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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梁如意）5 月 10 日，由河
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智慧化中心
主办的“民族瑰宝 乐之传承”2025 中原传
统 音 乐 展 演 在 河 南 省 焦 作 市 正 式 开 赛 。
三门峡市文化馆选送的节目——陕州锣
鼓书《黄河汉》凭借其震撼的舞台表现力，
成为全场焦点，赢得专家与观众的赞誉。

此次展演是市文化馆特邀河南省曲
艺 界 泰 斗 张 建 华 ，历 时 半 年 重 新 创 编 的

《黄河汉》首次公开亮相。作为国家级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项 目 ，陕 州 锣 鼓 书
盛 行 于 晋 陕 豫 交 界 的 黄 河 金 三 角 地 带 ，
以 铿 锵 的 锣 鼓 、激 昂 的 铜 器 伴 奏 和 粗 犷

豪 放 的 唱 腔 闻 名 ，陕 州 锣 鼓 书 可 上 溯 至
古 代 敬 三 皇 神 戏 曲 形 成 之 前 ，唐 末 宋 初
最 为 流 行 。 演 出 现 场 ，陕 州 锣 鼓 书 以 大
气 磅 礴 的 表 演 风 格 赢 得 观 众 喜 爱 ，现 场
掌声雷动，气氛热烈。演出结束后，河南
省文化和旅游公共文化服务专家委员会
专 家 康 洁 接 见 了 陕 州 锣 鼓 书 团 队 ，并 对
节目给予高度评价。

此次陕州锣鼓书《黄河汉》的成功展
演，不仅彰显了三门峡非遗的独特魅力，
更提升了三门峡的社会美誉度和影响力，
为三门峡市非遗的传承与发展注入了新
的活力。

本报讯（记者任志刚）5 月 10 日下午，
陕州公园二号码头青年广场大舞台上，丝
竹阵阵，锣鼓铿锵，西安精粹豫剧团队与
三门峡经济开发区向阳街道甘棠剧社举
行联谊演唱会，一段段经典动听的豫剧吸
引了众多游人驻足欣赏。

西安精粹豫剧团队负责人李佳玲一
行 16 人在乘船饱览黄河三门峡风光后，
在陕州公园二号码头青年广场兴致勃勃
登上舞台，和甘棠剧社成员同台献艺、深
入 切 磋 。 三 门 峡 市 戏 曲 研 究 中 心（市 豫
剧 团）的 板 胡 和 二 胡 师 傅 也 应 邀 前 来 助
阵。

演唱会上，西安 80 岁戏迷乔西安，演

唱的《我一见老母亲跪金殿》，字正腔圆，
有 板 有 眼 ，充 分 展 示 了 老 年 朋 友 的 精 气
神 。 甘 棠 剧 社 指 导 教 师 、市 戏 曲 研 究 中
心 退 休 的 一 级 演 员 韩 孝 枝 ，在 嗓 子 不 适
的情况下，演唱的《对花枪》选段“手拉着
我的儿小罗成”，将活动推向高潮，让大
家领略了马派豫剧艺术的魅力。两家乐
队师傅配合默契，70 岁的西安市豫剧团
退休板胡师傅郭宝玉精湛的技艺让人赞
叹不已。

活动结束，两地戏迷纷纷表示，这次
活动非常有意义，今后要常来常往，加强
交流与合作，增进友谊，共同为弘扬传承
戏曲艺术而努力。

本报讯（记者夏泽辉）5 月 10 日，三门
峡市作协“文润崤函名家讲堂”在三门峡市
新华书店开讲，河南省散文学会秘书长孙
牧青受邀以《散文是美文》为题，为我市作
家及文学爱好者开展讲座。市新华书店负
责人、市作协主席团成员及来自各县（市、
区）的 70余名作家、文学爱好者聆听讲座。

讲座中，孙牧青以漫谈的方式，对散
文“形散神不散”这一传统定义进行深入
探讨，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指出当代
散文写作中存在的八大误区，剖析这些问
题产生的原因及对作品质量的影响。他

还结合自身创作实践，讲述了如何构筑一
篇情景交融的散文，鼓励大家广泛阅读经
典作品，在阅读中提升文学鉴赏能力，汲
取创作灵感，创新发展文学表达。讲座最
后的现场互动环节，大家踊跃发言，就散
文创作中遇到的困惑等与孙牧青进行了
热烈交流。

作为市作协“文润崤函名家讲堂”的
首场活动，此次活动是市作协落实 2025 年
市文联关于加强文艺人才培养相关安排
的具体措施，为三门峡作家、文学爱好者
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

本报讯（记者李博）近日，记者从三门
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的 2025 年度工
作会议上获悉，该协会自 2024 年 3 月 25 日
换届以来，在河南省民协的指导和三门峡
市文联的领导下，认真落实河南省文联、
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工作部署，积
极围绕“与人民同行”“我们的节日”“乡村
振兴”等主题，策划实施了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民间文艺活动，在繁荣民间文艺方面
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是全力配合在三门峡市举办的中
国 民 协 江 北 民 间 小 戏 交 流 展 演 系 列 活
动，创造出“以戏扬名，聚拢人气”的超预
期 宣 传 效 果 。 二 是 民 协 会 员 李 竹 梅 、王
新 军 把 非 遗 产 品 豫 西 剪 纸 、仰 韶 彩 陶 带
到 法 国 巴 黎 在 奥 运 会 场 进 行 展 示 ，回 来
后举办了豫西剪纸艺术“走进奥运 夺冠

瞬间”专题展览，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李 竹 梅 ，讲 述 了 豫 西 剪 纸 走 进 巴 黎 奥 运
会 的 故 事 ，河 南 仰 韶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王 新 军 ，分 享 了 他 的 奥 运 之 行 。 三 是
中国起源地品牌卢氏槲包评定会在卢氏
县召开，正式将“卢氏槲包”这一河南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定为中
国起源地“中华源字号”品牌，标志着市
民协在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传承与品牌建
设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四是民协形体礼
仪 艺 术 联 盟 专 委 会 筹 备 组 承 办 的“ 与 时
代同行·与人民同心国庆献礼”文艺汇演
举 行 ，展 示 了 市 民 间 文 艺 的 繁 荣 景 象 和
形体礼仪艺术的独特魅力。

当天的会议还宣读了市文联、市民协
对 2024 年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优秀团体
会员、优秀文艺集体的表彰决定。

本报讯“ 我 们 特 邀 全 国 青 联 委 员 、
陕 之 北 安 塞 腰 鼓 教 练 罗 勇 团 队 来 渑 授
课 ，系 统 教 授 气 势 磅 礴 的 非 遗 文 化 项
目 ——安塞腰鼓，请大家昂扬精神，用心
学习！”近日，渑池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
人宣布开班后，教练随即登台，一段腰鼓
表 演 震 撼 全 场 ，瞬 间 点 燃 志 愿 者 的 学 习
热情。

教练团队采用分解教学+实战演练的
模式，从基本鼓点、步伐组合到队形编排
进行全方位指导。“专业教学让我们快速
掌握动作要领，也希望通过学习将这项非
遗文化带到基层，希望大家喜欢。”正在练
习击鼓动作的志愿者李爽说。

据 悉 ，作 为 贯 穿 全 年 的 文 化 惠 民 工

程，此次培训活动在渑池县委宣传部统筹
推进下，会聚社会各界文艺志愿者及各单
位文艺骨干共同参与，旨在提升渑池县文
艺志愿者业务水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以非遗技艺传习深化渑池县

“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成效。
“教练团队水平很高，志愿者学习热

情澎湃，此次培训不仅是让志愿者们掌握
要领，学成之后，他们将分组前往全县各
乡镇为基层文艺团体进行培训指导，更好
地推进全民艺术普及、更好地满足群众多
样化、品质化、个性化的精神生活需求，增
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渑池
县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王凯锐）

陕州锣鼓书
在中原传统音乐展演中大放异彩

渑池县举办文艺志愿教练员培训班

西安精粹豫剧团队到我市联谊交流

市作协“文润崤函名家讲堂”开讲

亮点纷呈 成绩喜人

市民协实施系列文艺活动繁荣民间文艺

广府非遗、国潮巡展……在近日举行的第

137 届广交会上，来自全球 200 余个国家和地区

的客商，感受到浓浓的中华文化韵味。广州榄

雕、新桥洋篮、掐丝珐琅、真丝绒绣等非遗产品，

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世界目光。

当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以“破圈”之势

走向世界舞台。从故宫文创产品的全球热销

到《只此青绿》舞蹈诗剧的国际巡演；从国产动

画电影《哪吒》出海到海外平台非遗技艺的百

万 点 赞 ——这些现象背后，是文化传播体系的

技术升级与创新实践，更是多方主体助力文化产

品广泛传播的携手同行与合力共进。

技术 赋 能 构 建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传 播 新

形式。近年来，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文化传播的

路径。故宫博物院“数字文物库”的建成堪称

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里程碑，被誉为通过云

技术搭建起来的文化桥梁，其上线以来，已向

社会公众累计发布了 10 万余件（套）文物的高

清影像；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工程更展现出

技 术 重 构 文 化 传 播 的 巨 大 潜 能 ，通 过 AI 算 法

对壁画进行智能修复，不仅让千年艺术重焕新

生，更催生出“敦煌仙子”这一现象级文化 IP，

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技术赋能打破了时空限

制，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与符号的永

久性保存、年轻化表达，更创造了符合时代发

展的崭新的审美体验形式。

创新表达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焕发

时代生命力。创新转译是文化符号“活起来”的

关键。河南卫视《洛神水赋》通过水下舞蹈演绎

洛神传说，将传统神话与现代摄影技术结合，精

准呈现出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卓然气

质，传递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同时，也为

世界带来了视觉震撼。2024 年第四届中国-东

盟友好合作主题短视频大赛银奖作品《纹路——

文化交流的生动印证》打破文化单向传播模式，

以服饰纹样作为小切口，讲述中国与东盟文明共

享大叙事。将文化符号逐步转化为全人类共同

价值的实践，在跨文化传播中激活文化符号生命

力，彰显了创新表达在“文化出海”中的独特实操

价值与广阔的应用空间。

政府引领，是拓展文化传播版图，提升中国

文化全球影响力的保障。中英电视台联合开办

《中国时间》栏目，每天在英国播出中国纪录片、

电视剧和动画片，节目收视现已覆盖英国及欧洲

大 陆 超 过 1000 万 收 费 用 户 及 300 多 万 免 费 用

户。由国内外数十家机构联合启动，沿线众多国

家参与共建的大型数字化文化交流平台“文化数

字丝绸之路”项目，让世界了解丝路之源流、知晓

丝路之向途。诸如此类影响广泛的文化工程，有

效发挥了政府引领作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

越山海、走向世界厚植了发展根基。

在驱动文化出海的征程上，不同社会主体

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企业发展也可以

积极结合自身特点，找准文化遗产保护发力点，

努力成为推动文化产品破土而出、畅销世界的

重要驱动力。近年来热销的文化产品“数字长

城”，通过游戏引擎还原长城全貌，海外用户可

在线修复虚拟烽火台，沉浸式体验自商周远来

的置烽之法与城墙砖石交错的固若金汤。定制

的“非遗闪耀计划”助力广西博白芒竹藤编等非

遗技艺销往全球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给予中国

本土品牌逐梦世界舞台的魄力与底气。同时，

无论是海外华人社团举办“中国民俗文化节”活

动展示传统手工艺魅力，还是留学生群体通过

网络发起的中国节日文化活动，都是人民群众

以热情与创意搭建文化传播桥梁，推动中国文

化香飘世界的鲜活注脚。

通过技术赋能、创新表达、多方协同，未来，

中华文化将从“被观看”向“被理解”跃迁，最终实

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新图景，向世界

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气韵和隽永魅力。

（据《光明日报》）

指尖生砚韵
非遗焕新生
近日，家住陕州区原店

镇 的 非 遗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马
鹏 飞 烧 制 的 陶 艺 作 品 成 功
出窑。

近年来，马鹏飞潜心研
究陶艺制作技艺，相继开发
出 陕 州 澄 泥 人 物 雕 塑 、响
弹、茶宠等文创产品，受到
市场欢迎。

本报记者 夏泽辉 摄

2025 年，诗人马华松梳理自己 20 年诗歌创
作心路历程，浓墨重彩地打造了黄河“六颂”（《黄
河颂》《秦岭颂》《砥柱颂》《母亲颂》《大坝颂》《天
鹅颂》）系列，展现了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河
山的无限眷恋，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刻敬
畏，其立意站位、布局谋篇、遣词造句等，无不显
示了一名“宣传干部”的深厚文学素养、浪漫诗人
气质和独特创作风格。

立意高远：家国情怀的宏大叙事

马华松的诗歌，立意高远，气韵恢宏。他善于
将个人的情感体验融入对国家和民族的深情厚爱
之中，构建出一种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宇宙观。

马 华 松 诗 作“ 六 颂 ”的 选 题 与 布 局 颇 具 匠
心。先是以《黄河颂》对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孕
育民族血脉、精神的激情放歌，继之以《秦岭颂》
对秦岭以父亲山角色赋予民族根脉、魂魄的由衷
讴歌；然后以《母亲颂》，以对人伦母亲的礼赞，呼
应对自然、本源之母的“天”伦母亲黄河的歌颂，
继之以《砥柱颂》对《秦岭颂》的“山”的意象、人
格、情怀的“再聚焦”“再加强”，由宏观走向了中
观，由历史走进了现实；《大坝颂》和《天鹅颂》则
直接从现实切入，将新时代中华民族在治理大
河，实现冲淤排沙、化害为利，追求天人合一征途
上的历史壮举，以及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国家战略初获成果表现得淋漓尽致。

布局严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呈现

马华松的诗歌布局严谨，结构精巧。他善

于运用细腻的笔触和宏大的视角，将自然景观
与历史事件巧妙融合，构建出一幅幅生动的历
史画卷。

无 论 是《黄 河 颂》，还 是《砥 柱 颂》《秦 岭
颂》，诗 人 描 写 自 然 风 光 ，多 以 春 夏 秋 冬、东 西
南 北 为 展 开 之 序 ；追 怀 历 史 ，则 多 以 时 间 之 序
由 古 及 今 、由 远 及 近 道 来 。 在 诗 中 ，通 过 对 黄
河 、秦 岭 等 自 然 景 观 的 细 腻 描 绘 ，不 仅 展 现 了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更寓含了对中华民族坚韧
不拔精神的赞美。

《黄河颂》里，他以黄河为载体，不仅歌颂了
自然的壮丽与伟岸，更隐喻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
息与勇往直前的精神。诗人以“天龙出雪域，奔
流走东海；万里入胸怀，颂歌传千载”开篇，令人
荡气回肠，既描绘了黄河的源远流长，又象征着
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

辞章优美：情感与哲理的深刻交融

作者善于在平凡的事物中发掘不平凡的美，
以简练的语言表达出深刻的情感与思想。

在《秦岭颂》中，“一座座山峰，宛如龙脉骨骼
耸 峙 挺 立 ；一 道 道 美 景 ，犹 如 巨 幅 画 卷 妖 娆 瑰
丽。陶醉了周礼韶乐，慷慨了秦风汉韵，倾倒了
唐诗宋词，成就了诗圣诗仙”一气呵成，势若“贯
口”，节奏感、韵律感极美。

在《大坝颂》中，作者巧妙地抓住由于大坝的
修建，在当时出生的一代人起名上留下的历史印
记，唱出“建峡出生的故事，爱峡父母的初恋，红
峡头上的丝巾，文峡手中的钢笔，每个‘峡’字的
背后都珍藏着，流金岁月最红最火最美的纪念”

历史旋律。
《母亲颂》开头，“一曲黄河颂歌，时时澎湃着

对母亲炽热的情感；一首秦岭礼赞，处处萦绕着
对母亲深沉的思念”，“双桥”飞架，直接从对黄
河、秦岭的歌吟之中，打开了吟颂母亲的情感之
门，引来了至高至圣的源头活水。诗人以朴素的
语言深情地歌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通过一个
个生动的细节描绘，将母爱的光辉与力量展现得
淋漓尽致，寓含着对生命、孝道等哲学命题的深
刻探讨。

优势独特：双重身份下的艺术创新

作为一位体制内的宣传干部，他的诗歌既有
对工作的深刻感悟，又有对生活的细腻观察。这
种双重身份使得他的诗歌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多
元，在表达上更加深邃含蓄。

在“六颂”诗歌中，黄河母亲、人生母亲与中
华民族、与儿女子孙的血肉联系，本质上与大地
之子安泰和大地母亲的联系一样，都是相同、相
通的，都是人民和执政党血肉关系的诗意呈现。

在《天鹅颂》中，诗人以诗的语言“诠释”天
鹅“回家”的缘由：“是‘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
幸福河’的伟大号召鼓舞了她，是崤函儿女打造
黄河流域生态示范区的发展蓝图感动了她，是
如诗如画魅力三门峡的五彩霞光吸引了她。”他
以诗人的敏感与细腻捕捉生活中的美好瞬间，
将平凡的生活赋予诗意与远方，这种独特的艺
术创新不仅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也拓宽了诗
歌的视野和深度。

（赵轶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何以“破圈”传播
战双鹃

在 平 仄 间 丈 量 山 河
——马华松诗歌艺术的多维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