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 震
市民艺术夜校的火爆，是人们物

质生活水平提升后对精神生活的更高追
求。年轻人爱上的不仅是夜校提供的
学习内容，还有它背后的文化场景、
精神空间。夜校应如何助力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建设？怎样做才能辐射更
广、影响更远？

夜校的形式要丰富。市民艺术夜
校是体现一座城市文化发展水平和精
神文化追求的实体空间，其文化应取
之于民、用之与民。我市古老的建

筑、传统的手工艺品都在这片土地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要充分依托省、
市级非遗展示传习示范馆以及民间自
办的书院、工作室、创客空间等，让
各类主体都能成为艺术课程多样化的
供应商和服务商，使丰富的城市资源
转化为能为群众所用的美育资源。

夜校的门槛要低。市民艺术夜校
想要跨越“小而美”，不仅需要市民的参
与，还需要市场的培育。眼下，市民艺
术夜校已由“窗口”变为“风口”。要在
充分结合本地艺术特色、整合好各类资

源、管理好场地人员的基础上，保证现
有课程水准与质量，不断注入新的资源。

市民艺术夜校重在“夜”，而非
“校”。它不是纪律严明的学校，而是
一个供人们自我成长、相互疗愈的共
创空间。社会化运营的培训机构和公
立机构的夜校有着不同的内驱力和发
展路径，但着眼未来、共创共建仍是
重要的发展方向。

夜校的大门要敞开。如今，城市化
的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之间、城乡之
间人口的流动性显著增强，将有越来

越多的人需要依靠夜校进行学习。市
民艺术夜校火爆反映出公共文化服务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政府应做好“搭
台”工作，不仅辐射城市，还要让乡
村等更大范围内的群众主体都能够

“台下听戏、登台唱戏”。如针对农村
妇女群体开办“巾帼夜校”，将理论
宣讲、文化下乡、志愿服务等融入其
中，整合教育、工会等各方资源，通
过群众点单、政府买单的形式，推动
艺术文化进社区、进乡村，让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有更多生动实践。

让市民艺术夜校更火一些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见习记者 张 赢

“从正月初二到现在商业演出不
断。每到一个地方，看到热情高涨的
群众，我们觉得很幸福。”3月 29日，
临颍县曲剧团团长刘江伟告诉记者，
昨晚结束在临颍的演出后，他们连夜
卸台、收拾行囊，今天赶往西华县奉
母镇铁佛寺村演出。

临颍县曲剧团成立于1982年，经
过一代代曲剧艺术家薪火相传，足迹
踏遍全省各地，演出上万场，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乡村文化振兴作
出了重要贡献。如今，该剧团已成为
我市戏曲文化的一张名片。

曲剧又称“高台曲”“曲子戏”，
是在河南曲子和踩高跷的基础上于 20
世纪 20 年代发展形成的一种传统戏
剧 ， 主 要 流 行 于 河 南 、 河 北 、 安
徽、湖北、山西、陕西、甘肃、江
苏等省的部分地区，是中国八大剧
种之一，也是河南第二大剧种、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曲剧音调优
美，属于曲牌体，唱腔曲牌多达 150
余种。

临颍县曲剧团成立之初仅有演职
人员 29名。虽人员有限、设备不足，
但老一辈艺术家凭着满腔热爱，克服
重重困难，先后排练出 《卷席筒》
《巧县官》《花田错》《三子争父》 等
剧目，深受群众喜爱。“那时剧团到
哪儿演出都带着菜自己做饭吃，晚上
能睡在学校教室的课桌上就已经很满
足了，很多时候都用稻草打地铺。演

出的舞台几吨重，也都是演员自己拆
卸。”老演员陈铁山告诉记者，虽然
条件艰苦，但那时感觉非常快乐。尤
其在台上演出时，一听到群众叫好，
就觉得很幸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临颍县曲
剧团通过聘请省、市级知名演员和琴
师，不断壮大队伍，排练出了 《呼延
庆打擂》《杨家将》《宋宫秘传》《大保

国》《丁郎认父》等上百部剧目，经常
受邀到全省巡回演出，为我市争得了
诸多荣誉。1990年，临颍县曲剧团排
练的大型三国题材剧目 《桃园祭》 被
河南省电视台选中拍摄，并多次播
出，一度成为明星剧团。

1990 年 是 剧 团 发 展 的 繁 盛 时
期。刘江伟进入剧团，边跟着老一
辈艺人学艺，边随剧团四处演出。

既 能 养 活 自 己 又 能 给 别 人 带 去 快
乐，这份工作一直让刘江伟引以为
豪。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的娱
乐方式越来越多，演出机会越来越
少。1999 年，为了谋生，刘江伟忍
痛 离 开 剧 团 ， 但 一 直 没 有 放 弃 演
出。2012 年，刘江伟以戏迷身份到
河南电视台 《梨园春》 打擂，其出
色的表现吸引了著名曲剧表演艺术
家杨帅学的注意。被杨帅学收为徒
弟后，刘江伟潜心钻研唱功，并四
处演出、参赛。

伴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戏
曲被越来越多人关注、喜爱，临颍县
曲剧团也在逐渐走出困境。2023 年，
刘江伟接任团长。“我要把毕生心血
都倾注在戏曲事业上，拼尽全力带领
剧团重新走向辉煌。”刘江伟是这样
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上任后，他自
掏腰包采购新设备，四处奔走邀请老
演员回归并招纳新人，复排经典剧
目，创作新剧目。目前，剧团有演职
人员 50 多名，能演出 《大宋英烈》
1~4 部，《大保国》 1~2 部，《程婴救
孤》《经堂孝母》《刘备招亲》 和现代
戏《天下父母》等多部经典剧目。

“从去年10月开始，剧团的商演越
来越多。年初以来，我们更是每天都
在演出。”刘江伟说，观众的热情让他
深刻地感受到戏曲文化有强大的群众
基础，曲艺传承发展氛围极好。下一
步，他将带领剧团继续努力，让曲剧
得到更好发展，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贡献力量。

临颍县曲剧团

40余年的坚守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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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如今，白天上班、晚上学艺，是

不少年轻人追求的新的生活方式，去
夜校上课也成了一股新风潮。夜幕降
临，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年轻人聚集在
一起，为生活“充电”。

市文化馆主办、相关社会机构承
接的首期“沙澧星光”市民艺术夜校
培训班近日已全部开课。3月25日至
3月29日，记者深入各个课堂进行采
访。

“起身，跳动；向左，向右。再来
一次！”3月25日晚7时，华东商务中
心一间形体教室内，十余名女生跟随
老师韩阳甩手摆臂练习爵士舞动作。

韩阳说：“爵士舞目前受到很多年
轻人的喜爱。它的特点是可以自由自
在地跳，加上动感的节奏和富有活力
的肢体动作，看起来很酷。”

“‘说文解字’古香选用的原料
多为沙澧河岸边的榆树、艾草、香花
草、薄荷草等，同时采用中药材如沉
香、檀香、崖柏、冰片等。通过选
料、碾碎、研磨、配料等多道工序，
采用纯手工制作而成，具有清新、芳
香的特点。”3月26日晚7时，在五一
路一家制香工作室，老师郭艳艳正在
向8名学员讲解制香的历史。学员边
听边记，有的拿起手机赶紧拍下老师
的PPT课件，生怕遗漏知识要点。

制香班学员祁女士说：“制香传递
的是一种宁静淡泊的生活理念。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学习一项新技
能可以修身养性。我很享受这样的学
习氛围。”

“没想到市民艺术夜校这么受大家
欢迎。招生公告发出当天，所有课程
报满，甚至一些课程半个小时就报满
了。”市文化馆培训部主任胡蝶介绍，
为丰富我市群众文化生活、提升市民

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市文化馆联合
相关社会机构以低收费模式开办“沙
澧星光”市民艺术夜校。首期共开设
传统插花、泥塑、制香、瑜伽、中国
舞和爵士舞六门课程，时间集中在周
一至周五晚上，每节课为两个小时。

“市民艺术夜校的课程内容丰富，
可靠性也非常强。”学员侯女士坦言，
浏览课程介绍便知，夜校师资力量雄
厚，课程质量极高。中国舞老师刘璐
是市舞蹈家协会理事、漯河启航音乐
舞蹈学校创始人，从事舞蹈专业教学
15年；瑜伽老师大霖从事瑜伽教学15
年；爵士舞老师韩阳是河南省首届舞
蹈大赛金牌教师，擅长民族、古典、

街舞等各种风格舞蹈。
此外，部分课程还邀请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授课。传统插花老
师刘长青是高级花艺师、省花协鲜切
花协会副会长、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统插花技艺传承人。制香老师郭艳艳
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说文解字”古香制作技
艺传承人。泥塑老师丁大军是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河上街泥塑传承人，2019年创办了
河上街泥塑工作室。“非遗类、传统文
化类项目非常受欢迎，课程一上线就
被抢空了。”胡蝶说。

有学员表示，上了市民艺术夜校

才突然发觉，原来自己对那些看起来
陌生的领域仍然保留着好奇心。

插花班学员赵女士是一名“85
后”。平时赵女士就喜欢摆弄花花草
草，但一直没有机会学习传统插花
技艺。市民艺术夜校给了她学习的机
会。她说：“学无止境。不管是哪个年
龄段都可以学习新东西，任何时候都
不会太晚。”

“这里的朋友不会和我聊工作。”
爵士舞班学员王女士觉得，市民艺术
夜校给了她松弛感。以前，王女士的
朋友圈比较小，大家聊天的内容也多
与专业、工作相关。在这里，她有了
因爱好而结识的朋友，“大家一起聊
天，说说笑笑，挺开心的。”

郝梦妍今年24岁，是市消防救援
支队机动大队的一名文员。她说，自
己的生活曾经非常枯燥，现在一口气
报了四门课——传统插花、中国舞、
制香、泥塑，收获了久违的快乐。

“大家都是因为喜欢才相聚在一起
的 。 在 市民艺术夜校学 习 相 当 于

‘充电’，让我有更好的状态面对接
下来的生活和工作。”

“市民艺术夜校的火爆是由于人们
物质生活水平提升后，对精神生活有
了更高追求。”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青年
教师王丹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
视为人们对抗内卷、躺平、焦虑等负
面情绪的一种有效方式，是一种积极
心态——从身边的人那里汲取向上的
力量，从人与人的交往中获得情感增
量。

“希望课程内容更加丰富。”“我希
望夜校常开。”“还想学习更多传统技
艺。”……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学员
的心声。“夜校热”未来会成为一种常
态，这也将考验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
的能力与水平。

白天上班 晚上学艺——

市民艺术夜校点亮群众文化生活

3月27日晚，市民艺术夜校学员在河上街泥塑工作室学习泥塑制作。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3月
28日，我市知名画家王博的中国
画作品在许昌市博物馆展出，吸
引了不少观众前去参观。大家在
一幅幅绘画作品中领略祖国的壮
美河山。

王博现为我市美术家协会副主
席、郾城区第二实验中学美术教
师。多年来，他利用节假日走遍
大江南北去写生，几十年如一日
潜心创作，绘画水平突飞猛进，
作品以山水、花鸟为主。如今，
王博已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
员、中国工笔画协会会员、中国
国画家协会理事、中国画院画

家、中国水墨画院画家、中央民
族大学书画院特聘画家、桂林电
子科技大学书画院特聘画家，出
版两本画集 《王博山水画作品
集》《艺苑集翠》，有十多部作品
参加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全国
性展览并获奖。

本次作品展的主题为“看
山·见水”，由许昌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主办、许昌市博物馆承办，
从3月28日持续至4月19日。王
博告诉记者，本次展出的作品共85
幅，是他近年来深入江南水乡、太
行山脉、天山南北等地采风后创作
的精品。

王博中国画作品展举办
85幅作品展示祖国灵山秀水

■李华强
“查看”与“察看”都有通过

察看了解情况的意思，但深入分析
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通过《说
文解字》对“查”和“察”造字本
义进行追溯。

“查”在 《说文解字》 中作
“柤”。后来，“柤”中“木”旁移
到上边，“且”讹变作“旦”，遂俗
写作“查”。《说文解字·木部》：

“柤，木闲。从木，且声。”徐锴
《说文解字系传》：“闲，阑也。柤
之言阻也。”“查 （柤） ”是形声
字，“木”作形旁，表示其意义跟
木有关；“且”作声旁，表示其读
音。本义是木栏，读作zhā，泛指
木栅、行马和水堰一类的拦阻物。
阻挡、阻拦是“查”的重要语
义，由此“查”引申出检查、调
查的意思，即为发现问题或了解
情况而验看、查看，表示以上意义时
读作chá。明陆容《菽园杂记》：“如

‘查’字……今云查理、查勘，有
稽考之义。”“查看”实质上是一种
检查，带有一定的行政强制力。

如：灾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去现
场查看；又如：省检查组通过召开
座谈会、查看资料等形式进行暗
访。

《说文解字·宀部》：“察，覆
也。从宀、祭。”“察”是会意字，
由表示房屋的“宀”和表示祭祀的

“祭”会意，指庙祭时仔细观察。
本义指详审、细究。贾谊 《道
术》：“纤微皆审谓之察。”成语

“明察秋毫”“察察为明”，其中
“察”是观察入微之义。“察看”就
是为了解情况而细看，具有鲜明的
细致性。如：入冬以来，他每天都
在察看风向并做好记录；又如：实
验室里，他一动不动盯着仪表盘，
密切地察看温度的变化。

弄清“查看”和“察看”的区
别，就比较容易根据实际情况和不
同的语境来决定使用哪一个了。

“查看”侧重检查、核查，多用于
行政领域，大都为了查找、查处问
题；“察看”侧重观察、考察，多
用于调查研究，大都为了知晓情
况、掌握事物的规律。

“查看”与“察看”

■付二红
徐固是郾城籍明朝举人，曾任

山西省长白县知县。他为官清廉。
徐固去世后，安葬于郾城西北13
公里常家村的二郎庙前。1965
年，因修建孟平铁路需要迁移该
坟茔。徐固的后裔组织人员历时
一月有余，将坟茔迁到徐固的老
家——姬留村。据参与迁坟的人
回忆，挖掘时棺木完好，棺材外
面涂着一层黄香，封闭严密，没
有发现破损。

一生廉洁清正的徐固敢于同权
贵叫板，为百姓伸张正义，深得民
心，在百姓心中犹如护法神。因
此，民间一直有徐固的故事在传
颂。其中一个流传较广且被民间艺
人编写成剧本搬到戏台之上的是

“徐固断虎”的故事。
剧本的大致意思是说，有一位

九十多岁的老妇人与她十岁的孙子
相依为命。祖孙俩日子过得虽清
贫却很温暖。老妇人省吃俭用，
尽全力抚育孙子，唯盼望孙子早
日长大成人，能独立生活。一
日，老妇人去山下寻找食物，由
于年龄大行动慢，返回家中时太
阳早已落山。在院门口唤孙子多
声，不见孙子回应，急忙走进屋
内，只见屋内一地鲜血，还有人
骨散落。老妇人见此情景，心痛
不已。孙子遭此劫难让她万念俱

灰，下定决心即便拼了老命也要
到县衙告状找出真凶。

老妇人趁着夜色，艰难地往山
下走去。她一路乞讨一路打听，在
好心人的帮助下来到县衙。县官
徐固得知此事后愤怒不已，急忙
率领众衙役到老妇人家中调查。
徐固一行一路询问、排查，又结
合现场血迹和人骨上的痕迹，在
仵作的鉴别下弄清了真相。原
来，此案不是人为，而是从山上
下来的猛虎将小孩吃掉了。徐固
命众衙役上山将老虎捕回，捆绑
至县衙。徐固当堂怒骂老虎凶
残，如今老妇人孤身一人如何生
存，又依照律规对老虎进行处
置。老虎似乎听懂了徐固说的
话，收起凶残的神情，趴在地上
做出求饶的样子，向徐固和老妇
人哀求免去自己的死罪。徐固见
此情形，走到堂下，征得老妇人
同意后免去老虎死罪，下令让老
虎赡养老妇人。老虎作揖感谢，紧
随老妇人而去。

之后，老虎每天到山上捕获猎
物赡养老妇人，直至老妇人寿终
正寝，又用双爪挖土坑将其埋
葬，而后消失于大山之中再无人
见过。

这个故事被后人创作为戏剧，
在人伦道义方面还是颇有教化意义
的。

“徐固断虎”的传说

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剧团在临颍县台陈镇演出。 临颍县曲剧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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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