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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泓觅踪”澄泥砚文化遗产寻访活动系列报道

速递速递

文化时评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是依托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
建立的专题博物馆。目前展出近 4000 件史前人类使用
过的生产、生活用具，其中 70%以上是近年仰韶文化考古
发掘的最新成果，这些彩陶文物数量多、类型全，生动展
示了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史前人类有“砚台”吗？它
们是什么样的？带着疑问，近日，“陶泓觅踪”澄泥砚文
化遗产寻访活动团队走进该馆。

据介绍，该馆展示有几块仰韶文化时期的石质研磨
器，是史前人类研磨颜料绘制彩陶的工具，也是最早的
砚台雏形。该研磨器前卡片文字备注：“河南省三门峡
市庙底沟遗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掘”。可
以想象，5000 多年前的庙底沟人已经学会了使用原始砚
台研磨颜料，在他们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陶器上，绘制出
花瓣纹、网纹、目纹、鸟纹等精美图案，并最终创造出绚
丽的“华夏之花”——彩陶文明。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该

馆展出的庙底沟二期出土的古陶窑标本，和现在陕州区
人马寨村制砚艺人使用的窑炉式样竟然大致相同。

在该馆的“庙底沟记忆”展厅，展示着一方著名考古
学家、庙底沟遗址的发现及命名者安志敏先生用过的莲
花头澄泥砚，这是 2021 年该馆落成时，安志敏先生的家
人捐赠的。

安志敏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一
生致力于田野考古工作，是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重要领导
者、组织者和开拓者，享有崇高的国际威望。20 世纪 50
年代，为配合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和城市建设，黄河水
库考古工作队在夏鼐、安志敏的带领下，在三门峡开展
了一系列考古工作，发掘了庙底沟、三里桥、上村岭虢
国墓地、七里铺遗址、后川墓地、刘家渠墓地、三门峡
栈 道 等 遗 址 、遗 迹 。 2021 年 6 月 19 日 ，为 迎 接 仰 韶 文
化发现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纪念大会在三

门峡召开，安志敏的家属向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捐赠
了安志敏生前使用过的考古用具、文房用品、证书、书
稿等 21 件，对纪念以安志敏为代表的中国考古人的功
绩起到重要作用。

“按照砚台的材质、样式推测，这应该是安先生 20 世
纪 50 年代在三门峡库区考古时，在本地购买的陕州人马
寨澄泥宝莲头砚。这款由人马寨村生产的澄泥砚，一直
陪伴着安志敏，见证了大量三门峡考古研究成果的诞
生 ，其 中 便 包 含 庙 底 沟 文 化 ，它 的 回 归 可 谓 意 义 非
凡。”陕州区澄泥砚研究会副会长张鹏欣说，三门峡市
作为澄泥砚的原产地之一，是中国砚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 分 。 此 次 寻 访 活 动 证 明 ，5000 年 来 ，从 仰 韶 彩 陶 到
虢 州 澄 泥 砚 ，再 到 陕 州 澄 泥 砚 ，黄 河 岸 边 的 这 片 热 土
从 未 停 止 向 中 华 文 明 历 史 长 河 输 送 营 养 ，其 中 ，澄 泥
砚更是从未缺席。

近 日 ，笔 者 在 采 访 时 了 解
到，陕州区菜园乡北湾村的手工
挂 面 制 作 技 艺 已 传 承 了 数 百
年。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
种古老的手艺正面临着失传的
危机。曾经为村里带来繁荣与
名声的手工挂面，如今却难以吸
引年轻一代。

北湾村挂面制作过程繁复，
从磨面、和面到最后的晾晒、包
装，需要十几道手工工序。这种
挂面久煮不烂、口味绵长，深受
三门峡地区和豫西一带人们的
喜爱。但如今，坚守这项技艺的
多为该村中 60 岁以上的老人，年
轻人纷纷离开乡村，前往都市追
求现代化的生活。

传统手艺的流失，不仅是北
湾村面临的问题，也是许多乡村
地区共同的困境。在现代化的
冲击下，许多有价值、有特色的
传统技艺逐渐被淡忘。

北 湾 村 的 挂 面 制 作 技 艺 承
载着数百年的历史与文化，是当
地村民智慧的结晶。我们有责
任和义务去保护和传承这样的

“老手艺”。政府和社会各界应
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鼓励年
轻人参与传统手艺的传承，让这
样的文化瑰宝得以延续。一方
面，可以通过举办手工艺大赛、
文化节等活动，提高北湾挂面的
知名度，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这
一传统技艺。另一方面，可以设
立相关的培训课程，让年轻人学
习并掌握这一技艺，从而激发他
们对传统手艺的兴趣和热爱。

同时，北湾村也应积极探索
创新之路，将传统手艺与现代技
术相结合，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
消费者的需求。例如，开发不同
口味、形状和包装的挂面产品，
拓展销售渠道，利用网络平台进
行宣传和销售等。

失 传 的 危 机 并 不 仅 仅 是 北
湾村面临的困境，它也为我们敲
响了警钟：在现代社会中，如何
平衡传统与现代、保护与发展，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让我
们共同努力，守护那些珍贵而脆
弱的文化遗产，让它们在新时代
里焕发出新的光彩。

1 月 20 日，喜阅书店在三门峡梦之城四楼正式对外开放。该店共
有 5 万多册图书，为市民提供一处集知识传播、学习共享于一体的综
合文化场所，市民朋友可在此免费阅读。图为市民正在安静阅读，感
受书籍魅力。 本报记者 师宝华 摄

骏马开道，鞭声“叭叭”，铜铃“当当”；彩旗迎风招
展，锣鼓声声震天，三眼铳炮震耳欲聋……因气势壮
观，陕州大营社火在豫西地区的元宵节社火表演时常
常被安排“打头阵”，每次亮相都会赢得雷鸣般的掌声
和喝彩声。

说起大营社火，1 月 21 日，61 岁的河南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蔡结绪自豪满满地告诉记者：

“我们大营社火历史悠久，起源于明清，鼎盛于 1949 年
以后，是春节、元宵节期间的一项民间文化活动。”蔡
结绪介绍，2003 年大营社火入选河南省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工程，大营村也于当年被原文化部授予“全
国民间（社火）艺术之乡”称号。2007 年，大营社火入
选河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大营村人骨子
里喜爱这项传统文化，为此村里专门于 2022 年建起了
以大营社火为主要内容的村级非遗文化展示馆，成为
对外展示该村厚重文化的重要窗口。

（一）

1 月 21 日是周日，蔡结绪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陕
州区大营镇大营村的非遗文化展示馆内，开门、打扫
卫生，准备迎接宾客的到来。

走进非遗文化展示馆，只见馆内的墙壁上悬挂着
一幅幅介绍大营社火历史和文化，以及历年来大营社
火的表演资料图。大厅中央展示的大营社火 12 个平
垛实物格外引人注目，“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科技
兴国”“勤劳致富”等一个个主题平垛别具特色，体现
出该馆在坚守传统的基础上结合时代特色进行的创
新。

平垛，又称芯子，铁铸而成，是一种静态、惊险的
造型艺术。平垛有固定的，也有能上下起落、左右旋
转的。蔡结绪说，大厅这些平垛都是他设计并焊接
的。“我从小就听父亲讲爷爷耍社火的故事，我 7 岁时
第一次参与了社火表演。”蔡结绪的父亲蔡仲强是一
位农村画家，蔡结绪从小跟着父亲学习绘画，在学生
时代便四处参与绘画比赛，参加画展，毕业后他来到
当时大营公社的蒲剧团工作，18 岁时开始参与平垛设
计。他将简单的独芯子发展为复杂多样的芯子，设计
出了一套转悬、内转外不转、外转内不转和一转悬垛
上多人、喷水、喷烟等有特点的芯子。2001 年，他打破
常规，用自行车圈设计出奥运五环造型的平垛，备受
好评。在 2006 年 2 月举办的中国飘色（平垛）艺术大

会演中，他设计的平垛《三打白骨精》获得银奖、《相约
北京》获得铜奖……近些年，他始终坚持守正创新的
原则，紧随时代脚步，创作出多个具有时代特色、主题
鲜明的平垛艺术作品。

（二）

2023 年元宵节期间，陕州区举行了大型民间社火
表演活动。大营社火一亮相，便再次展现了其浓厚的
地方特色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营造了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

据蔡结绪回忆，表演开始时，先由数十匹全身披
挂的骏马开道，骑手打扮一新，沿活动路线来回奔跑，
煞是威风，俗称“百马”。再加上彩旗迎风招展，锣鼓
声声震天，三眼铳炮震耳欲聋，气势十分壮观。

序幕拉开后，高跷队出场了。表演者踩着高跷，
扮成戏剧人物，手持道具缓步行走。接着是平垛，人
们将 4 岁至 8 岁的儿童装扮成各种人物固定在平垛
上。如表演“三打白骨精”，就有一女孩儿化装成女
妖，手持双剑招架凌空劈来的金箍棒，形象生动逼
真。平垛有固定的，也有能上下起落、左右旋转的。
每个平垛上少则两人，多则七八人。这些艺术造型颇
具匠心，常使人难解其中奥妙，因而在表演中引来许
多观众尾随观赏，想弄个明白。

最后出场的是坠子，这是社火表演中最热闹、最
欢乐的压轴环节，以幽默、诙谐、讽刺的手法揭露社会
弊端，被誉为“活的漫画”。坠子表演形式多样，取材
广泛，常常逗得观众捧腹大笑，使社火表演达到高潮。

据陕州区文化馆工作人员介绍，大营社火规模巨
大，是集音乐、表演、器乐、杂技、绘画于一体的群众性
民间艺术活动，历来讲究“三闹”：一闹富，二闹智，三
闹文。闹富就是比服装、道具、场面，以此夸耀自己村
子富有；闹智就是比智慧、斗窍眼，既要把节目编排得
通俗易懂，又要奥妙雅致、耐人寻味；闹文就是在社火
活动出牌子时煞费苦心。演出期间每天都有总牌，每
个队伍有分牌，每个节目有小牌。为此，各场都集中
了一批文化水平较高的文艺爱好者，以出牌来显示当
地人的聪明才智。

（三）

多年来，在大营村“两委”的重视下，在该村一批
批社火爱好者的坚守与创新中，大营社火紧跟时代步

伐，不断传承发展。但由于社火表演费时、费力、费
钱，近年来表演的次数也在不断减少，尤其是年轻人
对社火这一民间文化越来越陌生。

“作为大营社火第四代传承人，我们要积极努力，
让大营社火传承下去。”蔡结绪说，如今他将设计平垛
的技艺传授给了 36 岁的儿子蔡贝贝。“先培养自己的
孩子，后培养其他年轻人。”这是蔡结绪对社火传承的
初步计划，中青年是耍社火的骨干力量，未来，他希望
有更多青年人参与社火表演。

“我是学设计的，有一定绘画基础，父亲将平垛的
设计图样教授给我，我很快就能上手。”蔡贝贝说，他
会努力让大营社火这一非遗文化得到传承并发扬光
大。

参与大营村非遗文化展示馆筹建的还有该村 78
岁老党员刘占勤，他表示，虽然年轻人学社火的少了，
但有了这样一个展示馆，可以让后人记住大营社火这
一底蕴厚重、历史辉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信随
着更多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大营社火会永葆活力，
继续带给人们无穷乐趣。

1 月 21 日，雪后的陕州地坑院被
皑皑白雪覆盖，在陕州地坑院 2024 年
陕州灯会筹备现场，只见龙凤呈祥彩
灯已就位，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紧张的
收尾工作。

据了解，2 月 2 日，“春满中原·老
家河南”主题推广活动、“龙腾盛世·
花开中国”2024 年陕州灯会、首届黄
河 文 化 非 遗 大 集 等 活 动 将 在 此 启
幕。看白天鹅、泡矿温泉、吃十碗席、
逛 地 坑 院 、赏 豫 西 民 俗 …… 缤 纷 美
景、多彩活动火热迎接八方宾客。

本报记者 王建栋 摄

大营社火气势壮 传承创新葆活力
本报记者 李博

缤纷美景
待客来

千年陶文明“花开”砚作田
夏泽辉 张琦

传统手艺的危机与机遇
邹森

品书香 享阅读

本报讯（记者王梦）1 月 21 日
上午，三门峡市城乡一体化示范
区（高新区）的黄河梅园内幽香
脉脉，“喜迎龙年 赏梅·咏梅·书
梅雅集”活动在此热烈举行，50
余名文艺工作者、诗联书画爱好
者齐聚一堂，赞颂梅花芳姿，弘
扬传统文化。

活动现场，文艺爱好者们首
先朗诵了《卜算子·咏梅》等经典
诗词以及由市楹联学会会员撰

写的梅花主题诗词，并集中观赏
了由市楹联学会书法家撰写的
20 幅书法作品。随后，在幽幽梅
香中，大家挥毫泼墨，现场书写
出一副副饱含祝福的春联、一个
个寓意吉祥的“福”字和“梅”字。

据悉，此次活动由市楹联学
会和黄河梅园联合举办，是我市

“迎新春 进万家 送万福”文艺志
愿活动之一，旨在传承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营造浓厚节日氛围。

咏梅书梅 迎春送福

1 月 20 日下午，渑池县剪纸学会联合渑池县城关镇西关社区开展
“金龙献瑞迎新年”主题剪纸亲子活动，激发孩子们对传统民俗文化的
兴趣，在剪纸活动中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卫阿娜 摄

学剪纸 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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