出品，贵阳市委
宣传部、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区
委宣传部、贵阳市公安局花溪分
局联合摄制，孙钰哲、沈佳凝、
邱贤彬领衔主演。

据总导演张育铭介绍，电影
《我是人民警察》历经三年的筹备
拍摄和后期制作，力求真实还原
警察的工作和生活场景。为此，
剧组不仅进行了大量实地采访，
还邀请了资深警察担任顾问，为
影片提供专业指导。

目前，电影 《我是人民警
察》 的制作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预计将于2024年国庆档与观众见
面。

综合《贵阳日报》、贵阳网

以临颍籍烈士马金涛为原型改编的电影

《我是人民警察》预告片发布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月
8日，市豫剧团在河北省武安市江
南春城小区演出10天20场大戏后
返回漯河。“演出受到戏迷朋友的
一致好评。”1月11日，市豫剧团
副团长刘芳告诉记者，既有平顶
山、开封等省内的戏迷，也有不
少天津、石家庄、邢台等地的戏
迷包车前去观看演出。武安的戏
迷更是带上御寒小被褥和方便
面，一坐就是一天。

河北自古以来就是戏曲的热
土，是中国戏曲发祥地之一，素
称“北方戏窝子”。河北梆子、评
剧、京剧、丝弦、老调等一个个
独具特色的剧种在燕赵大地传唱
不息。

“作为省级非遗项目的豫剧沙
河调在当地这么受欢迎，这是我
们没想到的。演出前一个小时，
现场就座无虚席。”刘芳说，每场
演出现场观众3000人左右。除了
市豫剧团官方抖音、快手平台直
播外，还有当地一些戏迷和主办
方同时直播，直播间人数超万
人。仅《桃李梅》袁玉梅扮演者
刘燕玲的演出视频就吸引6683万
人次观看。

“团队整体年轻有朝气、管理
严格、人员素质高，谢幕整齐有
序，这是对观众的尊重。”“漯河
市豫剧团能演文武大戏，阵容强
大，服饰精美，演员武戏配合得
好。”……市豫剧团在河北武安的
演出让来自各地的戏迷朋友大呼
过瘾。

“为了此次跨省演出，全团
上下都认真准备。”刘芳表示，
在时间安排上，演员提前半月

开始进入紧张状态，加班加点
排练。在剧目选择上，剧团精
心挑选 《转心壶》《黄鹤楼》
《韩信拜帅》《巾帼雄风》《七星
剑》《白莲花》 等多部沙河调传
统剧目；在演出阵容上，《战洪
州》 首次派出三位“穆桂英”
轮番演出，《包青天》 也是三位

“陈世美”、三位“秦香莲”轮
番演出。这样的阵容在市豫剧
团演出史上也是少有的。

在演出期间，市豫剧团团长
宋德甲会主动邀请戏迷与演员合
影，与戏迷畅谈豫剧声腔和表
演，讲述沙河调的起源和发展历
史，还邀请未能及时就餐的戏迷
到剧团餐车吃饭。此举被当地戏
迷直呼暖心。

“国家二级演员李金环的敬业
精神更是让我们感动不已。”刘芳
说，那天上午，李金环得知父亲
去世，因下午还要在 《访帅出
征》中饰演佘太君，强忍着悲痛
演出结束后才匆匆踏上回家的路。

“你心里装着戏迷，戏迷定会
把你放心里。原定演出 6 天 12
场，在主办方和戏迷强烈要求
下，我们又加演了4天8场。”刘
芳说，“演出还没结束，新合同又
签下了。农历正月初三，我们将
继续在江南春城为河北的父老乡
亲奉上8天16场演出。”

从河北归来，仅休整两天，
市豫剧团的演员就投入了紧张有
序的排练。走进市豫剧团，“戏比
天大”“勤学苦练”“为历史存正
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
名”之类的标语随处可见——这
就是他们的精神追求。

沙河调唱响燕赵大地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记
者获悉，漯河首部水上实景演出
《豫见漯河》将于2月10日至2月
24 日 （农历正月初一至正月十
五）在神州鸟园景区呈现。

目前，《豫见漯河》 演出的
水上舞台正在紧张建设。整场
演出以漯河 9000 年文化传承为
脉络，以今朝漯河跨越式发展
为经纬，集中展现贾湖文化、
许慎文化、商埠文化等厚重的
历史文化传承和新时代漯河的
辉煌成就。演出过程不出现主

持人，节目与节目之间用画外
音和大屏画面无缝衔接，把歌
舞表演与水上花园的现场舞台
情景融为一体，充分利用水上
花 园 的 舞 台 空 间 和 声 光 电 资
源，以沉浸式歌舞表演贯穿始
终，让观众在远古与现代的时
空转换和交融中感受漯河的无
限魅力。

目前，超百人的演出团队正
在紧张排练。这个节目将成为夜
间游的核心，丰富我市夜间文旅
产业。

春节期间
《豫见漯河》水上实景演出即将呈现

贾湖遗址博物馆的大型雕塑群在设计上融入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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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梳理漯河饮食文化发展
脉络、探索饮食文化渊源、展
示地方饮食特色，本版开设

《沙澧美食文化》栏目。
栏目征稿内容如下：
漯河特色小吃以及民俗中

的美食，探寻有关沙澧饮食文
化的民间故事和传说，反映百
姓生活的浓浓烟火气；与美食
相关的非遗、老字号及老手

艺，介绍其不断传承发展的制
作技艺；从古籍、地方史志、
诗词、民谣记载的漯河美食
中，发现传统饮食蕴含的深厚
文化。

稿 件 要 求 1500 字 以 内 ，
文笔朴素平实，侧重于对传
统 文 化 和 历 史 文 化 的 挖 掘 ，
展现漯河饮食文化的博大精
深。

《沙澧饮食文化》栏目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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