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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姚 肖
“这张照片里有一望无际的田野、

正在修建的高铁，还有尚未完工的乡
村别墅。摄影家可以每年在同一地
方、同一角度跟踪拍摄，记录高铁、
乡村别墅建成后的场景，用照片定格
漯河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在日前举
办的第十二届全国农民摄影大展讲习
活动上，中国新闻社原编委、摄影部
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
副会长，中国摄影金像奖获得者毛建
军举办《浅析图片国际传播（兼谈农
村题材拍摄）》专题讲座，结合他在

“中原沃土‘食’尚漯河”摄影采风创
作活动期间拍摄的作品，深入浅出地
讲解了农村题材的摄影创作方法，为
广大摄影爱好者分享了宝贵的经验。

毛建军1989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
学新闻系新闻摄影专业，同年进入中
国新闻社摄影部，曾从事时政、体
育、时尚等领域的摄影采访工作，多
幅照片在中国新闻摄影评选等国家级

评选中获奖。
在漯期间，毛建军带领采风小组

拍摄了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老应村、
漯河港、周彦生艺术高中、双汇工业
园、卫龙食品工业园、贾湖遗址博物
馆等，感受漯河高质量发展的蓬勃力
量。毛建军拍摄的每张图片都精益求
精、用心创作。采风期间，他在中新
网上发表贾湖遗址博物馆新闻组图，
大力推介漯河。毛建军认为，新闻图
片是时代变迁的记录者，是很有生命
力的。

“图片在视觉上有着文字不可替代
的优势。作为一名摄影记者，要通过
自己所拍摄的照片引起读者视觉上的
强烈冲击，仿佛把读者带到新闻现
场，从而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毛建军说。谈及在漯河捕捉到的独特
画面，毛建军说：“沙澧河畔的烟火气
是最打动人心的。比如，清晨的沙澧
河畔，晨练者的身影与水鸟共舞；热
气腾腾的胡辣汤摊前，人们排队喝一

碗麻辣鲜香的胡辣汤开启新的一天；
双汇厂区下班时涌动的人潮，带给人
们的是辛勤劳作后的踏实感。在漯河
港附近的河堤上，一位爷爷骑车带着
孙子看夕阳。这些温馨美好的画面与
周围的景物相得益彰，透露出生活最
朴素的诗意。”这些散落在城市角落的
片段被毛建军一一拾起，构成对漯河
日常生活的深情礼赞。

“漯河是一座古老而又现代的城
市。沙澧河畔风景优美，社区建设
井井有条，中国食品名城名不虚
传。这座城市的生活节奏比较慢，
人们幸福指数很高。第一次来漯
河，我不仅感受到漯河作为中国食
品名城对食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执
着坚守，以及许慎文化、贾湖文化
带来的震撼力量，还深切感受到了
漯河人民的热情与朴实。回到北京
后，我会把在漯河拍摄的照片传播
出去，让更多人了解漯河、喜爱漯
河。”毛建军说。

毛建军：用镜头定格沙澧烟火

■本报记者 孙 震
在激烈的锣鼓声中，两只舞狮翻

滚、扑跌、跳跃、登高，两只眼睛忽
闪忽闪栩栩如生。场上另一边，红衣

“小鬼”与绿衣“小鬼”打斗正欢，一
会儿“鲤鱼打挺”，一会儿如饿虎扑
食，引得众人连连拍手。在今年2月举
办的漯河市2025年民间艺术展演中，
源汇区空冢郭镇寺西杨村民间艺术队
表演的节目 《雄狮傲舞、二鬼摔跤》
被评为最佳展演作品。

7月12日，记者在寺西杨村见到
了该村民间艺术队负责人赵顺卿。71
岁的赵顺卿参加民间艺术队近40年，
敲大鼓、抬花轿、演罗汉等样样在
行。他告诉记者，寺西杨村注重民间
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像舞狮子、打大
铜器已有上百年历史。农闲时，村民
会自发组织在一起排练节目。

“我们的绝活儿多着哩！”76岁的
村民赵国发介绍，他16岁跟着村里的
老艺人学习打大铜器。大铜器所谓

“大”，主要是指主奏乐器大铙、大镲
（又称钹）、大鼓的演奏气势大，音色
铿锵、粗犷豪放，演出场面壮观。

“我们村的大铜器与别村的不一
样，独创了十二连灯调，节奏明快、
结构严谨、技巧多变，音乐形象生
动，富有表演性和观赏性。”赵国发
说，他们还会《狮子滚绣球》《凤凰三
点头》《大起板》等8个代表性传统曲
牌，兼容了舞狮子、划旱船、二鬼摔

跤等多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
“我们的双狮舞在继承前辈舞狮技

艺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创新，形成了自
己独特的风格，常常受邀到附近乡镇
演出。”赵顺卿告诉记者，他一开始学
的是“罗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
头”。在老师的传授下，各种动作他都
一一掌握。“练习的时候还要顶着‘大
头’。这个‘大头’将近八斤重，练完
后特别累。”赵顺卿说，他认为最难的
就是罗汉步。这个罗汉步主要就是走

路的姿态和别人不一样，要走出气
势，否则很难看。

“老师常说，艺术离不开模仿，要
学啥像啥。”赵顺卿说，他们的双狮舞
之所以精彩，他认为一方面是细节做
得比较到位，舞出来的狮子既活灵活
现又有气势；另一方面就是表演难度
系数高，有“双狮争食品”“双狮爬桌
子”等高难度的动作。

二鬼摔跤则是寺西杨村民间艺
术队十多年前开始表演的项目。“在

民间艺术比赛中，看到其他队表演
二鬼摔跤，我觉得很有意思。”赵顺
卿说。

二鬼摔跤的表现形式类似木偶。
表演时，表演者背驮二鬼摔跤道具，
通过表演者腿、背、臂等综合协调动
作，给观众以两个“鬼”在摔跤的直
观感受。二鬼摔跤道具有两个鬼头互
相对视，有两对搭肩假手，还有两个
假腿，通过表演者腿、背、臂的活动
和综合利用戏剧、杂技、武术的推、
抡、挡、托举、踢、翻、滚、旋等动
作的表现，呈现出两鬼打斗滑稽逼真
的喜剧效果。赵顺卿说，他又加入了
一些动作，所展现的二鬼摔跤更加活
泼、逼真。

“年轻的时候一口气演十几分钟都
没问题，现在体力不行了。”赵顺卿
说，让他欣慰的是，不少村民愿意学
习这些民间艺术。漯河市2025年民间
艺术展演中，与他同台表演二鬼摔跤
的杜艳枝跟随他学习已有三四年。赵
顺卿的儿子赵亚飞从16岁就开始学习
舞狮子，目前已舞27年，可以表演多
个高难度动作。56岁的赵京雨已成为
民间艺术队打大铜器的主力。

在赵顺卿、赵国发看来，因为村
民热爱，所以不少年轻人愿意学习打
大铜器、舞狮子等，加上镇、村的大
力支持，使这些民间艺术在寺西杨村
得以更好传承和发展，并多次在市
级、区级民间艺术大赛中获奖。

双狮舞、打大铜器、二鬼摔跤

这个村民间艺术表演真精彩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7月 10日，
召陵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召开。该区民间文艺各行业80余
名代表齐聚一堂，共同审议召陵区文艺
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团工作报告，选举产
生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团。

大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漯河市召
陵区民间文艺家协会第一届主席团工作

报告》，表决并通过了《漯河市召陵区
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草案）》等，选
举出第二届理事会、主席团。王志臣当
选第二届主席团主席。宋慧平、王云
峰、宣鹏飞、李亚楠、袁亚丽、何永
生、张瑾当选第二届主席团副主席。常
桂连为名誉主席。鄂民堂、陈大双为顾
问。

召陵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刘波涛
“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

积谓之岁”出自战国《荀子·儒效》，
大意是指把土堆聚积起来可以成山、把
水蓄积起来可以成海、把日子累积起来
可以成年。连续三个“积”字表达着怎
样的文化意蕴和哲学智慧呢？我们从

“积”字探源寻起。
“积”繁体作“積”。《说文解

字·禾部》：“積，聚也。从禾，责
声。”“積”是形声字，“禾”作形旁，
表示其意义与农作物有关；“责”作声
旁，表示其读音。后声旁换作与“责”
音近的“只”，简化作“积”。“积”的
本义是积聚谷物。《诗经·周颂·良
耜》“获之挃挃，积之栗栗”中的

“积”表示谷堆如云，也昭示农耕文明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的积累智
慧。

谷物成堆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由少到多，不断积累，

由量变到质变，千里可至，江海可成。
《国语·楚语》言：“无一日之积”，警
训怠惰之害；《周易》“善不积不足以成
名”，明晰德业并进之理。三叠“积”
字揭示天地万物生成所遵循量变之规
律，其中蕴含着中华先民朴素的物质
观。《庄子·逍遥游》“水之积也不厚，
则其负大舟也无力”的哲学思辨，则由
物质层面升华为精神高度。

自古以来，心怀梦想、不懈追求
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纵观史册，
积变之道贯穿文明进程。司马迁著
《史记》“究天人之际”耗时十三载方
铸就“史家之绝唱”，王羲之“池水尽
墨”成就书圣。这些都是日积月累的
生动写照。

“积”既是过程、行动，又是目
标。当每个小我以“不弃微末”的坚持
积累跬步，以“不舍昼夜”的执着追逐
梦想，笃定目标、锲而不舍、久久为
功，民族复兴的昆仑之巅定能共同筑
就。

字解“积土而为山”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起稿、勾线、上色……7月8日，

在市区海河路一家国画工作室，55岁
的林培红正在专心创作。今年5月，林
培红的作品《暗香》入选由中国工笔
画学会举办的第二届“花开菏泽·翰
墨巨野”中国工笔牡丹画作品展。中
国工笔画牡丹展是全国性的大展，比
拼的不只是绘画功底，更多的是对绘
画独到的立意和见解。

“我小时候受家庭熏陶喜欢画画，
后来就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绘画。”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
家协会会员、漯河市美术家协会理事
林培红说。

2015 年，林培红到漯河慈善书
画院专业学习山水写意画。刚开始
学绘画很难，但她耐心钻研，再加
上一些老师和同学的指点，进步很
快。自此，绘画已成为林培红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土生土
长的漯河人，林培红将自己对家乡
的热爱融入创作，作品充分展现了
我市美丽的自然风貌。林培红说：

“我特别关注具有漯河特色的景物。
漯河素有‘水旱码头’之称，漯河
港开通后，越来越多的货船选择在
此停靠。特别是春季油菜花开时，
我会把港口繁忙的场景和岸边的油
菜花都画下来。”

林培红的儿子上大学后喜欢收集
化石，她又开始尝试化石系列的创
作。她还曾经用丙烯颜料在帆布袋上

绘画送给朋友。在她看来，不管学什
么都是一种人生体验。林培红退休
后，每天的日常生活就是以绘画为
主。她说，自己从没想过要成为画
家，只是喜欢画身边的人和事。遇到
感兴趣的事物，她都会蹲下来仔细观
察揣摩，就连一片被虫子咬出破洞的
树叶都要看半天。为学习工笔牡丹
画，林培红专门买了一株牡丹种在自
家院里。春天开花时，每天凌晨开
始，她分时段记录牡丹的形态。

林培红还经常外出写生。她告诉
记者，在太行山大峡谷石板岩的写生
之旅中，她惊叹大自然的神奇与美
丽，通过手中的画笔，将这份美好永
远定格在画布上。在西双版纳的热带
雨林，她迷恋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当其他地方被寒冬的肃杀所笼罩，这
里却依旧温暖如春。在阳光的照耀
下，每一朵花都仿佛是经过精心雕琢
的艺术品，令人赞叹不已。外出写生
中的所见所闻都为她带来源源不断的
创作灵感。同时，林培红还是各大画
展、书法展的常客。她说，每位画家
的格调、境界以及选题都是不同的。
只埋头作画，很难有进步，还要多看
其他画家的作品。她认为，书画不分
家。书法和绘画是一体的，比如都讲
究留白、构思等。

在不断摸索和实践中，林培红遇
到了瓶颈。“2021年是我学习绘画的转
折点。”林培红说，那年，她遇到了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王冕。看到王冕的

作品笔法细腻、色调典雅，人物神态
逼真灵动，她便跟着王冕潜心学习花
鸟画、山水画、人物画。

学习期间，林培红接触到了没骨
画法。“之前学习工笔画是需要掌握勾
线、填色等步骤。没骨画法不用墨笔
勾出轮廓线，而是完全用墨或色渲染
成画。”林培红说，没骨画法将运笔和
设色有机融合在一起。重在寓意，依
势行笔。作画时，要求画者胸有成
竹、一气呵成。

近年来，林培红的作品先后获
省第二十七届、二十八届美术新人
新作展优秀奖，河南省“赶考路上
有我·描绘出彩中原画卷”书画大
赛三等奖，入选河南省女书画家展
等。

在林培红看来，艺术源于灵感，
创作源于生活。为此，她会继续在家
乡寻找创作灵感，将市井繁华、田园
生活甚至身边的人和事记录下来，然
后融入创作。

林培红：笔耕不辍绘家乡

■周全海
79.失主。今指东西丢失或被窃

的人，即失物的主人。例：“失主写
了寻物启事贴在树干上。”古义却是
指失去君权的国主。例：“夫明王之
所轻者马与玉，其所重者政与军。
若失主不然，轻与人政，而重与人
马；轻与人军，而重与人玉。”
（《管子·霸言》）译作：英明的
君主轻视宝马和美玉，重视政权和
军队。失败的君主却不是这样。他
们轻易地把权力交给别人，却很看
重拿马匹送人；轻易地把军队交给
别人，却很看重送给人美玉。

80.首尾。今义开端和结尾。
例：“首尾呼应，完美衔接。”古
义一，自始至终。例：“到任以
来，首尾三载。”（《宋书·谢晦
传》） 古义二，接应。例：“愿假
臣两营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
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
共相首尾。”（《后汉书·皇甫规
传》） 古义三，同首施，迟疑不
决义。例：“每与羌战，常以少制
多，虽首尾两端，汉亦时收其
用。”（《后汉书·邓训传》）古义
四，相互勾结。例：“你们都和他有
首尾，却放他自在。”（《水浒传第
五十一回》）

81.素食。今义不带荤腥的食物
或只吃不带荤腥的食物。例：“她是
素食主义者，一日三餐，只吃蔬果
米面，从来不沾荤腥！”古义一，不
劳而食。例：“彼君子兮，不素食
兮。”（《诗·魏风·伐檀》） 译
作：那些所谓君子，可不是白吃饭
的。古义二，生食。例：“古之民未
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墨
子·辞过》）译作：古时候还不知
道用火煮熟食物的人，茹毛饮血生
吃食物分散居住。古义三，平时所
食。例：“既练，舍外寝，始食菜
果，饭素食。”（《仪礼·丧服》）
此句大意是，古人讲究孝道，父母
去世，服丧一年后叫既练。一年后
才可以脱下孝服，住进中门外的小
房子里；可以吃些水果，但仍然不
能吃肉，只能吃素食。古义四，僧
人的饮食，亦指蔬食。例：“今俗谓
桑门斋食为素食。”（颜师古《匡谬

正俗》）
82.素质。今指人的道德品行学

识等各方面的素养。例：“举手投足
之间，即可看出一个人的素质。”古
义一，白色质地。例：“江淮而南，
素质，五采皆备成章曰鹞。”（《尔
雅·释鸟》） 译作：长江淮河以
南，白色底子五彩花纹的鸟叫鹞
子。古义二，本质，事物本来的性
质。例：“正静不争，动作不二；素
质 不 留 ， 与 地 同 极 。”（ 《管
子·势》）此语说的是修身养性的
境界，大意是面对一切外在事物要
保持平和、冷静，不争不斗，不为
诱惑所动摇，保持自己的高尚品
质，与天地一样长久。

83.随时。今义不拘什么时候。
例：“你尽管放马过来，老夫随时恭
候。”古义一，顺应时势。例：“夫
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国
语·越语下》） 古义二，随着季
节。例：“夏凉寒燠，随时取适。”
（谢灵运《山居赋》）大意是夏天乘
凉、冬天烤火，随着季节变化而追
求舒适的生活。

84.题目。今义练习或考试的试
题。例：“今年高考语文题目又多又
难做。”古义一，考量，品评。例：

“山涛司徒前后选殆周遍百官，举无
失才，凡所题目，皆如其言。”
（《世说新语·政事》）大意是山
涛做司徒官时，前前后后几乎把百
官都遴选了一遍。凡是他举荐之
后，朝野就没有遗漏的人才；凡是
他品评过的人，都和他评价的一模
一样。古义二，题识，题名。例：

“时行殿初成，未有题目，帝诏近侍
各名之。”（《北史·念贤传》）可
译作：当时行宫刚刚建成，还没有
题写名称。皇帝下令身边的侍从各
起个名字。古义三，书籍诗文等标
题。例：“汝曾未窥其题目，未辨其
指归。”（王僧谦 《诫子书》） 译
作：你还没有看清它的标题，没有
辨别它的主旨。古义四，名义。
例：“独醉似无名，惜君作题目。”
（白居易《送吕漳州》）古义五，同
今义。例：“御试曰进士题目，具经
史所出。”（《容斋随笔·进士试
题》）

古今词义差异例说（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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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西杨村民间艺术队表演节目《雄狮傲舞、二鬼摔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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