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2 月 31 日 星期二

文 化周周刊
责编/刘玮 责校/郭红玉 投稿信箱：whzksy@163.com

视野A6
wenhuazhoukan

每周二出版 A6—A7

史海钩沉

文化时评

文化视点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12 月 28
日，“豫见·新苗”第二届小版画作品
展在三门峡河上美术馆举办，相关
专家、版画艺术爱好者和大学生等
100 余人欢聚一堂，参观体验。

此次展 览 由 河 南 省 美 术 家 协
会 版 画 艺 术 委 员 会 和 三 门 峡 市 文
联主办，三门峡河上美术馆承办。
展 览 时 间 为 2024 年 12 月 28 日 至
2025 年 2 月底，展出作品 110 件。

据介绍，此次展览向大众展示
了 河 南 现 代 版 画 家 在 艺 术 民 族 化
道路中的探索和尝试，尤其展现了
当代豫西版画的多样化创作形态、
审美特征、风格语言层面等。

在该馆一楼展厅，黑白木刻、套
色木刻、铜版、丝网版等多种形式百
余幅作品分布错落有致，让观展者
目不暇接，大家有的拿出手机拍照

记录，有的驻足细细欣赏，还有的在
体验区亲手上色拓印，感受版画制
作过程。

“此 次 展 览 作 品 都 很 优 秀 ，有
些 甚 至 把 景 物 在 水 中 的 倒 影 都 雕
刻得十分真切，让我领略到优秀艺
术家们的功力，激励我日后更加努
力学习专业。”三门峡职业技术学
院 师 范 学 院 艺 术 设 计 专 业 学 生 纪
献博说。

“此 次 展 览 作 品 丰 富 、质 量 上
乘 ，希 望 通 过 展 示 这 些 优 秀 作 品
吸 引 大 学 生 、高 中 生 等 接 触 了 解
版 画 ，学 习 版 画 雕 刻 艺 术 。 我 们
也 会 以 此 为 契 机 ，培 养 筛 选 推 举
出更多年轻的版画家。”河上美术
馆 馆 长 陈 丽 娟 表 示 ，他 们 会 持 续
做 好 展 览 服 务 ，让 广 大 观 展 者 充
分领略版画别样的艺术魅力。

本报讯 12 月 25 日，由灵宝市
文联主办、灵宝市摄影家协会承办
的“我眼中的大美灵宝”大型摄影展
在灵宝市一小展出。

展出现场，一幅幅精美的摄影
作品整齐地排列着，从壮丽的自然
风光到细腻的人文情感，从繁华都
市 的 车 水 马 龙 到 静 谧 乡 村 的 袅 袅
炊烟，从憨态可掬的小动物到勤劳
善 良 的 家 乡 人 民 …… 每 一 幅 作 品
都蕴含着摄影师独特 的 视 角 和 细
腻 的 情 感 。 孩 子 们 被 奇 妙 的 光 影
世界深深地吸引，不时驻足凝视，

与 身 边 的 同 学 轻 声 交 流 着 感 受 ，
眼 神 中 流 露 出 对 美 的 欣 赏 与 追
求 。 摄 影 家 和 该 校 的 老 师 们 化 身
为 讲 解 员 ，耐 心 地 为 孩 子 们 讲 述
着 每 一 幅 作 品 的 精 彩 之 处 。 从 拍
摄 的 灵 感 来 源 ，到 拍 摄 过 程 中 的
艰辛与乐趣；从构图的技巧，到光
影的运用，让孩子们切身感受摄影
艺术的魅力。

此次 摄 影 展 不 仅 让 孩 子 们 开
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让他们
对家乡、对生活充满更深的热爱和
眷恋。 （本报记者）

第十五 届 中 国 摄 影 艺 术 节 的
摄影展览将在 2025 年 1 月 3 日落下
帷幕。无论是初次观赏，还是屡次
重温，余下几天，都是我们实地领
略这场艺术盛宴的最后时机。

人们常说，百闻不如一见。对
于打光精 准 度 、印 刷 质 量 、整 体 格
调布局等要 求 极 高 的 国 字 号 摄 影
展 来 说 ，更 是“ 线 下 一 见 ，方 知 其
美 ”。 自 本 届 摄 影 艺 术 节 亮 相 以
来 ，观 展 人 络 绎 不 绝 ，展 览 内 容
的 丰 富 多 样 ，让 很 多 人 流连忘返，
一 次 又 一 次 走 进 展 厅 。 其 中 ，有
专业摄影师一次 次 来 到 各 组 照 片
前 ，仔 细 钻 研 思考；有摄影爱好者
不远千里赶来，一看就是好几天；
有 中 小 学 、大 中 专 院 校 的 教 师 和
学生，每逢周末就赶来观赏，将展

览 当 作 美 育 大 课 堂 ；更 有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游 客 ，将 摄 影 展 当 作 我
市“ 冬 季 限 定 打 卡 地 ”…… 本 届 摄
影 艺 术 节 在 展 陈 设 计 上 突 出 个 性
强 烈 和 风 格 独 特 ，三 门 峡 国 际 文
博 城 展 厅 仅 墙 面 色 彩 就 使 用 了 十
几 种 ，6000 余 平 方 米 的 展 陈 空 间
呈现出丰富的视觉变化，不仅“沉
浸 式 ”观 展 效 果 浓 厚 ，每 次 的 观
展 ，都 能 给 观众带来新的、更多的
艺术收获。

元旦 假 期 将 近 ，无 论 是 年 底
返 乡 还 是 外 地 来 访 ，都 可 以 去 领
略 一 下 这 场 光 影 盛 宴 的 魅 力 。 让
我 们 抓 住 这 难 得 的 最 后 时 机 ，走
进 摄 影 艺 术 节 展 厅 ，在 这 场 光 影
艺 术 的 奇 妙 之 旅 中 尽 兴 而 归 、不
留遗憾 。

唱念做打间传递艺术韵味，欢声
笑语中彰显文化魅力……“双节”的脚
步临近，一曲和谐共鸣的文化乐章正
在我市娓娓奏响。12 月 27 日，湖滨区
车站街道百花剧场将“2025 年湖滨区
庆元旦戏曲展演周”活动呈现于众人
眼前，为居民编织起一张充满活力与
韵味的文化生活网。

创新文化场所 润泽居民生活

百花剧场坐落于湖滨区车站街道
仓库路，是由一间原本闲置的 400 余平
方米的厂房改造而成。自 2024 年 5 月
建成后，各类文化活动在此轮番登场，
好戏连台，迅速成为周边居民心中的
文化“宝藏之地”。

此次展演周活动，常驻于此的 5个
戏曲爱好社团积极参与，历经 2个月精
心编排，用 5 天时间为大家连续呈现 5
台大戏。活动期间，剧场内每日座无
虚席，现场气氛热烈非凡。豫剧折子
戏《三对面》、伦理大戏《花喜鹊》……
台上悲欢离合，台下感同身受，精湛的
表演深深影响着观众情绪。

市民罗大爷表示：“每天我早早地
就过来占座了，5 天的大戏看得真过瘾
啊！台上演员们那扮相、那唱腔、那身
段，把每一出戏里的人物都演活了，不
知他们在台下费了多少功夫。”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我市老艺
术家白玉国正全神贯注地指导着即将
上台表演的演员。据了解，这些演员
不计报酬，不辞辛劳，全凭一腔对戏曲
艺术和志愿服务的热情。白玉国等一
众老艺术家是百花艺术团最早的组建
者，从场所的建立到活动的策划，全程
参与，事无巨细。已近古稀之年的郭
学乐，把自家的灯光音响设备搬到演
出场地；导演仝钦武退休后得知艺术
团要重新排具有教育意义的戏曲时，

随叫随到；国家二级演员李喜莲在舞
台上用心演绎的同时，还不忘培养和
帮带业余爱好者；像袁学义、王保仁、
王颖玮等团员，也都在各自的岗位上
默默奉献。

据悉，百花剧场作为湖滨区首家
综合性群众文化活动中心，演出设施
完善，空间布局合理，为各类文化活
动 的 高 质 量 开 展 奠 定 了 坚 实 基 础 。
众多专业团体和组织，如三门峡百花
艺术团、三门峡新梨园艺术团等纷纷
入驻，汇聚了戏曲、音乐、书法、歌舞
等多种艺术形式，满足不同居民多样
化的文化需求。平日里，百花剧场同
样绽放异彩，在常态化书法培训活动
中，居民们可以感受墨香背后深厚的
文化传承；文艺演出时，才艺爱好者
们踊跃登台，用歌舞传递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同时，活动还将文化活动
与孝老爱亲、红色文化等主题结合，
使其既有观赏性又兼具教育意义，做
到寓教于乐。此外，车站街道积极鼓
励基层群众参与文化活动，展现自我
风采，争当社区的“文化明星”，极大地
调动了居民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与
主动性，实现了文化活动的全民共享。

据统计，该剧场自启用以来，已开
展孝老爱亲、红色宣讲、喜迎国庆等丰
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 20 余场，几乎
每半个月都有一场活动 ，已然成为社
区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依托，有
力营造出浓厚的社区文化氛围。

文化建设巧布局 累累硕果惠民生

车站街道文化活动的红火景象，
是我市文化建设蓬勃发展的一个生动
缩影。今年以来，我市紧紧围绕现代
化三门峡建设“13561”工作布局、“新
河文山农”五篇文章，组织开展了一系
列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群

众文化活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三门峡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
丰厚的文化滋养。

“双节”来临之际，我市高度重视
群众文化活动，要求着重强化组织引
导工作。各地各单位一致将“双节”群
众文化活动视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
思想、落实相关工作要求以及践行市
委全会精神的重要内容，纷纷立足实
际情况，对活动方案进行精雕细琢，确
保活动扎实有序推进。

为进 一 步 丰 富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内
容，提升活动吸引力，我市一方面整
合资源利用阵地，充分发挥“1+8+N”
宣讲矩阵等资源优势，紧密依托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文化广场
等 各 类 阵 地 ，因 地 制 宜 开 展 形 式 多
样、丰富多彩的活动，另一方面推动
多部门协同参与，组织宣传、文化、科
技、卫健等多部门志愿者深入基层，
为群众开展政策解读、惠民演出、医
疗义诊、技术咨询等服务，让文化活
动接地气、暖人心。

“双 节 ”期 间 ，我 市 各 类 文 化 活
动更是涵盖多个领域，有“‘语’润崤
函 —— 党 的 创 新 理 论 进 万 家 ”基 层
宣 讲 活 动 ，有“ 让 婚 姻 始 于 爱 ，让 彩
礼 归 于 礼 ”返 乡 青 年 联 谊 活 动 及 移
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有“浪漫天鹅
季 ”俄 罗 斯 圣 彼 得 堡 明 星 芭 蕾 舞 团
演 出 、三 门 峡 2025 年 春 节 晚 会 、“ 百
花 迎 春 情 满 崤 函 ”系 列 音 乐 会、“戏
韵承千古 惠民暖崤函”春节戏曲惠民
演出等多场文艺演出类活动，涵盖不
同艺术形式，分布在各剧院、广场等
地。另有民俗类、体育健身类等活动，
有的活动已经率先拉开帷幕，提前增
添了浓浓的节日氛围。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已然让
许多基层舞台形成文化繁荣的态势，
成 为 居 民 精 神 生 活 的 乐 土 。 随 着 我
市对文化建设的持续深耕，这种态势
将在全市范围内进一步拓展，形成更
为广泛、浓厚的文化发展氛围，为我
市 的 高 质 量 发 展 注 入 源 源 不 断 的 精
神动力。

12 月 28 日，渑池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老干部迎新年联欢会在该县黄河
社区举行。联欢会在老干部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拉开帷幕，
激扬的鼓点、奋进的节奏、优美的舞蹈，整台联欢会节目众多、精彩纷呈。

王家臣 摄

12 月 26 日 至 27 日 ，湖
滨 区 老 体 协 举 行“ 庆 元 旦 ”
优 秀 文 体 节 目 展 演 活 动 。
来自 23 个文体健身团队的
500 余名老年健身爱好者参
加 展 演 。 舞 蹈 、太 极 剑 、模
特 秀 …… 整 场 展 演 形 式 多
样 、精 彩 纷 呈 ，进 一 步 丰 富
了老年人的业余文化生活，
展现了他们热爱运动、热爱
生活的精神面貌。

本报记者 王夏叶 摄

在灵宝市阳平镇涧沟村东南，涧沟
河与夸父河交汇处有一座突兀且形似覆
斗形的小山头，有人形容它为“截顶金字
塔”。山脊上有一圆一方两座土台，当地
人称其为轩辕台，相传是远古时期轩辕
黄帝祭祀天地的神圣场所。

轩辕台南面是一个直径 5 米、高 8 米
的圆形夯筑土台，北面有一个长 15 米、宽
1 米 、高 6 米 的 长 方 形 夯 土 台 。 两 台 按

“五行”要求，均用红、黄、褐、灰、白五色
土夯筑而成，夯层厚 6—8 厘米。奇怪的
是，方圆数百里内却找不到这样的五色
土。

据当地群众口口相传，轩辕黄帝在
这里祭祀时 ，天 上 的 神 仙 运 土 夯 筑 成
台 。 还 有 人 说 是 轩 辕 黄 帝 统 一 华 夏
后 ，由 部 落 首 领 从 各 处 领 地 运 来 的 各

色 土 夯 筑 ，代 表 着 四 面 八 方 ，华 夏 一
统 。 因 为 轩 辕 黄 帝 率 领 众 多 部 落 在
圆 台 上 祭 天 、在 方 台 上 祭 地 ，祈 求 风
调 雨 顺 、五 谷 丰 登 ，所 以 有 了“ 天 圆 地
方”之说。

《阌乡县志》记载，轩辕黄帝先后战
胜了炎帝、夸父、蚩尤等上千个部落之
后，从此江山一统，实现了华夏民族的
第一次大融合。于是，他便率领族人在
灵宝铸鼎原荆山一带开山采铜，铸鼎铭
功。《史记·封禅书》记载：“黄帝采首山
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
髯下迎黄帝。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
人，龙乃上去。”“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
人。”除此之外，黄帝为了彰显自己的宽
容与大度，促进全民族和谐相处，特意
将秦岭北麓的这三个山头，从东向西分

别封为蚩尤山、轩辕台和夸父山。如此
以部落首领命名山头、彰显民族大融合
的现象是十分罕见的。

轩辕台 的 西 边 是 夸 父 山 。 据 史 料
记 载 ，夸 父 一 族 战 败 后 ，被 迫 向 西 撤
退 ，遭 到 黄 帝 手 下 大 将 应 龙 的 一 路 追
杀，无奈躲藏于灵宝铸鼎原南部山岭一
带。由于天气炎热，加上饥渴难耐，瘟
疫横行，夸父病亡。族人们葬夸父于山
下，在铸鼎原定居下来，并把他测日用
的 桃 木 棒 插 在 住 处 四 周 以 驱 邪 祈 福 。
没想到这些桃木棒竟然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每到仲春时节，桃花盛开怒放，
如火如霞，族人们便精心培植繁衍，使
其 成 片 成 林 。《山 海 经》载 ：“ 又 西 九 十
里，曰夸父之山……其北有林焉，名曰
桃林，是广员三百里。”清光绪版《阌乡

县志》载：“夸父山，在阌乡县东南三十
五里。”2009 年，灵宝“夸父神话”被河南
省人民政府公布并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除此之外，当地还流传着“黄帝战刑
天”“嫘祖采桑养蚕”“黄帝岭的传说”“轩
辕台的传说”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民间
传说故事，或有典籍记载，或经群众口口
相传，在灵宝流传广泛。2001 年 6 月，位
于铸鼎原地区的北阳平遗址被列入全国
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灵宝

“黄帝的传说”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并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 年，
灵宝“轩辕台的传说”被三门峡市人民政
府公布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
灵宝丰厚的黄帝文化增添了一抹绚烂的
光彩。

速递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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