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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夏泽辉）近日，由三门
峡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公
益性质“天鹅夜校”第三期培训圆满结
束，金石博古画培训学员收获满满。

据了解，本期培训班自 10 月初开
始，共有泥塑、陶艺、金石博古画、捶草
印花等 11 门课程。其中，金石博古画

共有 8 节课程，招生 15 人。“此次报名的
学员以‘80 后’‘90 后’为主，学员的学
习热情很高，有的学员提前一个小时到
场，学员课外在家里也会练习、巩固学
习成果。通过 8 节课的学习，大家都做
出 了 拓 、画 、跋 完 整 的 金 石 博 古 画 作
品。”三门峡市非遗传承人、金石博古画

教师张鹏欣表示。
金石博古画是将宣纸蒙在金石器

物上，拓出文字、画像成为金石拓片，再
依据拓片的内容，延伸其文化内涵，采
用谐音、意等手法绘制国画，再加上题
跋构成一幅独具金石气息和笔墨韵味
画作。金石博古画题材多样，包含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体现吉祥如意的美
好愿景，是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次授课中，张鹏欣老师注重结合
本地历史文化特色，引入仰韶彩陶、陕
州剪纸图案等文化元素，让学员创作出
富有三门峡特色的作品，受到广大学员
的喜爱。

精品摄影展迎客来
12 月 6 日上午，三门峡市文化志愿者协会邀请来自陕西渭南、河

南郑州、洛阳，四川成都等地的会员前往我市，观看正在进行的第十
五届中国摄影艺术节摄影展。大家认真参观了解此次展览并纷纷表
示，返程后将充分借助民间社会文化团体的力量宣传该展览，提升三
门峡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本报记者 吴若雨 摄

“天鹅夜校”第三期培训班结业
金 石 博 古 画 学 员 收 获 满 满

2024年 12 月 10 日 星期二

文 化周周刊
责编/王丹丹 责校/尤中轩 投稿信箱：whzksy@163.com

视野A6
wenhuazhoukan

每周二出版 A6—A7

史海钩沉

文化视点

数 千 年 前 ,仰 韶 文 化 如 第 一 缕 曙
光 ,照亮了中华文明的漫漫长河。2021
年 10 月 17 日，在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
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发来贺信，让各地关于仰韶文化
的研究和研学活动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之
一，距今约 7000—5000 年，因 1921 年最
早发现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
村而得名，是我国发现和命名最早的一
种考古学文化，也是我国新石器时期延
续时间最长、分布和影响范围最广的史
前文化，其主要分布于黄河中下游一
带，以河南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和山西
南部为中心。

由于时间跨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
仰韶文化又分为几种类别，主要有甘肃
大地湾、西安半坡、三门峡庙底沟、郑州
大河村以及山西西王村等。目前，全国
已调查发现同类遗址 1 万多处，发掘近
300 处，出土文物均反映出较同一的文
化特征。

生产工具以较发达的磨制石器为
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箭头及纺织
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十分精致。仰
韶文化时期的农作物以栗和黍为主，饲
养家畜主要是猪、狗等，也从事狩猎、捕
鱼和采集。

出土文物以陶器、磨制石器和骨器
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相当
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
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
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制精美彩色
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
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磨光、
拍印等装饰手法。造型的种类有杯、
钵、碗、盆、罐、瓮、盂、瓶、甑、釜、灶、鼎、
器盖和器座等。

仰韶文化孕育了成熟的粟作农业，
以彩陶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空前繁荣。
中原地区在仰韶文化晚期就开始了早
期城市化进程，仰韶文化研究是探寻华
夏民族起源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关
键所在。仰韶文化出土的陶器以彩陶
最为典型，所以又称“彩陶文化”。

仰韶彩陶

在仰韶文化出土文物的大家族中，
彩陶无疑是数量最多的。彩陶，无论是
它所代表的时代意义，还是它所传承的
文化价值，都应该是仰韶文化出土文物
中的佼佼者。

仰韶文化早期的彩陶颜色多以红
底黑彩或紫色为主；中期开始流行先以
白色、红色为底色，然后再加以黑色、棕

色、红色的纹饰。其图形主要有人面、
鱼、蛙、植物等远古时期人们经常接触
的动植物和抽象的几何形，如三角形、
圆形等。除此以外，圆点、曲线、涡纹、
弧线和一定数量的刻画符号等也较为
常见。

仰韶文化的彩陶艺术以庙底沟和
马家窑彩陶为代表，它们既是彩陶艺
术达到顶峰时期的代表，也是整个仰
韶文化彩陶的杰作。其中，庙底沟彩
陶 不 仅 色 彩 绚 丽 、纹 饰 精 美 、图 案 精
巧、器型优美匀称、艺术境界高雅，而
且 传 播 广 远 ，北 到 河 套 地 区 ，南 过 长
江，东到大海，西至河西走廊。独特的
时代与地域风格、不同的审美信仰和
风俗，见证了中华民族史前人类心灵的
交融和民族大融合，被称为“中国史前
艺术的第一次浪潮 ”。

庙底沟风格彩陶广泛分布，其独特
的纹饰与工艺，成为那个时期区域间文
化交流与融合的鲜明印记。约 5300 年
前，庙底沟类型核心地区出现社会动
荡，中华文明向四方辐射进入了更辽阔
的空间。

仰韶文化“活了”

尖底瓶是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代
表性器物。过去的多数观点都认为尖
底瓶是一种汲水器、祭祀器。而在仰韶
村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中，科研人员对出
土 的 8 个 尖 底 瓶 的 残 留 物（距 今 约
6000—5000 年）进行了初步分析，采用
对陶器进行非损伤性、多学科综合分析
的方法，获得了古代酿造谷芽酒和曲酒
技术的证据。从而证明，仰韶村遗址出
土的尖底瓶也可用于制作发酵粮食酒。

初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尖底瓶残留
物，很可能是以黍、粟、水稻、薏苡、野生
小麦族（仰韶五谷）和块根类植物为原
料制作的发酵酒，采用发芽谷物和曲发
酵两种酿酒技术。今天仰韶酒正在使
用的九粮酿酒技术，正是对 7000 年前
仰韶人用“五谷”酿酒技术的传承和创
新。这种酒用研制的彩陶尖底瓶（或平
底瓶）包装，去年销售额已经达到 50 亿
元，也就是说有 4000 万个仰韶尖底瓶
酒走进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成立于 2010 年的河南仰韶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就是一家致力于传承和弘
扬仰韶文化彩陶技艺的公司。该公司
开发生产的仰韶彩陶产品先后获得多
项奖项，彩陶尖底瓶、双联壶、舞蹈人纹
饰彩陶盆等成了许多博物馆的展品或
藏品，高仿的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彩陶缸
被北京一家收藏机构收藏。

除了仿制或复制仰韶文化各类型
遗址出土的代表性器物，为各有关博物

馆或收藏家提供产品以外，该公司进一
步挖掘仰韶彩陶的艺术资源，以仰韶文
化彩陶代表性纹饰为基本元素，开发出
了丰富多样、贴近当代人生活的茶具、
餐具、酒具、用具；打造城市休闲文化雕
塑项目，从地面铺装、文化景观、亮化工
程和创意雕塑入手，开发出了充满仰韶
文化彩陶元素的文化地砖、彩陶花盆、
彩陶景观灯、文化浮雕、喷水景观、彩陶
景观座椅等彩陶系列产品。这些产品
先后在郑州、三门峡和渑池县城等地方
的基础设施中使用。这些独具特色的
仰韶文化元素不仅扮靓了城市，还弘扬
了仰韶彩陶文化的艺术魅力，为当代人
的生活留下了历史的记忆。

多年来，该公司还通过研学项目，
为国内多家大专院校打造教学产品，
培养人才。该公司为北京大学考古文
博学院制作的仰韶彩陶仿制品，成为
给北大学生讲课的教材；为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教育厅制作的仰韶文化
教学课件成为该省关心下一代工程的
历史课本；利用自己的仰韶彩陶研学
项目，为韩国安东科学大学和釜山东
亚大学提供实验场地，为中韩文化交
流培养人才，2015 年至今，已经举行了
3次研学旅行。

该公司还与甘肃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艺术学院培养彩陶制作学生。至今，
先后共有 9 届 100 多名毕业生前来学习
彩陶制作技术，有的回去以后成为当地
的彩陶制作带头人，有的选择在这里就
业，一些人还成为该公司的技术骨干。

多年来，该公司还先后与河南大
学、兰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等院校开
展彩陶研究和制作技术业务交流，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仰韶彩陶研制或教学人
才。彩陶走进了课堂，成了会“讲课”的
活教材。

2019 年 4 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园
艺博览会上，亮丽的仰韶彩陶复制品摆
放在河南园里的花丛中，彩色的陶器，
盛开的鲜花，相映成趣，别致高雅，不仅
为河南园的园艺艺术增添了美景，也成
了会说话的中原远古文化“代言人”。

近年来，仰韶文化复仿制和创意
彩陶成了当地的文化使者，不仅先后
在国内不少城市展销，从河南郑州到
广西南宁，从北京到台湾，都留下了仰
韶彩陶的绚丽身影。这些产品还多次
出国展览，走向了世界。先后到瑞典、
英国、法国、吉尔吉斯斯坦、泰国、韩国
等国出访展览，为仰韶文化走向世界
开启了大门。

2021 年 10 月 17 日，在仰韶文化发
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
际，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信，对 100 年

来我国几代考古人取得的成就、作出的
贡献、发挥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对
广大考古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为弘
扬包括仰韶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指明了前行方向。

受此鼓舞，各地关于仰韶文化的研
究和研学活动掀起了又一个高潮。

——钻木取火、磨制石器、陶器彩
绘、彩陶拼图……在渑池县仰韶文化博
物馆、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里，孩
子们兴致勃勃地体验着一个个研学项
目，探寻着关于彩陶的奥秘。与此同
时，在这里围绕仰韶文化实施的“七个
一”工程（博物馆升级改造、遗址核心区
保护与环境整治、安特生纪念馆建设、
仰韶村文化旅游区建设、研学项目、产
业园建设、仰韶文化节筹备）正在如火
如荼地进行中。

——大地湾博物馆创意的彩陶“小
祖宗”在天水古城麻辣烫吃货节一亮
相，“小祖宗”活泼生动的形象引得游客
纷纷驻足观看，拍照打卡，以至于冲上
抖音热搜，热闹的场面通过直播，迅速
传播至全国。

——半坡博物馆节假日打造的“趣
味研学”以仰韶文化考古体验和陶器捏
制为主题，使来馆研学的中小学生流连
忘返，乐不思蜀。

——三门峡仰韶文化研究中心面
向全国发起的“仰韶文化遗产创新保护
传承联盟”倡议，引起了仰韶文化覆盖
区域内的数十家仰韶文化博物馆和研
究机构的热烈响应；该中心举行的“龙
舞仰韶文化年——仰韶文化知识有奖
趣味竞答”活动全国有 100 多万人参与
竞答；在同方知网数字出版技术公司、
华为云计算技术公司在深圳联合举办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论坛暨华知大
模型生态合作伙伴大会”，他们倡导的

“人工智能+仰韶文化”大放异彩。
——今年奥运会期间，由仰韶彩陶

技艺传承人精心制作的“花开奥运”仰
韶彩陶盆应亚奥理事会邀请，亮相“巴
黎盛宴·2024 广州——巴黎大型文化
体育交流活动”。花瓣纹彩陶盆是仰韶
文化庙底沟类型中的典型彩陶，它花花
相扣、瓣瓣相连，寓意各国体育健儿团
结写作、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用中华
书法文字与巴黎奥运主题标识有机融
合，象征华夏文化与奥运合璧双赢的吉
祥喜气。

……
激活了的仰韶文化，从它的诞生地

开始，正在一波一波向各地辐射。这个
距今 7000 年的古老文化正在中华大地
上“活”起来、“火”起来！

本报讯（记者王建栋）近日，“大河遗彩”黄河采拍暨黄
河流域非遗文化艺术展演大会，在古都西安盛大启幕。大
会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法治传媒委员会等多
方携手举办，经过严格选拔，黄河流域的 15个顶尖非遗节
目齐聚一堂，共展风采。其中，陕州锣鼓书《黄河汉》，作为
河南省唯一入选节目，在此次展演中大放异彩。

陕州锣鼓书这一国家级非遗项目，盛行于晋陕豫交
汇的黄河金三角地带，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赢得了广泛
赞誉。表演中，铿锵有力的锣鼓与铜器伴奏交织，粗犷豪
放的唱腔，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陕州锣鼓书李
文艺团队更是以其大气磅礴的演唱风格，将这一艺术的
独特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赢得了现场专家和观众的阵
阵掌声。

在展演现场，两位主持人用感人至深的主持词给予
陕州锣鼓书高度评价。“观众更是热情高涨，纷纷表示如
果满分是 10 分，他们愿意给陕州锣鼓书打上 20 分。”陕州
锣鼓书传承人李文艺激动地说。

据悉，本次演出通过央视 12 套、央视 3 套及网络平
台进行广泛传播。值得一提的是，陕州锣鼓书《黄河汉》
不仅在此次展演中脱颖而出，更在国家级的大型晚会
上，引发了知名主持人王筱磊对陕州文化的深入解读。
他详细介绍了陕西省之所以称为陕西，是因为其位于陕
州之西而得名，并阐述了陕州地坑院、虢国历史及其影
响力等陕州文化元素，让全国观众对陕州这片古老而神
奇的土地充满了向往。陕州锣鼓书低胡演奏者马朝龙
对此表示非常高兴，认为这是对三门峡文化以及陕州文
化的一次有力推广。

此次陕州锣鼓书《黄河汉》的成功展演，不仅彰显了
陕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提升了三门峡的社会美誉度和
影响力，为河南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世纪之初，一部反映城市住房
问题的电视剧《蜗居》，引起众多“房
奴”的关注，成为一个现象级话题。
其实，历史上最早的“蜗居”，就出现
在今三门峡地区，它的主人叫焦先。

焦先，字孝然，汉末河东郡（治
安邑，即今山西夏县）人。汉灵帝中
平年间（184—189 年），河东发生白
波贼乱。时 20 余岁的焦先和同郡
侯武阳一起到扬州避乱。在扬州，
焦先还娶了妻子。

汉献帝建安初年（196 年），华北
稍 定 ，焦 先 和 侯 武 阳 一 起 返 回 故
土。当时侯武阳回到河东郡大阳县

（今山西平陆），焦先则住在黄河南
岸的弘农郡陕县（今三门峡）。

建安十六年（211 年），关中发生
韩遂、马超之乱，焦先与妻子离散。
他就在黄河两岸湿地流浪，饥则食
草，渴则饮水，不穿衣服，像个野人
似的。

大阳县长朱南看到焦先，以为
他是逃犯，就派人抓捕。侯武阳急
忙对朱南说：“这是个痴狂之人，大
人何必管他呢？”朱南看焦先确实不
像正常人，就注销了他的户籍。

后来，官府赈济孤苦，一天发给
他五升粮食。当地后来发生瘟疫，
人多死亡，官府让焦先帮忙埋葬，他
也一概接受。

焦先整天光头赤脚，结草做衣，
官府所给粮食不够吃，他就常拾些
田里掉下的麦穗充饥，有人就觉得
他是个疯子。但他也知道走路不踩
庄稼，知道避讳妇人，拾东西吃只要
填饱肚皮就行，从不多拿。

他 后 来 在 黄 河 边 盖 起 圆 顶 小
屋，铺蒿草作被，天冷时取火作暖，
饥困时帮人做些小工，但依然是只
取果腹，多余不要。

魏明帝太和、青龙年间（227—
237 年），有人看见他拿根断木在河
中丈量，口中嘟嘟囔囔“不能过、不
能过”，因此又觉得他似乎不疯。

魏晋时期，玄学盛行，有人觉得
焦先傻，也有人觉得焦先是高人。

齐王嘉平四年（252 年），魏伐吴
前夕，有人找到焦先问吉凶，焦先不
肯回答，只是唱了一首奇怪的歌：

“祝衄祝衄，非鱼非肉，更相追逐。
本为当杀牂，更杀其羖邪！”众人听
了却不知所谓。

后来魏伐吴失败，有些“事后诸
葛亮”就推测，焦先说的“牂”指吴，

“羖”指魏，意即焦先预言了魏当败
于吴。这事传来传去，焦先就成了
可预知未来的“先知”，他所居的小
草屋，也被人取《庄子·则阳》“有国
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右角
者曰蛮氏”之意，得了个仙气十足的
名字“蜗牛居”，简称“蜗居”。

有一年冬天，焦先的“蜗牛居”
失火，大家把他从草庐灰中扒出，看
看 已 没 了 气 息 ，就 把 他 放 在 雪 地
上。不过次日大家去一看，焦先还
跟原来一样，游戏人间如故，人们就
更觉得他是仙人下凡。

这之后一年余，焦先去世，年 89
岁。

焦先在当世已被神化。魏梁州
刺史耿黼就认为，焦先乃当世谪仙。
曹魏文学家、思想家傅玄认为，焦先
类乎山野神异，他还在著作《傅子》中
专为焦先作传。西晋医学家、史学家
皇甫谧在其著作《高士传》中说，世人
不知焦先何时所生，他见汉室衰微，
于是绝口不言。他弃荣辱、断衣服、
离家室、绝亲戚，旷然以天地为屋，结
绳记事以来，唯此一人而已。

晋人葛洪作《神仙传》，则称焦先
寿 170 岁。成书于宋的《太平广记》
更夸张，说宋时还有焦先的事迹，而
且记载他喜吃山中一种白石头，有人
见他吃得香，就趁他不注意，拿过来
咬了一口，结果差点没把牙硌掉。

从此，焦先就成了隐世高人的
代名词。而蜗居，逐渐演化为窄小
住所的代称。 （艾会宗）

陕
州
锣
鼓
书
《
黄
河
汉
》

在
黄
河
流
域
非
遗
展
演
中
大
放
异
彩

焦先蜗居戏人间

才艺大赛展风采
12 月 7 日，河南商丘古城府衙，备受瞩

目的河南省“我的乡村文化合作社”才艺大
赛暨民间文化艺术交流展示活动在此举
行。活动汇聚了全省各地优秀的乡村文化
艺术节目和民间艺术精品，通过动态展演
与静态展示相结合的方式，交相呼应，精彩
纷呈。

我市《捶草印花》和《传统手工灯笼》2
个作品在此次活动中精彩亮相。

张炎 摄

本报讯 12 月 5 日，灵宝市函谷关历史
文化旅游区内，由函谷关景区、三门峡市文
化馆、三门峡市文化志愿者协会联合举办
的“函谷关读书会”，吸引了来自郑州、西
安、新疆等地的游客沉醉其中。

三门峡市文化志愿者协会会长严春萍
热情引导游客参观各个景点，耐心讲解景
点历史故事和沙盘示意图。百余名文化志
愿者与游客一同观看“大战秦关”大型表
演，并在老子塑像广场为游客表演了丰富
多彩的文艺节目。

（本报通讯员）

“继承+创新”让仰韶文化“活”起来
侯俊杰

函谷关前品书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