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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震
2月 16日，“红红火火过

大年”漯河市 2025 年民间艺
术展演在万众期待中举行。
参加展演的舞阳县舞泉镇北
街村铿锵锣鼓表演队队员从
激昂奋进的传统曲目，到富
有创意的现代改编，不同风
格的节目表演行云流水，让
人目不暇接。队员们手中的
鼓槌上下翻飞，鼓点紧密而
富有节奏，镲声清脆响亮，
二者相互交织，展现出独特
的艺术魅力。最终，他们表
演的节目 《盛世鼓乐》 脱颖
而出，被评为最佳展演作品。

4月17日，记者走进北街
村。铿锵锣鼓表演队领队罗
宏业告诉记者，表演队成立
于 2015 年，现有队员 60 余
人。

铿锵锣鼓是由锣、鼓、
铙、镲四种乐器共同演奏的一
种打击乐艺术形式，内容丰
富。铿锵锣鼓的历史可追溯至
明朝，激昂的锣鼓声能鼓舞士
气、振奋人心，因此最初被用
于作战助威，后逐渐演变为民
间节日时的盛大表演。尽管在
其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名称并
未统一，但这种充满激情与活
力的民俗表演形式一直深受群
众喜爱。

谈及与锣鼓艺术的缘分，
罗宏业的眼中闪烁着光芒。在
他的童年记忆中，春节的舞狮
和踩高跷表演是最令人难忘
的，而这些精彩表演的背后，
总是伴随着锣鼓的激昂节奏。
他逐渐喜欢上了这门艺术，后

报考戏校，学习锣鼓演奏，毕
业后曾在多家剧团担任司鼓。
后又在民间艺人张德运指导下
学习鼓、铙等乐器演奏。表演
队成立后，罗宏业怀着对艺术
的敬畏之心和对传承的责任
感，聘请张德运担任技术指
导，为表演队的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锣鼓艺术以其特有的神
韵、声韵以及表演中的灵活

性、即兴性、情景性，使口传
心授成为主要的传承方式。张
德运将明清时期的鼓谱、铙谱
等倾囊相授。为了让队员都能
看得懂曲谱，罗宏业创新整理
出 《狮子滚绣球》《小鸟闹竹
园》《三百锤》《凤点头》《战
场》等曲牌，为锣鼓艺术的传
承注入新活力。

“在演奏形式上，铿锵锣鼓
表演队进行创新，使铿锵锣鼓

更加气势磅礴。”罗宏业介绍，
在表演中，锣手与乐器演奏重
视演奏姿势和手势表演；鼓手
借鉴指、摇、劈、挑、划等武
术动作，手势鼓花千变万化，
使观众在视觉上得到美的享
受。如鼓手在演奏中，鼓槌活
动幅度极大，做出各种演奏动
作和表演造型，尤其是鼓槌上
下操控动作自然轻松、大方得
体，加上鼓槌的微微颤抖，给

观众以热情、优美之感。同
时，一个鼓有多个打击部位，
响击、闷击、轻击、重击，能
发出几十种不同的声音。

此外，铿锵锣鼓还巧妙地
融入了舞蹈、武术、戏曲等多
种元素，形成了形态、音响、
乐曲、表演四个方面的美学特
征。其打法多变、编排新颖，
边鼓边舞的动作刚劲有力、张
弛有度。节目队形层次分明，
变化有序，疏密有致，既聚得
拢又放得开。演员行走线路流
畅，横、直、斜、弧、圆、方
六种线路巧妙交替，仿佛一幅
流动的画卷，为观众带来了一
场无与伦比的视听盛宴。

在罗宏业看来，铿锵锣鼓
表演队成立 10年来，能够在
市、县比赛中屡获大奖，既是
队员们精益求精、刻苦训练的
结果，也是更多人加入这支队
伍，不断注入新鲜活力的结
果。凭借着对民间艺术的喜
爱，队伍从最初的十多人发展
到现在的 60多人。让罗宏业
感动的是，表演队中有十余名
舞狮子的孩子，最小的今年4
岁，最大的 12岁。舞狮需要
练习扎马步、一字马等基本
功，但他们没有叫苦喊累。在
完成功课之余，他们还主动学
习舞狮、锣鼓。从孩子们那一
双双充满好奇和渴望的眼睛
里，罗宏业看到了民间艺术传
承的希望。

如今，北街村铿锵锣鼓已
成为一个文化品牌。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这一品牌会在更广
阔的舞台上绽放光芒。

锣鼓声声响 铿锵传四方

■本报记者 郝河庆
4月7日，一场由省作家协

会、省文学院、时代报告杂志
社、市文联联合主办，《奔流》
编辑部、市作家协会承办的文
学研讨会在郑州举行。此次研
讨会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文学界
人士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我市
作家刘金涛的中篇小说 《悠悠
金水情》。本报记者结合研讨会
观点与作者独家访谈，探寻这
部作品背后的创作初衷与社会
价值。

刘金涛，1969年出生，漯
河市人，现居郑州，省作家协会
会员、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在省
级报刊发表文艺作品近百万字，
出版有长篇小说《漯河滩》。从

《漯河滩》到《悠悠金水情》，从
写漯河的沙澧河到写郑州的金水
河，从民国题材到现实题材，刘
金涛在文学创作中不断提升自己
驾驭宏大叙事的能力。

《悠悠金水情》刊载在省文
联主办的文学刊物 《奔流》
2025年第一期。《悠悠金水情》
以省会绿城金水河为背景，讲
述了绿城大学心理学教授孟德
民退休后，积极发挥余热，凭
借专业知识为青年创业者、弱
势群体化解心理阴霾的故事。
该作品发表后，在文学界和社
会上引发广泛关注，其现实题
材与人文关怀触动了众多读者
的心弦。

刘金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坦言，创作源于“少年时代的
苦闷”。父亲早逝、母亲独自抚
养的成长经历，让他自幼在烟盒
纸和废报纸上书写心事。“16岁
时我发表第一个作品，此后，文
学成了我精神的慰藉。”他摩挲
着已经泛黄的稿费单，眼神里仍
有少年般的炽热。

命运的波折未曾阻断他的文
学之路。2009年，刘金涛做完
髋关节手术后不久，完成了长篇
小说《漯河滩》，却因题材冷门
屡遭退稿。直至华夏出版社编辑
看到书稿后感叹：“一个残疾人
笔下的江湖，竟有如此磅礴的生
命力！”

“《悠悠金水情》是命运与
城市共同孕育的果实。”刘金涛

告诉记者，他的妻子是一所高校
的副教授、二级心理咨询师。他
们定居郑州后，经常在河边散
步，也经常目睹爱人和同行为居
民解开心结的情景。“我想写一
群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彼此照
亮，而金水河千年流淌的包容，
恰好承载了这种精神。”

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作品
“生活化的语言”与“鲜活群
像”不吝赞美，但刘金涛却自揭

“短处”：“这篇4万字的中篇小
说本是长篇小说 《静静的金水
河》的‘衍生作业’，创作仅用
了一个月。”原来，他在 《奔
流》作家研讨班学习期间，选取
长篇小说中创业者之一的故事独
立成篇，意外获得刊发机会。

“南豫见老师曾批评我‘写
历史题材驾轻就熟，写现实题材
却像隔层纱。”刘金涛笑着说。
为突破创作瓶颈，他将视角从民
国江湖转向当下市井，把妻子参
与的社区心理援助案例融入故
事，甚至将自家在金水河边的居
住经历也融入其中。“河水流淌
的不仅是风景，还是一代代人传
递的温度。”刘金涛说。

“专家学者对作品提出的
建议和意见，让我受益匪浅。
我一定会把专家们的意见和建
议消化吸收，争取在长篇小说
出版时，更上一层楼。”刘金
涛透露，30 万字的长篇小说
《静静的金水河》 已进入终稿
阶段。

从沙澧河到金水河
——我市作家刘金涛文学创作背后的故事

■周全海
25.堕落。今义为思想行为

生活作风变坏。例：“腐败分子
之所以自甘堕落一定有其必然
性。”古义一，由盛转衰，走向
败落。例：“徙坏堕落，必反无
功。”（《荀子·富国》）走向毁
坏衰败，必定反而不能成功。古
义二，脱落。例：“今闻陛下春
秋未满四十，齿发堕落。”（《汉
书·宣元六王传》）可译作，现
今听说皇帝您年龄还不到四十
岁，牙齿和头发就脱落了。古义
三，陷落到恶道恶事灾难中。
例：“是舍唯有一门，而复狭
小。诸子幼稚，未有所识，恋着
戏处，或当堕落，为火所烧。”
（《法华经·譬喻品》）可理解
为，这屋子只有一个门，并且很
窄小。几个孩子年幼无知，没有
什么见识，留恋着游戏玩耍，不
知逃避，有的孩子可能就会陷落
到灾难事故中，被火烧死。

26.恶人。今特指心肠歹毒行
为凶残恶劣之人。例：“一报还一
报，恶人自有恶人磨。”古义一与
今义同。例：“修其善则为善人，

修其恶则为恶人。”（《扬子法
言·修身卷三》） 可译作，学
善行善就可以成为善人，学恶作
恶就会成为恶人。古义二，指长
相比较丑陋的人。例：“卫有恶人
焉，曰哀骀它。”（《庄子·德充
符》）遇上这样的句子，千万不
要想当然译作卫国有个凶恶的
人，他的名字叫哀骀它。人家只
不过长得不好看而已，可不一定
就是坏人。

27.恶心。今义有二。其
一，胃里不舒服，有呕吐的感
觉。例：“他刚吃了一口地摊上
买来的烤肠，就恶心呕吐起
来。”今义二，对某些人或事感
到厌恶。例：“你这样下作，不
怕人家恶心吗？”古义也有两
个，一是恶劣的念头，二是恶劣
的心境。其一例如：“逸则淫，
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
（《国语·鲁语下》）可译作，
贪图安逸就会淫乱，淫乱就会忘
记善念，忘记善念就会生出恶劣
的念头。其二例如：“分明是你
过犯，没来由把我摧残，使别人
颠倒恶心烦。”（王实甫 《西厢

记》）白话戏词，不再翻译，但
要注意这里的恶心是说自己情绪
不好，心境恶劣。

28.放心。今义是不要担忧
害怕。例：“把孩子送到我们学
校，家长尽管放心。”古义一，
把心放上去，关注在。例：“盖
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娱意于繁
华，二者各有适焉。”（欧阳修
《有美堂记》）可理解为，那里
的美丽可以让人把心放在自然风
光里进入忘我的境地，这里的繁
华也可以让人尽情地娱乐，享受
生活之美，只不过二者各有适宜
之处罢了。古义二，放纵不受拘
束之心。例：“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
子章句上》）可译作，研究学问
没有别的路径，只需要把放纵不
受拘束之心收回来罢了。古义
三，略同于今义，消除戒心和忧
虑。例：“休要胡思乱想，只顾
放心去。”（《水浒传》）

29.非常。今义有二，其
一，不同寻常的，特殊的。例：

“战乱期间，来不及进行按部就
班的选举，只好请你出来做一个

非常大总统。”其二，十分，极
其。例：“不要再逊谢了，你表
现非常好了！”古义一，超乎常
规。例:“唯陛下能以非常之礼
待人，人臣亦将以非常之效报
国。”（欧阳修 《准诏言事上
书》）译作，只要陛下能用超乎
常规的礼仪优待臣子，臣子自然
就会拿超乎寻常的功业报效国
家。古义二，突如其来的变故。
例：“闾里阡陌，有非常，吏辄
闻之，奸人莫入界。”（《资治通
鉴·汉纪十八》）译作，村里街
巷田间小路，一旦发生突如其来
的变故，官吏立刻上报，奸邪坏
人别想进入当地。古义三，有异
图，不正常。例：“大阉亦逡巡
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张
溥《五人墓碑记》）译作，大宦
官也徘徊不定惧怕正义，图谋不
轨的阴谋，难以突然发动出来。

30.非人。今义为不属于人
类应该有的，能够接受的。例：

“在狱中，半年多非人的折磨，
使她模样大变，连亲人都认不出
来了。”古义一，不像活人，犹
如死人。例：“孔子见老聃，老

聃新沐，方将披发而干，慹然似
非人。”（《庄子·田子方》）译
作，孔子去拜访老子，老子刚刚
洗完头发，正披散着头发等待晾
干，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仿佛进
入了冥界状态。古义二，有残疾
之人。例：“孟非人也，将不列
于宗，不可谓长。”（《左传·昭
七年》）译作：孟是残疾人，不
能列入宗族，更不能担任族长。
古义三，指行为不端之人。例：

“夫以所好为是人，所恶为非人
者。”（《庄子·应帝王》）意思
是，认为自己喜欢的人就是好
人，厌恶的人都是坏人。古义
四，佛家指神仙精灵鬼怪之属。
例：“长桑君亦知扁鹊非常人
也……乃悉取其禁方书尽与扁
鹊，忽然不见，殆非人也。”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第四十
五》）可译作，长桑君也知道扁
鹊不是一个普通人……于是把自
己不外传的秘方书全部都给了扁
鹊。自己倏忽之间便没了踪影。
他大概也不是个普通人，而是个
神仙啊。（非常人，读作“非/常
人”，不读“非常/人”）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五）

■李华强
守正创新是我们党在新时代

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是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
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对

“守正创新”进行追根溯源，有利
于我们全面领会其文化意蕴，深
刻把握其核心要旨，增强运用这
一科学思想方法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的自信和自觉。

“守正创新”融合了“守正”
与“创新”两方面的内涵。

我们先说“守正”。《说文解
字·宀部》：“守，守官也。从
宀，从寸。寺府之事者。从寸。
寸，法度也。”“守”是会意字，
由表示官府之事的“宀”和表示
法度的“寸”会意。本义指官吏
的职守，引申指遵守、奉行等
义，如守正不阿、守正奉公。从
造字理据看，“守”强调的是法度
和规则。

甲 骨 文 “ 正 ” 字 由 “ 囗
（wéi）”和“止”上下两部分构
成。上部“囗”是城邑的象形，
下部“止”表示人脚，会意为征
伐城邑。后来“囗”逐渐简化为
一横，写作“正”。“正”本义是
征伐。戴家祥在 《金文大字典》
中解释“政”时说：“征伐的目的
是惩不善，使之归顺，故‘正’
引申义为是正之‘是’。”征伐意
味着有所平定、有所纠正，所以

“正”有平定义、匡正义。许慎在
《说文解字·正部》 中解释：
“正，是也。从止，一以止。”
“正”训为“是”，“是”训为
“直”，强调的是平正、不偏斜。
用于抽象的意义，“正”引申为正
直、公正，又引申为合乎法度。

“守正”就是遵循正道、恪守法
度，是知行合一的道德修养原
则，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
心价值取向。该词较早见于汉代
司马迁《史记·礼书》：“循法守
正者见侮于世，奢溢僭差者谓之
显荣。”这里司马迁针砭时弊，从
另一个角度强调要恪守正道。

再看“创新”。创新的“创”
在 《说文解字》 中本作“刱”。
《说 文 解 字 · 井 部》：“ 刱

（chuàng），造法刱业也。从
井，刅 （chuāng） 声。读若创
（chuāng）。”“刱”是形声字，
“井”作形旁，表示秩序、法则；
“刅”作声旁，表示读音。“刱”
本义指创造法则、创造事物。后
来 ， 人 们 用 本 表 示 创
（chuāng）伤义的“创”替代了
“刱”。

段玉裁对 《说文解字·斤
部》中“新”字的注：“新，取木
也。从斤、木，辛声。”“新”是
会意兼形声字，由表示斧头的

“斤”和“木”会意，“辛”表示
读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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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中的“新”即是更新、变新之
义。创新意识根植中华文化沃
土，创新思维是国人流淌在骨子
里的血脉基因。《礼记·大学》有
言：“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创新”一词
较早见于《南史·后妃传上·宋
世祖殷淑仪》：“今贵妃盖天秩之
崇班，理应创新。”这里的“创
新”指的是抛开旧的、创造新的。

正所谓“非新无以为进，非
旧无以为守”。守正是创新的前提
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延伸和升
华，二者相辅相成、共生互补、
辩证统一。守正才能不迷失方
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

如今，我们正面临着一个
“深刻变革、深刻变动、深刻调
整、深刻变化”的时代，彰显
历史主动、做好“两个结合”，
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魂
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
脉”，必须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
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不断提高自我革命实效。但改
革是有方向、有原则的，对改
什么、怎么改，要做到头脑清
醒 、 心 中 有 数 ： 该 改 的 坚 决
改，不该改的不改。唯有守正
创新，我们的改革才能顺应时
代发展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
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字解“守正创新”

“青春”一词，原指季节中的
春 季 。 据 文 史 学 家 刘 向 《楚
辞·大招》载：“青春受谢，白日
昭只。”意思是说，春季降临，万
物复苏，呈现勃勃生机。此后的
数百年间，文人墨客用的“青
春”一词基本都是这个意思。如
唐代大诗人杜甫《闻官军收河南
河北》 诗中有：“白日放歌须纵
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青春”一词引申为人的年少
时段之意，最早出现于诗歌中的
比喻。西晋文学家潘尼《赠陆机
出为吴王郎中令》中有这样的诗

句：“予涉素秋，子登青春。”素
秋比喻老年，青春则比喻年少。
到了唐代，大诗人王维又赋予

“青春”一词新的含义，用来泛指
人的青年时期。他的《洛阳儿女
行》一诗中有这样两句：“狂夫富
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诗
人刘长卿在《戏题赠二小男》诗
中写道：“欲并老容羞白发，每看
儿戏忆青春。”也是指人的青年时
期。于是，“青春”一词逐渐失去
了春季的本来意思，成为青年时
期的代称。

据《西安晚报》

“青春”一词起源

“红红火火过大年”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活动中，舞泉镇北街村铿锵锣鼓表演队表演节
目《盛世鼓乐》。（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扑蝶图（国画） 陈春生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