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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报记者 孙 震
图/本报记者 王嘉明

伴着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两条黄龙
腾空飞舞，蜿蜒曲折的龙身时而腾跃、
时而转动、时而盘起、时而穿花……在
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中，临颍县
城关街道聂庄村舞龙队表演的《舞龙闹
元宵》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被评为优秀展演作品。

日前，记者走进聂庄村，探寻聂庄
村舞龙队背后的故事。在聂庄村舞龙队
活动室，村党支部书记聂玉广说，舞龙
最初起源于祈雨仪式，后来逐渐演变为
一项传统的民间艺术，逢年过节、丰收
或赶上其他喜事，都少不了一番“龙腾
虎跃”。

“聂庄村舞龙至少有200年的历史，
中间由于种种原因曾经衰落。1986年元
月，临颍县城关镇宋庄龙灯会成立。宋
庄是聂庄村所辖自然村，目前舞龙队队
员大多是宋庄村民。”年过七旬的宋平安
说，他1986年加入龙灯会，现在任聂庄
村舞龙队技术指导，对聂庄村舞龙的历
史有所了解。

舞龙队的舞龙动作根据传说中龙的
形态和动作创制，经过长期积累、不断
革新，已有二龙戏珠、双龙出水、盘龙
腾飞等十余种。舞龙时，巨龙气宇轩
昂、栩栩如生，龙头雄俊昂扬，龙身浑
圆强壮，龙尾翘立飘逸，舞动起来形神
兼备、惟妙惟肖。

舞龙队由50多人组成，舞龙的有26

人，还有鼓手、铙手二十多人。舞龙
时，一人在前用龙珠斗龙，一人舞龙
头，其余一人一节，身手灵活、身材较
小的人舞龙尾。“舞龙不仅是技巧活儿，
也是力气活儿。”宋平安认为，对于舞龙
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展示出龙的精气
神。利用人体多种姿态，亦动亦静，形

成优美连贯的动作。
舞龙队的队员不仅舞龙，还制龙。

宋平安曾经是龙灯制作的主力之一。他
告诉记者，制作龙灯过程复杂，需要有
足够的耐心。进入腊月，村里人开始忙
着制作龙灯，有的用竹篾扎龙头，有的
用毛笔在棉布上画图案。一条龙灯长18

米，分为9节，龙头就有二十多公斤。随
着时代的发展，现在舞龙队使用专业的
道具。

“看，这个擂子（大鼓）是我们舞龙
队的传家宝，已经有150年的历史。”众
人从活动室抬出一面大鼓，年过八旬的
宋义德告诉记者，他听老一辈人讲，这
面鼓制作于清朝光绪年间，是手工制作
的。

“大鼓的两面还有精美的图案，一面
是二龙戏珠，中间是一个八卦图；另一
面是二鱼戏莲叶，都有吉祥如意的寓
意。”宋义德说，舞龙同样注重仪式感，
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二开始起龙，起龙仪
式后就开始进行舞龙表演。正月十六送
龙，人们会再次举行仪式，将龙送回坑
塘，即让龙回归自然，保佑村民平安，
祈求风调雨顺。送龙环节结束后，队员
开始去掉龙灯外面的棉布，这个时候很
多村民就会来要棉布给孩子做衣服，认
为这样可以保孩子安康。

最近几年，聂庄村舞龙队先后参加
临颍县、漯河市举办的多场民间艺术表
演活动，受到市民的追捧。“我们最幸福
的时刻，就是在表演的过程中看到观众
的笑脸。”宋义德说，“村里很多年轻人
感受到了舞龙这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
力，纷纷加入这支队伍。”

“舞了几十年了，对这班老伙计和这
条龙感情很深厚，我就算舞不动了，也
会认真教新人，把舞龙这项民间艺术传
承下去。”宋平安说。

飞龙舞出精气神

“红红火火过大年”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评选出一大批民间艺术精品。即日起，本版刊发“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系列报道，向广大读者介绍这些优秀
的民间艺术，助力其传承、保护与创新。敬请关注。

编者按：

■文/图 见习记者 李沛真
“古琴制作技艺复杂，要经过上百道

工序。第一批琴我做了四年，第二批琴
做了五年还没完工。”3月19日，古琴制
作师孟国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孟国语是召陵区老窝镇孟湾村人。
他的祖父孟昭天是私塾先生，由于精通
木工，闲暇时会制作古琴与小件家具贴

补家用。至今，孟国语的家中还珍藏着
一张祖传的古琴。

高中毕业后，孟国语参军成为铁
道兵，被分配到了木工班。孟国语的
班长擅长制作二胡。出于对乐器的喜
爱，他时常向班长请教二胡的制作技
艺。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古

琴演奏深深地吸引了孟国语，让他萌生
了研究古琴制作的想法。退休后，孟国
语认真研读 《中国古琴传统制作艺术》
《抚琴品茶202问》 等书籍，不断丰富
知识储备。但他明白，做乐器不能闭门
造车，要向名师求教才能进步。2012
年，孟国语去北京拜访了制琴大师田双
坤，学习古琴制作的复杂工艺和共鸣原
理。2016 年，孟国语又去沈阳音乐学
院拜访了古琴教授顾泽长，并成为其门
下弟子。

古琴制作对温度和湿度的要求很
高，要经历选材、造型、槽腹、刮灰
胎、打磨、试音、上弦等工序。每一个
工序又包含着不同的小工序。制作者要
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打磨，即使进展
顺利，最快也需两年才能完成。

为了做好古琴，孟国语在家中设
置了工作房、斫琴房、阴干房、成品
展示室等。在孟国语的工作房里，摆
放着做木工所需的刨子、锯、铲凿、
雕刻刀等工具。制作古琴所需的木料
整齐地摆放在房间的一角。孟国语介
绍：“古琴的琴面一般是用杉木、桐木
做的，以梓木为底。若是制作高档
琴，也可用黄花梨、紫檀木、金丝楠
木等。”

由于缺乏经验，孟国语在制琴过程
中也走过一些弯路。“做琴是一个摸索的
过程。虽然我知道整个制作流程，但是
每个步骤具体该如何操作，还需要琢

磨。”孟国语告诉记者。在制琴时，他发
现自己做的琴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
形，导致跟琴底无法契合。“起初我十分
困惑，找不到变形原因，后来才发现是
切割方向出了问题。在挖槽时，要用径
切而不是弦切，木材才不容易变形。”孟
国语说。

类似的情况在刮灰胎、试音环节同
样出现过。古琴制作最耗时的步骤是刮
灰胎。灰胎是用大漆与鹿角霜调和而
成。制琴师要一遍遍将灰胎刮到古琴
上。等半个月左右，灰胎自然风干后
再打磨。要想让古琴光亮、耐磨、耐
腐，上灰胎的过程至少需要重复 20
遍。“我一般边上灰边试音，在试音中
发现板的厚薄与音质的关系，然后再去
调整。”孟国语说。这是不断积累经验
的过程，不仅需要制琴师有高超的制作
技术，还需要有乐感，才能调整出好的
音色。

2021年，孟国语成功制作出十张纯
生漆古琴。第二批20张古琴也在加紧制
作中。他制作的古琴，受到许多古琴爱
好者的好评。

为了传承古琴制作技艺，孟国语开
始收徒，并积极开展非遗进社区、进校
园等活动，向古琴爱好者展示古琴制作
流程。孟国语说：“我成立了华御琴坊，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认识
古琴、喜欢古琴，把古琴制作技艺发扬
光大。”

孟国语：匠心斫古琴

■本报记者 郝河庆
3月上旬，微信公众号“中州方舆”

发布了香港科技大学收藏的两幅高清河
南古旧地图，其中一幅为绘制于清道光
十年（1830年）左右的《郾城县图》。3
月19日，记者从市档案馆查证后得知，
该地图真实可信，展现了195年前的郾城
布局。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音乐系教师贾东
热衷研究家乡的人文历史。经贾东介
绍，记者查阅了微信公众号“中州方
舆”发布的文章《香港科技大学图书馆
收藏有两幅河南古旧地图》。记者看到，
该地图标明绘制于清道光十年左右，为
纸本彩绘，图幅尺寸35厘米×33厘米。
该图主要描绘了当时郾城县城及近郊的
地理事物。

3月17日，记者来到市档案馆。对
比馆藏《（嘉靖）郾城县志》中的“城
池图”发现，此图与香港科技大学收藏
的清道光《郾城县图》很相似。而后者
是彩绘图本，字体工整，标注河流，更
优于前者黑白影印本。

《郾城县图》中文字部分简要说明了

当时郾城县疆域的“四至八道”，即与周
边各县的边界位置和距离。“延九十里，
袤七十里”说明彼时郾城县疆域东西长
90里、南北宽70里。

记者注意到，此图用形象画法绘制
出城墙、城门、衙署、坛庙、祠寺、学
宫等主要建筑。城外标绘建筑14处，城
内17处。城门5座，其中北、东、西三
面城墙上各一座城门，南城墙上两座城
门。采访中，贾东告诉记者：“令人惊喜
的是，这5座城门都标有名称。参阅市档
案馆馆藏 《（嘉靖） 郾城县志》 影印
本，可知一些史料文章以及民间流传

‘通汝门’‘永安门’等5城门为谬传。”
此古郾城县地图标注，北门为“望

汴门”，西门为“通襄门”，东门为“涉
礼门”，西、东两座南门分别为“溵江
门”“歌薰门”。这张地图反映出，郾城
在明清时期是一座具有五座城门、防御
严密的城池，其城门名称与布局反映了
当时城市规划和军事防御的需求。此
外，图中下方用墨绿色绘出郾城县境内
主要河流沙河，并标注文字“沙河，东
至西华县界，西至襄城县界”。

“这幅承载着 195 年岁月印记的城
图，其价值早已超越单纯的文献考据范
畴。”贾东告诉记者，值得关注的是，地

图中标注的几
十处衙、署、
祠、庙，构成
完整的城市治
理图谱，其中
学宫与武庙的
对称布局，恰
是清代“崇文
尚武”理念的
反映。

贾东说，
5座城门的准
确名称还原了
郾城的文化密
码 —— 比 如

“望汴门”寄
托着北望汴梁
的愿景，“歌
薰 门 ” 化 用
《南风歌》 典
故，彰显着礼

乐教化的精神追求。这些发现不仅终结
了民间讹传，还让地方文化基因的修复
成为可能。

香港科技大学收藏清道光年间《郾城县图》

展现195年前的郾城布局

本报讯（记者 郝河庆）记者
从日前召开的全市文化馆长工作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我市将推出九项
重点举措，围绕“文化惠民、创新
赋能、品质提升”主线，聚焦市民
关心的艺术普及、非遗体验、社区
活动等民生需求，让文化服务更接
地气、更暖人心。

今年，我市将开展“豫出
彩·一起来”——2025年漯河市
惠民文化活动，涵盖广场舞、群众
合唱、戏剧曲艺、少儿艺术等诸多

赛事。2025年，市民将迎来更多
“零门槛”文化福利。市、县
（区）文化馆将优化“艺梦·幸福
人生”公益培训项目，举办“沙澧
星光”市民艺术夜校培训班，计划
在全市设立100个培训网点，覆盖
市区所有社区，从舞蹈、声乐到书
法、摄影，市民可在家门口享受多
样化的免费课程。此外，市文化馆
还将遴选一批全民艺术普及推广
人，通过专业指导带动市民参与，
打造“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

2025年漯河文化惠民大动作——

市民艺校免费培训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3月21
日，市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专业委
员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召开。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漯河市音
乐家协会民族管乐专业委员会章
程（草案）》及《漯河市音乐家协
会民族管乐专业委员会理事会理事
选举办法（草案）》，选举产生了
漯河市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专业委
员会第一届理事会会长、副会长、

秘书长、副秘书长。王静当选会
长，刘朋、介琼当选副会长，介琼
兼任秘书长。

市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专业委
员会的成立为我市民族管乐爱好者
搭建了一个交流、学习和展示的平
台，也标志着我市民族管乐事业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对于推动
我市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市音乐家协会民族管乐
专业委员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3月
23日，记者了解到，2025年第三
期《当代作家》杂志全文刊登了我
市作家马文2.6万余字的戏曲剧本
《英雄樊哙》。

樊哙墓地位于舞阳县马村乡
郭庄村。《英雄樊哙》 剧本第一
场是刘邦做媒。第二场是樊吕
相恋。第三场是怒打樊哙，表
现了樊哙重情重义。第四场是
斩蛇起义，樊哙成了刘邦的连

襟和得力助手。第五场是冒死
进谏，叙述樊哙冲锋陷阵，为
刘邦进入咸阳立下汗马功劳。
第六场是樊哙闯鸿门宴救了刘
邦。第七场是祸起萧墙。第八
场是杀身之祸。第九场是舞阳
爵邑，写老年樊哙回到封地，为
舞阳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马文告诉记者，他收集大量资
料，历时四年时间创作出剧本《英
雄樊哙》。

《当代作家》杂志刊登
我市作家马文剧本《英雄樊哙》

■李华强

专精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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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促进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壮大机
制。”我们通过《说文解字》来
加深对“专精特新”这个名词
的认识和理解。

“专”的繁体作“專”。
《说文解字·寸部》：“專，六
寸 簿 也 。 从 寸 ， 叀
（zhuān） 声。一曰專，纺
專。”甲骨文“專”像手转动
纺锤的样子。“专”本义指纺
专，即收丝的器具。由纺专的
功能引申指专一、不杂乱。

“专精特新”中的“专”，即专
业化，强调顺应产业分工，聚
焦细分领域，心无旁骛、坚守
主业、深耕细作。《说文解
字·米部》：“精，择米也（依
段 注 本）。 从 米 ， 青 声 。”

“精”本义指挑选出的上等细
米，与“粗”相对。引申指精
华、完美、细密等义。“专精

特新”中的“精”，即精细
化，强调企业管理精细精益、
产品服务精致精良、技术工艺
精益求精。《说文解字·牛
部》：“特，朴特，牛父也。从
牛，寺声。”“特”本义指公
牛。引申指单独、独特、杰出
等 义 。“ 专 精 特 新 ” 中 的

“特”，即特色化，强调技术、
工艺和产品等有自身独特优
势，掌握“独门绝技”。《说文
解字·斤部》：“新，取木也。
从 斤 、 木 ， 辛 声 （依 段 注
本）。”“新”本义指伐木，引
申指所伐出之木，后此义写作

“薪”。伐木是不断出新的过
程，所以“新”假借为“新
旧”的“新”。“专精特新”中
的“新”，即创新能力强，强
调创新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
本，持续开展组织创新、技术
创新、市场创新，加大创新投
入，提升创新能力。“专精特
新”是专业化、精细化、特色
化、创新能力强的简称。专精
特新中小企业是解决关键核心
技术“卡脖子”问题的重要力
量，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
新发展格局的有力支撑。

运用《说文解字》
解读全会《决定》中的名词

在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中，聂庄村舞龙队表演的《舞龙闹元宵》被评为优
秀展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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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国语将刷好底漆的古琴放置于阴干房中自然风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