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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宜书 陈 迪
近日，2024中国出版“走出去”年

度推荐入选名单公布。舞阳农民画作品
《希望的田野——舞阳农民画》 多语种
出版成功入选，成为国际文化合作优秀
项目。

据了解，《希望的田野——舞阳农民
画》 由市委宣传部组织舞阳农民画院编
著，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市新华书店有
限公司共同打造，采用纸书、交互式电子
出版物、文创的形式复合呈现。今年10
月，《希望的田野——舞阳农民画》多语种
出版入选第五届“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
型案例。截至目前，相关单位已与吉尔吉
斯斯坦、泰国、蒙古国、英国、俄罗斯签
订了版权输出协议，外文版即将出版；与
美国、加拿大、法国达成输出意向。在文
化传承与创新的时代浪潮中，舞阳农民画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独特的魅力闪
耀世界舞台。

为深入探寻我市这一非遗项目走向世
界背后的故事，记者采访了 《希望的田
野——舞阳农民画》主编、舞阳农民画院
院长周松晓。

画笔绘就新画卷

11月20日上午，冬日暖阳高照。在舞
阳农民画院创作室，数位农民画画家或站
或坐，正在精心创作。

“今年6月，《希望的田野——舞阳农
民画》 新书发布暨版权输出签约仪式在
北京举行。这本画册共收录舞阳农民画
代表作200余幅。”周松晓告诉记者，画
册中的每一幅画都带着泥土的芬芳，凝
结着田野里的露珠，散发着幸福的味
道，体现了新时代农民对伟大祖国的无
限热爱、对美好生活的炽热向往和对乡
土家园的深深眷恋。

这本画册分为“新田园”“新农民”
“新乡风”“新时代”四个篇章，每个篇章
开篇的右下角都精心设置了二维码。读者
只要用微信扫一扫，就可欣赏到高清电子
版大图，并伴有专业的音频解说，同时还
支持便捷下载保存，为读者带来别具一格
的艺术体验。

“新田园”描绘了乡村自然风景和农业
生产的新面貌。“新农民”聚焦新时代农民
丰富多彩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新乡风”呈现了乡村社会风尚
的转变。画中的乡村婚礼、节日庆典、邻
里互助等场景，展示了新时代乡村文化的
活力。“新时代”绘出了农村的新变化、
新面貌、新辉煌。收割机、小汽车、高铁

等与丰收的田野、美丽的乡村风光形成一
幅优美的画卷。画家们以独特的视角和创
新的表现手法，记录了新时代农村的发展
变化。

走出国门展风华

1984年，河南省第二届农民画展，舞
阳农民画入选21件作品；2006年，舞阳
农民画被列入第一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2010年，舞阳县被列为全国十个
有代表性的农民画乡之一……翻开画册，
开篇的舞阳农民画大事记年表，详细记录
了1984年以来舞阳农民画发展过程中的重
要时间节点、标志性事件、所获荣誉奖项
以及相关的媒体报道。

诞生于田间地头的舞阳农民画，缘何
能走向国际舞台？周松晓认为：“舞阳农民
画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说话间，周松
晓向记者展示了一幅他为布基纳法索的国
际友人创作的作品。

画中，布基纳法索人身着民族服饰，
面带欢笑，同身穿传统服饰的中国人民一
起载歌载舞，一派祥和的景象。画中还融
入了长城、祥云等中国文化元素，体现出
中布的和睦相处及文化的交流融合。

深扎泥土的舞阳农民画经过60年的发
展，继承和发扬了民间传统文化，融合了
开放的现代意识，民间风情强烈，乡土气
息浓郁，画出了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勤善为本的传统美德，画出了新时
代中原大地的新变化、新面貌、新辉煌。
每幅农民画都是一个故事，生动地诠释着

“中国精神、中国形象、中国文化、中国表
达”的丰富内涵，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的一扇明亮窗口。

扎根泥土谱华章

在谈及作品入选标准时，周松晓也有
着自己的看法：“农民画作为民间艺术的门
类之一，创作者对民间艺术的理解深度、
把握精准程度以及在作品中的展现方式和
呈现效果，都是决定作品能否入选的关键
因素。”此外，周松晓说，农民画的创作要
立足生活，画自己熟悉的生活或场面，用
饱含泥土芬芳的笔触去描绘那些能够触动
自己内心的事物。

记者在画册收录的周松晓作品《梦里
家园》中看到，小溪围绕着房屋，鱼儿在
水中自由嬉戏，一群鹅鸭在追逐嬉戏的鱼
儿；院子里的植物长势喜人，旁边还晾晒
着刚收的秋粮……人们的幸福生活被真实
地表现出来。

画册中，魏旭超的作品 《农家新宝
贝》描绘了村民腰包鼓起来后，买了小汽
车、大卡车的生活场景。别具一格的房屋
错落有致，村容村貌越变越好，一幅美丽
文明乡村生活新图景跃然纸上。

传承创新四海扬

《希望的田野——舞阳农民画》出版
后，中央美院二级教授吕越曾在7月10日
《中国艺术报》刊发的《展现欣欣向荣的新
时代农村生活——评〈希望的田野——舞
阳农民画〉》一文中评价：“新时代的舞阳

农民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注入了更
多的时代元素和创新意识。画作主题更
加广泛，内容更加丰富，不仅展现了农
村的自然风光和农民的生活场景，还深
刻反映了新时代农民的精神面貌和价值
追求。”

近年来，舞阳农民画在传承发展的道
路上积极探索，勇于创新，通过传统出版
与新技术的深度融合，持续推出“有筋
骨、有道德、有温度、接地气、带露珠、
沾泥土”的精品，让更多国家的读者享用
这一文化大餐。

同时，舞阳县教育局以农民画为核
心，选取与学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主
题，融合红色文化、乡土文化、劳动教育
等，分学段开设了学画舞阳农民画地方课
程。此课程得到了师生及上级教育部门的
认可。

如今，舞阳农民画正以其独特的艺术
语言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在“一带一路”
的文化交流舞台上绽放出绚烂的光彩，成
为一座中外文化交流的坚固桥梁。

《希望的田野——舞阳农民画》

以乡土笔触绘出国际文化交流新画卷

■本报记者 孙 震
“新盖房子明又亮，满院菊苗披绿装，

村里道路宽又广，夜晚路灯明晃晃……”
11月30日，在舞阳县贾湖曲剧团排练厅，
伴随着铿锵的鼓点和悠扬的曲胡，大型现
代曲剧 《菊花赋》 的演员正在紧张地排
练。该剧入选河南省第十六届戏剧展演名
单，将于12月17日下午在襄城县文博中
心大剧场演出。

三年磨一戏

“《菊花赋》是一部以中原农村为背
景，以菊花产业发展为线索，展现农村变
革与农民精神风貌的曲剧现代戏。”《菊花
赋》编剧、舞阳县贾湖曲剧团团长魏庆丰
介绍，该剧讲述了菊花庄的党英放弃大城
市的安稳生活，回村参加村“两委”换届
选举，担任菊花庄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
任，不畏困难，坚定发展菊花产业的信
心，带领党员干部把菊花庄建成远近闻名
的模范村的故事。

谈及该剧的创作，魏庆丰告诉记
者，《菊花赋》历时三年多完成。2021年
3月，魏庆丰开始谋划、编排这部乡村振
兴题材的现代戏。为了让故事情节更贴
近生活，魏庆丰多次实地采风，到保和
乡棉李村菊花种植基地了解菊花品种，
向种植户学习菊花种植技术，还到村

“两委”换届选举现场了解选举流程。西
街的牛腱、北舞渡的烤羊排等舞阳特色
美食都被他写入剧本。

戏迷登台演出

“戏迷登台演出是该剧的一大特色。”
魏庆丰介绍，舞阳县贾湖曲剧团成立于
2018年，是一个以戏迷为主体的民营文艺
团体。“演员在进入剧团之前没有接受过正
规培训，纯属个人爱好。”魏庆丰说，他们
当中有农民，有退休职工，还有个体经商
户。

言语间，只见一名中年男子拍着身上
的面粉跑向排练厅。魏庆丰告诉记者，他

就是在剧中饰演谢六的郭文芳，曾获舞阳
县第四届戏迷擂台赛二等奖。他家在县城
开面馆，郭文芳要把面馆所需的面和好、
菜配好，才能赶来排练。

排练休息时，剧中饰演党英的张玉花
说，儿子一家在外地生活，多次让她去，
她都因排练节目未能成行。家人都很支持
她，鼓励她演好角色。

魏庆丰说，张玉花多次在市、县戏迷
擂台赛获一等奖，有一定的功底。为了演
好角色，她回家后对着镜子练，揣摩每句
台词的动作。乐队打击手段铁柱平时种
菜、卖菜，一听说要排练，菜没卖完就骑
着三轮车往剧团赶。

三年来，为了演好《菊花赋》，14名
演员、9名乐队成员都在默默付出。

校地合作结硕果

在魏庆丰看来，《菊花赋》能在全省
“露脸”，既离不开演员的努力，又离不
开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的帮扶。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与舞阳县开展校地结对帮扶工
作以来，帮助舞阳县贾湖曲剧团打造大
型现代曲剧《菊花赋》，派出专家到剧团

指导。
国家一级演员，河南省玉卿戏曲音乐

艺术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江团结担任《菊
花赋》艺术指导；河南省玉卿戏曲音乐艺
术研究院艺术创作教研室主任、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公共艺术理论教研室主任魏振雷
担任导演。魏庆丰说，这些专家多次到剧
团指导排练，一遍又一遍为演员指导动
作，没有一点儿架子。

“当时剧本需要谱曲，江教授得知后委
托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理事、省曲剧艺术保
护传承中心二级作曲李全生老师帮忙作
曲，后在排练中发现不合适的地方又麻烦
李全生老师修改。三易其稿，才有了现在
的曲谱。”魏庆丰说，专家们的加入，给了
演员很大的信心。在《菊花赋》录像制作
中，市豫剧艺术中心提供了音响、灯光、
场地等。三年来，舞钢市的导演齐保国多
次到剧团义务指导编排。他们的无私奉献
让演员们很感动。

“三年磨一戏。《菊花赋》能够入选河
南省第十六届戏剧展演名单，我们很激
动，也都攒着劲要演好《菊花赋》，为全省
父老乡亲呈现一部精彩大戏。”魏庆丰告诉
记者。

《菊花赋》：展现农村变革与农民精神风貌

舞阳县贾湖曲剧团作为一个以戏迷
为主体的民营文艺团体，编排的大型现
代曲剧《菊花赋》入选河南省第十六届
戏剧展演名单，实属难得。

在采访中，记者看到剧团全体演职
人员认真揣摩剧本剧情，精心打磨动
作。他们表示，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力
争将最佳的表演状态呈现给观众。

众所周知，大多数民营剧团在发展
中面临诸多困境，如基础条件较差、
队伍建设存在薄弱环节、管理模式落

后、演出市场萎缩等。但舞阳县贾湖
曲 剧 团 近 年 来 蓬 勃 发 展 ， 作 品 屡 获
市、县大奖，此次更是登上全省的舞
台。这些成绩的取得既离不开剧团演
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也离不开河南职
业技术学院、市豫剧艺术中心的大力
支持。校地结对、大团帮小团等举措
无疑为当下民营剧团的发展和生存提供
了借鉴。希望舞阳县贾湖曲剧团多创作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满足基层群众
的多层次文化需求。

大
型
现
代
曲
剧
《
菊
花
赋
》
排
练
现
场
。

本
报
记
者

李
宜
书
摄

■记者手记

■李华强
“云”字起源很早，始见于

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甲骨文
“云”字是象形字，形像云朵。
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叙》 有
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
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
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
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易》八卦，以垂宪象。”这是
许慎关于文字起源的说法。这
段话或许为我们揭示了古人通
过观察云的形象而造出“云”字
的秘密。

“云”的繁体作“雲”，战国
楚系简帛、小篆字形已见这种写
法。《说文解字·雲部》：“雲，
山川气也。从雨，云象雲回转
形。凡雲之属皆从雲。云，古文
省雨。”“雲”是会意兼形声字，
上部为“雨”，下面的“云”像
云彩回旋转动的样子，“云”兼

表示读音。“雲”本义指山河升
腾之气。云，是古文“雲”的写
法，由“雲”省去“雨”而成。
由此可见，“云”是“雲”的本
字，也许是因为“云”被借用表
示“说”的意思，人们在“云”
上加意符“雨”，造“雲”表示
其本义。《说文解字》中的古文

“雲”是云彩的象形，跟甲骨
文、金文的字形一脉相承。后
来，“雲”的象形字楷书写作

“云”。在古籍中，“云”多用于
表示“说”，如“诗云”，“雲”
多用于表示“云彩”。

汉 字 简 化 时 ，“ 云 ” 作
“雲”的简化字。古老的“云”
穿越时空隧道，又一次焕发生
机。这种采用一个字的初期写法
的简化方法，可称为“恢复古本
字”，如“電”简作“电”，

“從”简作“从”，“氣”简作
“气”，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

说“云”

■赵世杰
舞阳县吴城镇不仅是一座商

贸古镇、文化古镇，还是一座美
食古镇。吴城镇的饮食文化丰富
多彩，其中吴城热豆腐传承百
年，远近闻名。

吴城街上有一家豆腐摊，摊
主叫曹孟春。由于他做豆腐时间
长，豆腐好吃，被誉为当地的

“豆腐大王”。笔者经常买他的豆
腐。近日，他一边卖豆腐，一边
向笔者讲述了他与豆腐50余年
的不解之缘。

曹孟春是吴城镇苇塘村人，
1958年出生。11岁时由于家里
穷辍学，开始给父亲帮忙做豆
腐。他边干边学，逐渐掌握了做
豆腐的技术。他经常听取顾客的
意见和建议，并及时改正。选用
好豆子，绝不用坏豆。从开始做
豆腐到现在，他用坏的大铁锅有
二十多口。

天冷时候，他晚上8点泡豆
子，凌晨3点左右起床。以前磨
豆子用石磨，这些年都用豆浆机
打，渣浆分离。打完后，用自吸

泵把豆浆抽到锅里，开始烧锅，
烧40分钟左右，再用耐高温自
吸泵把煮好的豆浆抽到大盆子
中，下浆、兑脑，然后起脑，倒
进斗子里压一个小时左右，最后
掀豆腐，到街上出摊。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

他家的豆腐品质好，瓷实劲
道，豆香扑鼻，受到顾客欢迎。
买不买他的豆腐，他都笑脸相
迎。有的顾客忘带钱了，他就
说：“拿走吧，没事。”都不用记
账。有的人买一块钱的豆腐，别
的豆腐摊不卖，他卖。他说：

“东西再好，服务态度不行，整
天冷着个脸，谁还买你的东西？
虽然说做生意品质第一，但态度
也很重要。”他的顾客好多都是
回头客。

如今，曹孟春靠着做豆腐盖
起了两层楼，不缺吃不缺穿，爱
人、闺女早就劝他别干了，让他
好好歇着。“俺就喜欢做豆腐，
一歇浑身不得劲。只要干得动，
我就不会丢了这老手艺。”曹孟
春说。

曹孟春与豆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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