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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陈全义
神话小英雄哪吒从“闹海”到“出

海”，中国动画电影踩上风火轮“闹”进
联合国。《哪吒2》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
榜，书写了电影票房“神话”，展示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火尖枪、
风火轮、乾坤圈、混天绫是哪吒的法宝，
而创新则是“哪吒”出海的法宝。

《哪吒2》作为打破文化壁垒的出海尖
兵，实现了东方神话的跨文化逆袭，在国
际市场上收获众多观众的盛赞，叙事创新
是成功的关键。哪吒是陪着我们长大的神
话小英雄，哪吒闹海的故事我们耳熟能
详。传统神话故事要讲出新意，就要与时
俱进，与观众共情共鸣。传统哪吒故事多
围绕其闹海情节展开，《哪吒2》在《哪吒

1》的基础上创新叙事，讲述了一个“叛
逆少年”成长的故事，在保留核心元素的
基础上，注入时代精神，着重塑造哪吒的
内心成长历程。从“我命由我不由天”到

“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影片巧
妙融入现代价值观，体现了当代人积极进
取、勇于挑战的精神。同时，电影对亲情
和友情进行了重新演绎，使古老神话在现
代语境下焕发出新的生机，赋予故事新的
生命力，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都能产生
共鸣。

在角色塑造方面，影片对哪吒的身
世、特征、性格等都进行了创新设计，一
改以前的完美英雄形象，黑眼圈里藏着一
丝可爱，夸张的表情又透着玩世不恭的心
态，调皮捣蛋的外表却掩盖着渴望被认可

的内心。这让哪吒更具人性光辉，更符合
观众的口味，也更容易引发共鸣。

《哪吒2》风靡全球的背后，是科技加
持的结果，是表现形式的创新。全国近
140家动画公司4000多人的全力托举，成
为电影特效的“万鳞甲”，实现了“文
化+科技”的完美融合，奏响了文化与科
技碰撞的华彩乐章。主创人员精益求精，
让中国动画完成了从“技术输入”到“标
准输出”的华丽转身，展现着国产动画的

“新势力”，赢得了票房和口碑双丰收。
对于《哪吒2》惊艳全球，社会各界

纷纷从不同角度破解“流量密码”。“哪
吒”出海也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近年来，我市围绕

“文化点亮城市、产业彰显特色、创新引

领未来”的发展理念，致力打造贾湖文
化、许慎文化、食品文化、商埠文化“四
大文化”名片。我们需要借鉴“哪吒”出
海的经验，深入挖掘“四大文化”内涵，
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馆藏文物
动起来，让历史人物活起来，让漯河文化
火起来，坚定文化自信，凝神聚魂，加快
建设现代化食品名城、创新之城、幸福之
城，在新时代漯河“二次创业”中奋勇争
先、更加出彩，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漯河新局面。

创新：“哪吒”出海的法宝

本版组稿：苏艳红 赵娅琼

与蛇有关的谚语很多，不仅中国有，
外国也不少。

一是描述特性或行为的。“蛇无头不
行，草无根不生”，比喻没有领导或核
心，事情就无法进行。“蛇无脚，自安
脚”，比喻没有外在条件，也能自我适
应。“冻僵的长虫（蛇），要死不活”，形
容人或事物处于一种不健康的状态，既不
死也不活。“冬天的蟒蛇，有气无力”，比
喻人在寒冷或困境中显得无力和萎靡。

“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比喻做多余的
事，反而适得其反。

二是提醒、警示或教训。“人心不足
蛇吞象”，比喻人的贪欲无穷或野心勃
勃。“蛇不打死害众人，虎不打死当祸
根”，比喻不能轻易放过恶人，否则会带
来更大的祸害。“养虎为患，养蛇吃
鸡”，比喻养着有害的东西会带来麻烦。

“蛇和蝎子交朋友，毒上加毒”，比喻更
加狠毒。

三是比喻或象征。“蛇皮华贵，牙齿
有毒”，比喻外表美丽但内心有毒。“蛇入
筒中，曲儿还在”，比喻虽然环境限制了
活动，但本性难改。“蛇死三天尾还动，

虎死七天不减威”，比喻人虽然死了，但
其影响或威望仍然存在。“蛇咬农夫，恩
将仇报”，比喻忘恩负义，伤害有恩于自
己的人。“蛇头上的苍蝇，自送一口肉”，
比喻自投罗网。“智者蛇行，愚者跳跃”，
比喻聪明的人行事谨慎、隐秘，而愚蠢的
人则显得张扬、浮躁。

四是生活智慧或经验。“蛇咬一口，
入骨三分”，比喻伤害深刻难忘。“蛇钻窟
窿，顾前不顾后”，比喻只顾眼前、不顾
后果。“看到草绳就喊蛇，大惊小怪”，比
喻过于惊慌，小题大做。“打蛇要打七

寸，攻其要害”，说明在进行攻击时，要
瞄准并打击对方的关键或要害部位，以达
到最佳效果。“蛇钻的窟窿蛇知道，各人
干事心里明”，比喻每个人做事都有自己
的打算和计划。

中国有不胜枚举的“蛇谚语”，国外
类似的谚语亦俯拾皆是。“蛇的本性改不
了”（巴西谚语），“蛇可怕在嘴上”（富拉
尼谚语），“人不能跟蛇进洞”（祖鲁谚
语），“把蛇放在怀里，它醒过来就要咬
你”（希腊谚语），“蛇换蛇皮，不改蛇
性”（俄罗斯谚语），“蛇死不再毒害人”
（沙特阿拉伯谚语），“蛇并不怜悯熟睡的
人”（伊朗谚语）……这些谚语形象地反
映了人们对蛇的细致观察，同时也蕴含丰
富的哲理与生活的智慧。

据《西安晚报》

妙趣横生“蛇谚语”
知识窗知识窗

■李华强

职普融通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
决定》 指出：“加快构建职普融
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我们通过《说文解字》来加深对

“职普融通”这个名词的认识和理
解。

“职普融通”的要旨在“融”
与“通”。《说文解字·鬲 （lì）
部》：“融，炊气上出也。从鬲，
蟲（chóng）声。”“融”是形声
字，“鬲”作形旁，表示其意义与
炊具有 关 ； 省去部分形体的

“蟲”作声旁，表示读音。本义指
蒸气上升。引申指融化，又引申
为融合。“融”先天带有柔性、默

化和易于被人接受的特点。《说文
解字·辵（chuò）部》：“通，达
也。从辵，甬声。”“通”是形声
字。“辵（辶）”作形旁，表示其
意义与行走有关；“甬”作声旁，
表示读音。本义指通达，无阻
隔。引申为到达，又引申为连
接、贯通。融通，就是融会贯通。

“职普融通”是指职业教育、
普通教育通过教学资源共享、培
养成果互认、发展路径互通等方
式，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
学生成长成才提供多样化路径选
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高
素质复合型技能人才。以大职业
教育观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加快构建融通、
融合、融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既能让广大学子有更多机会
接受高层次、高质量教育，也能
更好满足社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晶莹剔透的苹果树摆件，每一个苹果

都能折射阳光；狮子、龙、马、鱼等动物
摆件，仿佛下一秒就要动起来；足以以假
乱真的玻璃花朵，娇艳欲滴。这些栩栩如
生的作品，皆是灯工玻璃工艺品。

2月10日，记者走进召陵区万金镇灯
工玻璃非遗技艺传承人李宁波家中，探寻
灯工玻璃作品的制作奥秘。

灯工玻璃制作工艺是将玻璃管或玻
璃棒用火加热，待玻璃受热变软，再用
钳子等工具塑形的一种工艺。以前主要
是煤油灯烧灼，灯工之名因此而来。然
而，煤油灯烧灼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温
度较低、范围较小。后来，随着科技的
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主要制作工具变为
燃气喷枪，外焰温度提升至 1300℃左
右。

“我家从事玻璃材质物品的制作已经
几十年了，以前主要制作各种玻璃仪器，
比如温度计、玻璃管、玻璃杯。”李宁波
告诉记者。

起初，李宁波的曾祖父李松旺在外地
学习了灯工玻璃制作工艺。经过李宁波的
祖父李胖、父亲李海军不断研究改进，灯
工玻璃制作工艺更加成熟。

“我父亲对灯工玻璃制作工艺进行了
改进，开始制作各种高档工艺礼品。我父
亲制作的各种动物、植物、人物灯工玻璃
工艺品栩栩如生。从那时起，我对灯工玻
璃有了一定的认识。”李宁波告诉记者。

受家庭影响，李宁波也醉心于玻璃工
艺品的制作。他将灯工玻璃技艺融合写实
的雕法、添加上流行元素，使得作品既有

传统的端庄大气又有现代写实感。
李宁波认为，想要制作出精美的作

品，审美水平和技艺缺一不可。无论是制
作花鸟鱼虫、瓜果蔬菜还是飞禽走兽，都
需要制作者具有一定的美术基础，方能成
竹在胸、完成制作。

“我从小就对书法和绘画感兴趣，有
一定的美术基础。这对于我使用灯工玻璃
技艺制作工艺品有很大的帮助。”李宁波
说。

在制作工艺品时，他会在脑海中预先
构想出作品形态，然后再动手制作。制作
时，每一个步骤都很关键，需要制作者熟
练运用各种制作技巧。这是一个反复练
习、熟能生巧的过程。

“学习灯工玻璃非遗技艺，是从练习
烧一些圆球、椭圆球开始的，就和达·芬
奇学习画画从画鸡蛋开始一个道理。把烧
圆球练好了，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塑
形。”李宁波告诉记者，他光练习烧圆球
就练了几个月。随后，制作者还需要掌握
钩捏、拽拉、拍切等技术，以及色彩的搭
配。这样才能更加真实地再现物体的原貌
及动态之美。

为了方便创作，李宁波在家中设了一
个灯工玻璃工作室。平时，他就在工作室
里潜心创作。

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李宁波现场展示
了灯工玻璃的制作流程。

他先打开燃气喷枪，然后双手各拿一
块玻璃料，把玻璃料放在火焰上烧化。据
他介绍，右手的玻璃料主要用来添料、塑
型，左手用来定型。只见玻璃在高温的作
用下慢慢变软，在李宁波的手中逐渐改变

了形状。他不停地转动手里的玻璃料，或
挤或拉或用工具捏，不一会儿，一匹奔跑
的小马便被塑造出来。整个过程一气呵
成，令人赞叹。

在李宁波家中，摆放着许多由他制作
的玻璃工艺品。这些工艺品制作精良，兼
具实用性和艺术性，是不可多得的精品佳
作。

李宁波每年都会去浙江义乌。那里的

小商品市场有很多工艺品制造商。李宁波
到了义乌，可以看到最新的产品形态，还
可以给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他还积极参
加交流会、非遗活动等，宣传万金灯工玻
璃非遗技艺。

李宁波说，他有收徒的计划。他希望
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知道万金灯
工玻璃非遗技艺，并将这门技艺发扬光
大，绽放新的时代光彩。

灯工玻璃：火中雕塑焕新彩

■周全海
7.抱负。今义常用于形容一个

人的志向，愿担负重任。例：“学
生时代，他就很有抱负。”古义
一，用的是它的本义，即手抱肩
扛。例：“自是莫不抱负坟策，云
会京师！”（《后汉书·儒林传
序》）意思是从这以后读书人没
有谁不争先恐后携带着古代典籍
和对策，像风起云涌一样汇聚到
京城。古义二，从抱着背着引申
为扶持、辅佐。例：“少主幼弱则
大臣不使，世无周公抱负之辅，
恐危社稷。”（《汉书·孝成赵皇
后传》）意为皇帝年龄小身体孱
弱，大臣就会不听使唤。如果没
有像周公那样的忠臣辅佐，恐怕
社稷就很危险了。

8.报复。今一般用于复仇报
冤。例：“那个人因为个人恩怨而
报复社会，结果成了把牢底坐穿的
罪犯。”古义一，报恩。例:“悉召
故人，与饮食，诸尝有恩者，皆报
复焉。”（《汉书·朱买臣传》）意
为把老朋友都召集过来，招待他们
吃喝，对那些曾经对自己有过恩惠
的人，都一一给予报答。古义二，
答复。例:“不必报复，我自过
去。”（《元曲选·鸳鸯被》）意为
不必再回信了，我亲自过去。古义
三，循环往复。例：“若日月之回
环，犹阴阳之报复。”（《徐孝穆
集·武皇帝作相时与岭南酋豪
书》）意为就好像日月、阴阳的循
环往复一样。

9.暴露。今义曝光揭露，使无
所隐匿。例：“尔等宵小虽善能伪
装，其恶劣行径终有一天会暴露
于光天化日之下。”古文中一般用
的本义，即露天而处，无所遮
蔽。例：“河北地震，水灾，隳城
郭，坏庐舍。百姓暴露乏食。”
（《曾巩·救灾论》）意为河北发
生地震和水灾，城郭和房屋毁坏，
老百姓露天而处、没有粮食吃。

10.本利。今义本金和利息。
例：“如此本利相加，年底总收益
有望超出预期。”古义指根本利
益。例：“故无分者，人之大害
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

（《荀子·富国》）意思是如果
不讲名分，那是人类的大祸害；有
了名分，才合乎天下的根本利益。

11.比方。今义借用甲事物说
明乙事物。例：“打个比方可以把
问题讲得更清楚。”古义一，遵循
其理，顺乎其道。例：“日出东方
而入于西极，万物莫不比方。”
（《庄子·田子方》）意为太阳东
升西落，万事万物没有谁不遵循这
个规律。古义二，比拟。例：“今
君人者，辟称比方则欲自并乎汤
武。”（《荀子·强国》）意为现在
那些做国君的人，想得到比拟称颂
就会把自己和商汤、周武王并列在
一起。古义三，比较。例：“比方
五代，孰者为优？”（《王充·论
衡·恢国》）意为和五代相比较，
谁会更好些呢？

12.比较。今有两种常见的用
法。一是做对比判断。例：“请你
将它们比较一下，看看谁更合
适。”二是表示有一定的程度。
例：“还是这篇文章写得比较好
些。”古义一，官府衙门常用语，
意思是打板子，也叫比卯，意为
上司命令差役按时完成差事，否
则即加杖责。例：“州守相公没奈
何，只苦得比较差人。”意思是州
郡太守无可奈何，只好让差人吃
苦头，用打板子来催促他们。古
义二指较量武艺。例：“若见充弓
手人有勇力武艺衰退，许他人指
名比较，若胜於旧者，即令充
替。”（司马光 《乞罢保甲札
子》）意为如果看到充当弓箭手
的人勇气、力量和武艺衰弱退
步，应该允许别人指名道姓跟他
较量。如果能够战胜他，就可以
下令让挑战者代替他充当弓箭
手。古义三，比照。例：“为苏松
太三属岁徵浮额积弊太深，请比
较近年完数，酌中定额。”（《冯
桂芬代李鸿章拟请减苏松太浮粮
疏》）大意是因为苏、松、太三
府属地每年征收的钱粮税款都远
远超出定额的弊病积累太深，所
以请求朝廷比照近年来完成的数
额，酌情定出一个适当的征收标
准。

运用《说文解字》
解读全会《决定》中的名词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二）

沙澧风光（油画） 陈 彤 作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这个唐代的马踏莲花镜是咱们漯河市

博物馆的藏品，上面的马蹄和莲花像真的
一样。”2月21日，铜韵镜语——乙巳新春
铜镜展在市博物馆一楼展厅举行。本次展
览由市博物馆和南阳市博物馆联合举办，2
月21日开幕，将持续到5月21日。

铜镜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有
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初，铜镜工艺简
单，镜面粗糙。商周时期，铜镜制作工艺
进步，纹饰逐渐丰富，几何纹、动物纹等
开始出现。不过，那时铜镜稀少，多为贵
族所用。战国时期，铜镜迎来发展高峰，
铸造工艺突飞猛进，镜体轻薄，山字纹、
龙凤纹等精美纹饰层出不穷。同时，铜镜
逐渐在民间普及。汉代，铜镜达到新的艺
术高度，种类丰富，铭文镜盛行，镜体上
的铭文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唐
宋时期，铜镜造型多样，工艺精湛、题材
广泛。

铜镜不仅是实用的梳妆用具，还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涵，其图案、造型和纹饰往
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俗、审美观念和宗
教信仰，是文化传承和交流的重要载体。

2月22日，记者走进市博物馆一楼展
厅，看到参观者众多，一面面形状各异的
铜镜带着历史的厚重感，静静地“躺”在
展柜里。据了解，本次展览共展出铜镜近
200面，分为佳人览镜、鉴史正心、艺镜匠
心三个部分。同时，精美的镜架与镜台也
一同展示。

本次展览还设置了“文士咏镜”板
块，展示了许多与镜子相关的诗词歌赋，
让参观者从诗词歌赋中品味古人对铜镜的
情感与哲思。

本次展览还设有古色古香的体验区，
参观者可以感受古人对镜梳妆的雅致。

记者在展厅漫步，看到年幼的孩子认
真听着家长讲解铜镜在古代女子梳妆中的
作用，不时提出天真的问题；有人轻声讨
论着铜镜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对
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赞叹不已。铜韵镜语——乙巳新春铜镜展展出的铜镜。

近200面铜镜亮相市博物馆

展现工艺之美 映照千年风华

李宁波展示灯工玻璃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