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5月份以来，源汇区文化馆线上展示的非遗项目

“戏曲舞台布景”深受网友喜爱。为探寻这门传统技艺
的魅力，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源汇区大刘镇的漯河梨园
布景社看到，工作室里，该项目市级非遗传承人陈建刚
正带领徒弟赶制一幅长9米、宽7米的版画树。

陈建刚与舞台布景画的结缘始于童年。陈建刚的父
亲是信阳市曲剧团的一名专职画师，经常带着他制作画
布，并让他在边上学画画。陈建刚成年后，跟随父亲到
全国多个地方观摩学习，作画技艺不断精进。1997
年，陈建刚在大刘镇大陈村创办漯河梨园布景社，正式
承接剧团布景画订单。2003年，他将工作室迁至大刘
镇。2022年，他又在镇上租赁了更为宽敞的新场地作
为画室。

记者在陈建刚的画室看到，多幅正在创作的画摆放
在地面上，旁边放着不同型号的画笔。“水粉笔勾勒细
节，油画笔铺陈底色，油漆刷处理大面积色块。舞台布
景画作品尺寸一般都比较大。一些作品宽能达15米左
右，或立于墙面或铺于地面创作。要达到远观气势恢
宏、近看笔触简练的效果，就要用到多种型号的画
笔。”谈及创作，陈建刚滔滔不绝。

画室内，记者看到刚刚制作完成的折叠硬景道
具——院墙大门。轻推一下，门就缓缓开启，门轴转
动间，仿木纹理与砖石质感的布景宛如真实建筑。人
从门里面走出时，瞬间被带入戏剧情境。即将收笔的
金銮殿布景让记者眼前一亮——朱红宫柱上的缠柱龙
仿佛下一秒就会离柱而起、腾空而去，层层晕染的祥
云让整幅画在光影里透出立体感，宛若将庄严的殿宇
搬到了画布上。

戏剧舞台布景起源于秦汉、兴盛于清末。作为传统
美术类非遗项目，其魅力在于将平面绘画与立体舞台相
融合。为了让这门技艺适应现代演出需求，二十多年
来，陈建刚在传承古法的同时不断创新。他独创的“布
面融色法”突破传统技法，巧妙调和特殊颜料，使布景
色彩历久弥新。“这两年，画室增加了镂空网景创作，
也创作了上百个折叠硬景片道具及泡雕工艺舞台道具。
现在，我们在布景画的基础上创作出了更多类型的舞台
道具，订单增加了不少。”陈建刚说，镂空网景的通
透、折叠硬景的便捷、泡雕工艺的立体，让老手艺焕发
了新生机。

二十多年来，陈建刚创作不辍，不仅将女儿培养
成戏曲布景画专业画师，还带出7名能独立创作的徒
弟。正蹲在画室地上刻画树叶纹理的温欢欢告诉记
者，她家就在附近的村里。7年前，她开始跟着陈老
师学艺，每天和颜料、画布打交道，不仅有了稳定的
收入，实现了自己的价值，还能就近照顾孩子，感觉
特别幸福。

采访中，陈建刚的手机不断响起微信提示音。“都
是各地剧团的咨询信息。这两年新增了几十个客户，每
年要画100多幅布景。”陈建刚翻看着消息告诉记者，
他每天都在思考如何让画室的工人有活儿干、有盼头，
让这项技艺传承下去。为此，他还经常在短视频平台分
享创作技艺和展示作品，希望吸引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戏
剧舞台布景，关注、喜欢这项传统技艺。

画室的一个角落，一批打包好的作品即将发往上
海、内蒙古等地的剧团。那些融合着棉麻布料肌理、传
统绘画技艺与创新工艺巧思的舞台布景，将在全国舞台
剧场的灯光下，继续讲述我市这项非遗传承故事。

陈建刚：让舞台布景画“响”遍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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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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澧饮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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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窗知识窗

丹青绘食尚·妙笔颂华章——河南省“与
人民同行”美术作品精品展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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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条银白色的巨龙腾空而起，或翻
腾跳跃，或蜿蜒盘旋，将龙的威
武、灵动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漯
河市 2025 年民间艺术展演中，
经济技术开发区后谢镇邓店村民
间艺术团的舞龙表演《龙腾盛世
贺新春》因技艺精湛赢得评委和
观众的好评，被评为优秀展演作
品。

舞龙又称“耍龙”“舞龙
灯”。在我市，舞青龙、黄龙者
多，舞白龙却少见。

6月 14日，记者走进邓店
村，探寻邓店村舞白龙背后的故
事。该村党支部书记邓富前介
绍，邓店村舞白龙与村里的白龙
池有关。相传有一年遭遇大旱，
天上的小白龙不忍百姓受苦，便
私改降雨量将小雨变大雨，因此
被贬至人间。被贬人间的小白龙
来到邓店村一大户人家做事，因
总是夜间将菜地浇得很均匀被发
现身份而无奈离开。离开的小白
龙无处安身，只好与住在附近黑
龙潭的黑龙争夺安身之处。小白
龙和黑龙相斗失败后，村民就挖
了一个十亩大小的池塘让小白龙
安身。数百年后，小白龙获释重
回天庭，它曾居住的地方被村民
称为白龙池。为纪念小白龙，邓
店村每年春节都舞白龙，寄托了
村民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
盼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据村里的老一辈人讲，邓
店村舞白龙已有 300 多年的历

史。从我记事起，村里都舞白
龙。”年过九旬的韩文勋说，他
从小跟着村里的大人学习舞龙、
打鼓，对邓店村舞白龙的历史非
常了解，闲暇时还教村里的年轻
人打鼓。

邓店村民间艺术团舞龙队由
60人组成，舞龙的有30多人，
鼓手、铙手二十多人。舞具由龙
头、龙身和龙尾构成。龙身较
长，有9节或13节，是龙的主
体。舞龙时讲究的是整体配合，

一人舞龙头，其余一人一节龙
体，身手敏捷、身材较小的人舞
龙尾。舞龙人的脚步为小步快
走，眼睛要看着龙身，节与节之
间要保持距离。只要一人出了差
错，龙体就不成形。

“舞龙不仅是技术活儿，也
是力气活儿。舞龙头和舞龙尾的
两个人尤为重要。”韩文勋说，
对舞龙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展示
出龙的精气神。舞龙之美，美在
齐心合力、精诚协作，舞出行云

流水的感觉。
为了不出差错，每一个舞龙

手背后都有不少辛酸的故事。66
岁的邓国华曾舞过龙尾。一条龙
有近30米长，舞龙尾是比较辛
苦的。因为龙头每摆动一下，龙
尾就要跟着不停地摆动，一场表
演下来二十多分钟，每次表演完
他都累得气喘吁吁。“家人心疼
我，劝我不要舞了，可俺村舞龙
的人都是这样过来的。对于舞
龙，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一听到

鼓响，立马就来了精神。”邓国
华说。

目前，邓国华已退出舞龙
队，儿子邓鹏飞接过他手中的接
力棒，在队伍中舞龙头。舞龙头
是整支队伍中最难的，不但要把
龙头舞得活灵活现，还要首尾相
顾，带动龙身、龙尾的摆动。

“以前舞龙靠蛮力，一天下来，
手都磨出了泡。后来，我在老一
辈舞龙人的指导下学会了‘一松
一紧’的技巧，如今舞起龙来轻
松多了。”邓鹏飞说。

在邓店村，一家三代、两代
舞龙的还有很多。62岁的韩春
水受家庭熏陶，从小就跟着家人
练习敲鼓、打铜器，曾三代四人
齐上阵：爷爷敲大鼓，父亲和三
叔吹喇叭，他打铜器。

经过历代村民的创新与改
进，邓店村舞龙队也由原来的舞
一条龙增加为现在的舞两条龙，
男女各一支。表演套路在以前的
龙翻身、就地十八滚等基础上新
增了二龙戏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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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形神兼备。

近年来，邓店村民间艺术团
先后参加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市里
举办的多场民间艺术表演活动。

“看到观众开心，我们就非常幸
福。”邓国华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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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舞不动了，就教年轻人舞，
得把这项民间艺术传承下去。”

百年传承 龙舞飞扬

■吴继红
《雕花的哥哥回来啦》 是

2023 年 6 月 29 日晚“大地欢歌
幸福漯河”全国夏季“村晚”
示范展示活动中展演的剧目之
一，也是一部将非遗传承与现
代经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作品。

《雕花的哥哥回来啦》 剧本
2002 年 12 月 31 日被 《团结报》
刊载，后被新浪财经转载；排
演完成后，又先后被人民日报
客户端、河南日报客户端、《漯
河日报》 等二十多家国家、省、
市级媒体报道，十万余人次观看
演出，获得广泛好评。

《雕花的哥哥回来啦》 主要
讲述了非遗传承人吴一刀回村创
业，打算用传统手艺带领乡亲们
发家致富、妻子从不理解到理
解并支持的故事。该剧通过精

巧的戏剧结构和艺术表达，成
功实现了非遗 （木雕技艺） 与
现代生活的创新性融合，展现
了非遗在当代语境下的生命力
与可能性，实现了非遗传承与
时代精神的互文性建构。

该剧以“电脑雕花机”与
“手工雕花刀”的冲突为载体，
构建了传统工艺与现代技术的
对 话 场 域 ： 吴 一 刀 “ 卖 厂 返
乡”的戏剧动作，象征着对工
业化时代机械复制的反思；“工
作室转型”隐喻非遗活态传承
需 要 “ 灵 魂 在 场 ” 的 深 层 命
题；“玉米面窝窝头”与“白面
馍”的饮食隐喻，则揭示了物
质富裕时代的精神困境，将非
遗传承上升为文化自觉的哲学
命题。

剧中“王书记”这一角色

的设置，将个人技艺传承与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创
客示范基地”“沉浸式旅游”等
政策元素的引入，使我们看到
非遗技艺成为撬动乡村经济发
展 文 化 杠 杆 的 可 能 ； 结 尾 处

“市长与客商等待”的戏剧性处
理，更是暗示非遗传承已从个
体 坚 守 转 化 为 系 统 性 文 化 工
程，彰显了“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时代理念。

非 遗 元 素 在 该 剧 中 多 维
度 、 戏 剧 化 呈 现 。 器 物 符 号

“小镜子”作为贯穿全剧的核心
意象，既是爱情信物，又是技
艺传承的物质载体 （荷花鸳鸯
雕工）。其在剧中三次出现，构
成了情感与技艺的双重叙事线
索。吴一刀“刻刀不离手”的
肢体语言设计，将工匠精神具

象化为持续劳作的身体记忆。
结尾“枯木逢春”的诗句与雕
刻动作同步完成，形成了“以
艺证道”的视觉诗学。

该剧地域文化特色明显：
“恁”“中”等豫中方言，开场
曲 调 融 合 民 歌 元 素 的 民 俗 音
乐，地方文化符号贾湖遗址、
许慎文化的植入，构建出立体
的中原文化语境；剧中“数来
宝”形式的唱段既是对传统曲
艺的活化运用，又形成了间离
效果强化主题表达；抖音短视
频、国际展会等当代媒介和景
观的融入，“闪光灯 ChuaCh-
ua”“外国人合影”等具象化场
景 ， 跨 界 融 合 的 现 代 戏 剧 语
言，又展现出了非遗的国际化
传播可能；“莲刀组合”的命名
更是巧妙运用谐音梗 （镰刀、

创客） 实现传统农耕意象与现
代创业话语的语义拼贴，暗喻
文化基因的现代重组。

《雕花的哥哥回来啦》 既是
对非遗传承范式的一次创新表
达探索，又打破了“非遗传承
人 等 于 文 化 遗 民 ” 的 刻 板 印
象，展现了传承主体在当代的
自我调适能力，成功搭建起非
遗与当代生活的对话桥梁，同
时通过剧中主人公吴一刀“雕
花要有魂”的宣言，提出了非
遗现代转化的核心命题：如何
在技术理性时代重建非遗手工
艺的灵韵？其创新实践不仅为
同类题材创作提供了范本，还
以艺术的方式回答了“传统文
化 如 何 现 代 转 化 ” 的 时 代 命
题，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与
现实关照的高度统一。

《雕花的哥哥回来啦》：非遗传承的创新表达

■周全海
55. 精简。今义精选简化，

去掉多余，保留必需。例:“精简
机构，提高效率。”古义一，精心
拣选提拔官吏。例:“徐陵为吏部
尚书，精简人物，缙绅之士皆向
慕焉。”（《南史·陈暄传》）古
义二，精炼纯净，言简意赅。例:

“文章既精简，字画亦佳妙。”
（《文同丹渊集·秦诏》）

56. 精明。今义精能聪明，
擅长算计，常带有贬义或戏谑色
彩。例:“你小子也太精明了，竟
然把一个老江湖玩弄于股掌之
间。”古义一，清朗，光明。例:

“阴烟苦雾朝不散，旭日不复能精
明。”（司马光《苦寒行》）古义
二，诚实守信。例:“是故君子之
齐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
（《礼·祭统》）古义三，精细
明察。例:“夫神以精明临民
者也。”（《国语·楚语下》）

57. 绝境。今指没有出路的
困境。例:“像是走进了沙漠绝
境，很难再找到出路。”古义指与
外界隔绝之地。例:“先世避秦时
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
出焉。”（陶渊明《桃花源记》）

58. 绝食。今义拒绝饮食。
例:“学生们以绝食进行抗争已经
到第五天了。”古义一同今义。
例:“昔人有以噎得病，乃欲绝
食，不知食绝而身殒。”（《新唐
书·陈子昂传》）古义二，暂停
饮食。例:“简主闻之，绝食而

叹，跽而行。”（刘向《说苑·尊
贤》） 古义三，断绝食物。例:

“天保中，郡界大水，人灾，绝食
者千余家。”（《北齐书·苏琼
传》）此句曾出现在全国高考语
文试卷上，考查的正是这个古今
异义词“绝食”。

59. 觉悟。今义觉醒领悟，
或有清醒的思想认识。例:“稍有
一点儿觉悟的人，就不会做出这
等有害家国之事。”古义一，睡
醒，是它的本义。例:“光武曰:

‘我昨夜梦乘赤龙上天，觉悟，心
中悸动。’”（《后汉书·冯岑贾
列传第七》）古义二，醒悟，启
发。例:“然欲启告觉悟天下之可
告者，使明知二公志。”（曾巩
《上欧蔡书》）古义三，觉察，发
现。例:“若如君言，先事经营，
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
矣。”（苏轼《与王庠书》）古义
四，佛教指领悟教义真谛。例:

“舍太子位，出家学道，勤行增
进，觉悟一切种智，而谓之佛。”
（《隋书·经籍志·佛》）

60. 可怜。今义值得怜悯哀
怜。例:“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
真不忍心拒绝他。”古义一，同今
义。例:“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
炭贱愿天寒。”（白居易 《卖炭
翁》）古义二，可惜。例:“可怜
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
（曹雪芹《红楼梦》）古义三，可
爱。例:“可怜影兮相顾，列金葩
而返植。”（欧阳修《荷花赋》）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十）

晏婴是战国时期齐景公的宰
相，躯体不甚高大，据说身长还
不满六尺（相当于现在的四尺三
寸）。但是他很有才干，以有政治
远见、外交才能和作风朴素闻名
诸侯。

一天晏婴出门，由他的御者
（马车夫）驾车。那名御者的妻子
很贤淑。当御者驾着车子经过自
己家门，他的妻子恰好在门里朝
外观望，看到丈夫挥着马鞭，现
出洋洋得意的样子。

待晚上丈夫回到家里，御者
妻子就责备道：“晏婴身长不满六
尺，当了齐国的宰相，而且闻名
天下，各国诸侯都敬仰他。我看
他为人处世非常谦虚，没有一丁
点儿自满；而你身长八尺，外表
比他强壮得多，却只是做了他的

驾车人，还洋洋得意，显得很高
傲的样子，所以你很难发达。我
实在替你感到难为情啊！”

妻子的话让御者幡然醒悟，
自此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处处显
得谦虚谨慎。晏婴发现御者突然
转变，觉得很奇怪，就问他原
因。御者就把妻子所说的一番话
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晏婴。晏婴认
为御者听到劝告能够马上改过，
很难得，于是推荐他当了大夫一
职。

后来，这个故事在民间逐渐
传开。人们认为那些“能够帮助
丈夫，使丈夫的事业、学业、品
格方面有进展，增加丈夫在社会
上的地位”的妻子有内助之贤，
于是“贤内助”的说法由此而来。

据《西安晚报》

“贤内助”说法的由来

国画 绿水青山 张毅敏 作

陈建刚在创作中。

后谢镇邓店村民间艺术团舞龙队在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上的舞龙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