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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早期的文明，最先被陶器所散发的质朴
光泽照耀。而它，在姿态各异的彩陶世界中，又是
如此与众不同。

有人说，它的月牙纹饰和天文历法有关。
有人说，它是仰韶先民用于祭祀的礼器。
月牙纹彩陶罐（如图），这一引人无限遐想的

精美器物，出自 5000 多年前仰韶文化先民之手，是
仰韶村遗址百年、四次发掘中唯一一件完整器物，
也是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展厅中唯一一件国家一
级文物。

“月牙纹彩陶罐出土于仰韶村遗址第三次发
掘。”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副馆长张翼介绍，此次
发掘分两个阶段进行，据发掘者回忆，这次的发
掘地点主要在仰韶村通往县城的路东边（寺沟村
民的搬迁建房区），在第二阶段发掘期间，路西的
一户村民因抽水浇地，将一处断崖侵冲，暴露在
断崖上的袋状灰坑随时可能倒塌。于是，发掘队
员 采 取 了 抢 救 措 施 ，又 在 路 西 边 开 挖 了 一 条 探
沟，出土了红陶罐、红陶钵等。其中，一件月牙纹
彩陶罐很有特色，十分精致，是该遗址历次发掘
中仅见的一件完整器物。

如今，走进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就可近距
离观赏月牙纹彩陶罐的天工造化、巧技神思。口
径 14.2 厘米，腹径 15.1 厘米，底径 7 厘米，高 11.5
厘米，侈口，宽沿，束颈，折腹，平底，细泥红陶，表
面打磨光滑；口沿至折腹间 14 枚白彩月牙纹等距
排列，亦可将红陶本色视为 14 枚红色月牙纹，白、
红月牙纹互为底色呈现。该博物馆陈列保管部
主任张孟合表示，无论是神秘的月牙纹饰还是精
巧的器型，在仰韶村遗址发掘出土的器物中，皆
属罕见。

据专家分析，这种宽沿罐子在倒水时，水会顺
着沿宽流下来，极大地降低水洒出的概率，这说明

古人在制作陶器时，已经开始总结生活中的经验，
这也是人类智慧的佐证。罐体腹部的 14 枚月牙纹
连续排列，但月牙形状宽窄不均，线条生涩，像是
初学画画的孩童，拿着画笔小心翼翼绘制出工整
的图案，造型既整齐规则，又有天真稚拙的趣味，
这种质朴的美感就是原始彩陶的魅力之处。

“这些月牙，可能是 5000 多年前的先民在夜晚
仰望星空时，经过观察发现了不同月相的周期规
律，并将其绘制在陶器上。”张孟合说，月牙纹彩陶
罐的发现反映出史前先民对于四季变化、天文地
理的关注，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初步了解了天文
知识，并出现天文崇拜的现象，这些美丽又神秘的
纹饰，就是先民们对“月光”的早期记录。

5000 多年过去，月牙纹彩陶罐的制作方式、方
法、制作周期、烧制细节、用途究竟是怎样的，只能
止步于推测。而现代的瞻仰者，正在用自己擅长
的方式，不断延展人们“触摸”史前文明的时空。

中秋主题亲子活动、“中秋画月”庙底沟文化
进校园主题活动、“云听仰韶：花好月圆之月牙纹
彩陶罐”……为了在保护中发展、在利用中传承，
三门峡庙底沟博物馆深入挖掘月牙纹彩陶罐的深
厚文化内涵，开展众多社教活动和科普宣讲，让孩
子们了解文物背后的故事，在他们心中种下传承
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

一系列撷取了月牙纹元素的文创衍生品，也
成为连接文物和参观者的纽带。冰箱贴、印章、手
机背带、精品茶具、陶器摆件……当人们观赏完玻
璃柜里的珍品，再低头看看自己手中的月牙纹元
素文创产品，仿佛“敲开”了那面玻璃柜，距离再次
被无限拉近。

“我们希望通过创意设计，将月牙纹彩陶罐所
蕴含的文化内容、历史内涵注入有功能的产品中，
真正走进观众的日常生活。”庙底沟博物馆馆长王

宏民表示。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假如月

牙纹彩陶罐会说话，它也许会告诉我们 5000 多年
前在熔炉内外的日日夜夜。今天，彩陶罐上一轮
轮月牙依然泛着细腻温润的光泽，一件件可触可
感可用的文创产品也让沉睡的陶器栩栩如生。透
过它们仿佛能窥见，仰韶先民曾披荆斩棘、开山启
林，迎来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本报讯（记者葛洋）6 月 14 日是第
22 个世界献血日，当天，三门峡市举办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专属文旅
礼遇活动。此次活动以“虢风传千载·
热血润崤函”为主题，来自全市近百名
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走进三门峡市
虢国博物馆，在感受西周文明魅力的
同时，共享社会对献血者的尊崇与回
馈。

活动当天，获奖者们在讲解员的
引导下，依次参观了虢国博物馆的虢
国春秋、虢宝撷英、车辚马箫等核心展
厅。展厅内，西周青铜器、玉器、车马
坑等珍贵文物，生动展现了虢国“礼仪
之邦”的辉煌历史。全国无偿献血志
愿服务终身荣誉奖获得者李女士感慨
道：“献血是生命的馈赠，而今天在千
年文物中感悟文明传承，更让我体会
到奉献的意义。”

参与活动的获奖者中，既有连续

20 年无偿献血的“老将”，也有初次获
此殊荣的“新星”。为致敬无偿献血
者，我市自 2025 年起推出“热血礼遇”
政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银/铜
奖）、造血干细胞捐献奖等获得者，凭
身份证及国家级奖励证书可免费游览
虢国博物馆等 11 家 A 级旅游景区。市
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
在通过文旅融合的方式弘扬献血精
神，让爱心人士感受到社会尊崇，进一
步激发全民参与热情。

近年 来 ，三 门 峡 市 通 过“ 政 府 主
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模式，持
续完善无偿献血激励机制。今年，市
中心血站联合文旅部门创新推出“献
血+文旅”特色活动，将健康公益与历
史文化深度结合。活动现场，市委宣
传部、市红十字会等负责人共同呼吁
更 多 市 民 加 入 献 血 行 列 ，共 同 守 护

“生命之河”。

本报讯 近日，由灵宝市总工会、
灵宝市文联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
灵宝市职工书法培训班正式开班，200
余名职工书法爱好者热情参与。

本 次 职 工 书 法 培 训 连 续 举 办 两
期，采取集中授课与互动交流结合的
模式进行，旨在为职工搭建学习交流
平台，让大家在挥毫泼墨中感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相互切
磋中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将书
法艺术中蕴含的专注、执着、创新精神
融入工作实践。

课堂上，授课老师以扎实的专业
功底，从书法基础的笔画教学入手，紧
密结合汉字独特的构造特点，对书法
基础知识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在
学习过程中，老师通过生动形象的现
场示范，将起笔的力度、运笔的流畅、
收笔的利落以及回笔的巧妙展现得淋
漓尽致。学员们全神贯注，在老师的
悉心指导下，一笔一画认真临摹，在笔
尖与纸张的触碰间，努力探寻书法写
作的技巧与神韵。

（本报记者）

本报讯 6 月 14 日 是“ 文 化 和 自
然遗产日”，为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
非 遗 保 护 传 承 的 浓 厚 氛 围 ，6 月 13
日 ，义 马 市 文 化 馆 联 合 千 秋 路 街 道
兴 苑 社 区 ，开 展 以“ 融 入 现 代 生 活
非 遗 正 青 春 ”为 主 题 的 非 遗 宣 传 活
动，40 余名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参加
了此次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理论宣讲
和发放宣传页的形式聚焦青年传承人
培养、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等内容，并展
示该市非遗保护成果。

今年 3 月以来，义马市文广旅局
开展第八批县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申
报工作，培养青年一代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到非遗保
护传承中，生动诠释“非遗正青春”的
时代价值，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非遗
保护、共享保护成果的良好氛围。

义马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开设非
遗“守”艺人系列，聚焦坚守在义马的
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讲述他们以平凡
之身担责任、传精神，用心去守护非遗
的故事。

据 悉 ，该 馆 将 以 此 次 活 动 为 契
机，持续深化非遗保护与创新，开展
丰 富 多 彩 的 非 遗 进 社 区 、进 校 园 宣
传 展 示 活 动 ，进 一 步 探 索 非 遗 与 现
代 生 活 的 融 合 点 ，持 续 挖 掘 非 遗 的
时代价值。 （义文）

编者按
每一座博物馆，都是时光的容器，珍藏着历史的呼吸与文明的印记。在三门峡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

上，博物馆中的“镇馆之宝”不仅是珍贵的文物，还是跨越千年的故事讲述者，它们或见证早期中国的王朝兴
替，或镌刻着先民的艺术智慧，或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基因。即日起，本报推出“走近咱的镇馆之宝”系列报道，
带领读者走进三门峡各大博物馆，透过陶器的古朴造型、青铜器的斑驳纹饰、玉器的温润光华，探寻三门峡地
区灿烂深厚的文化。敬请关注。

近日，在沿黄生态廊道陕州区
段，市民正以黄河碧水为背景拍摄
小视频。近年来，陕州区依托沿黄
生态廊道建设，让黄河碧水与沿岸
风光相映成趣，绘就“岸边风景独
好”的文化新画卷。

本报记者 王建栋 摄

“咚咚锵！”“咚咚锵！”……近日，在
卢氏县横涧乡衙前村的百年古戏台上，
王东粉手持简板，将《杨家将》说唱得荡
气回肠。作为豫西锣鼓书第五代传人，
她创新性地将传统曲牌与乡村振兴故
事结合起来，近 40 年间带着团队在阡陌
乡村、田间地头演出 800 余场，锣鼓书声
响彻崤函大地。

王东粉 1966 年出生于横涧乡衙前
村，6 岁起便跟随舅爷学习锣鼓书，16 岁
开始跟随家族锣鼓书班辗转豫西各地
演出，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成年
后，她继续坚持锣鼓书说唱表演，几十
年坚守乡村，将豫西锣鼓书曲艺传承并
发扬光大。

豫西锣鼓书是流传于三门峡地区
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被誉为戏曲艺术
的活化石，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艺人

们世传四句常用开场白：“三皇治世留
根源，留下鼓乐开丝弦。鼓乐丝弦把
神敬，神人得位民自安。”锣鼓书早期
和民间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锣
鼓书为坐唱形式，其主要演奏乐器为
四 股 弦 ，也 称“ 四 股 弦 书 ”，演 唱 时 有
锣、鼓伴唱击节而得名，所以民间一直
称为“锣鼓书”。锣鼓书曲目、音乐基
本保持原生态，演奏形式独特，地方特
色鲜明，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每个
书班少则四五人，多则七八人，每人根
据不同人物的身份、性格用不同音色
扮演不同人物，主唱者一人自唱、自拉、
自打，操作多种乐器。

王 东 粉 自 接 过 第 五 代 传 承 人“ 衣
钵”以来，除继承《红罗衫》《双龙记》《武
松传》《十大劝》《火焰驹》《走南阳》等传
统书目外，近年来，她还结合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旅游兴县等，创作了《南洼人
家》《一起奔小康》《陕州十碗席》《再唱
东方红》《退低保》《地坑院里闹花灯》等
一批优秀作品，在民间广为流传，深受
群众喜爱。

王东粉 带 领 她 的 团 队 ，除 行 走 在
豫晋陕各地表演外，还先后在北京、天
津、宁波、珠海、郑州、延安等多个城市
进行交流演出，先后参加了全国十一
地文化馆大联动暨优秀民间文艺特邀
大展演、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培曲艺
鼓曲成果展示京津冀演出等，2017 年、
2019 年还荣登央视《魅力中国城》《乡
村大世界》栏目、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等，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近年来，
因曲艺独特、表演上乘，锣鼓书多次在
省级曲艺大赛中获奖，先后获得河南
省第六届曲艺大赛牡丹奖、河南省曲

艺精品节目展演一等奖、河南省鼓曲
唱曲展演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南省“群
星奖”小戏小品（曲艺）大赛二等奖等
荣誉。

王东粉数十年如一日，边表演边苦
练，不断将其发扬光大，2010 年被认定
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21 年入选河南省第五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2025 年入
选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名单。

目 前 ，王 东 粉 的 演 出 预 约 不 断 。
她表示，她要将豫西锣鼓书这门古老
的 艺 术 形 式 ，在 保 留 传 统 精 髓 的 同
时，不断地适应新的观众群体和市场
需 求 ，与 时 俱 进 ，绽 放 新 的 光 彩 。 她
也将继续做好传帮带，培养出更多优
秀的传承人。

灵宝剪纸在豫西民间剪纸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
底蕴以及黄土地造就的人文气质，形
成了它粗犷、质朴、率真、浑厚的艺术
特色，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富
有极强的欣赏性和研究价值。

灵宝剪纸起源久远，相传在周代
末期，道家始祖老子在函谷关著经期
间，这里正流行瘟疫，老子就用青牛口
中吐出的牛黄制成丹药散发给百姓，
遏制了瘟疫的流行。于是，当地百姓
就把老子骑的青牛视为神牛加以膜
拜，并在每年农历正月二十三这一天，
家家户户都要剪贴金牛。后来，就流
传下“新春正月二十三，天上老君散仙
丹，家家门上贴金牛，一年四季保平
安”的习俗。

灵宝剪纸分为单色和染色两种，
制作方法以用剪刀剪为主，还有一种
为刀刻的形式。表现的内容主要有三
方面，一是窗花，以花鸟草虫、人物等
为主，小巧玲珑、简捷单纯；二是婚俗
剪纸，除了窗花必不可少外，还有顶棚
花、角花、板围花、炕屏花、双喜字以及
灯花、壶花、盆花等；三是花灯剪纸，在

元宵节，人们要用剪纸装点彩灯，尤其
是转灯，在灯的上下和主体部分要用
剪纸图案加以装饰。

千百年来，灵宝剪纸艺术已广泛
地 融 入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 在 农 村 ，
擅 于 剪 纸 的 妇 女 相 当 普 遍 ，农 闲 时
村 里 的 姑 娘 、媳 妇 们 围 坐 炕 头 铰 制
窗 花 的 情 景 随 处 可 见 。 全 市 有 9 人
被 中 国 剪 纸 研 究 会 吸 收 为 会 员 ，20
余 人 成 为 河 南 省 民 间 美 术 学 会 会
员，其中 4 人被河南省民间美术学会
命 名 为“ 民 间 剪 纸 艺 术 家 ”。 2007
年，剪纸艺人王蓬草以及刻纸、彩扎
艺 人 杨 仰 溪 被 评 为“ 中 国 民 间 文 化
杰出传承人”，灵宝剪纸也于 2008 年
6 月 被 列 入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近年来，随着社会快速发展，“千
龙图”“娃娃喜瓜”“灵宝三大宝”“农
家乐”“秧歌情”等一批现代新作的涌
现，使这门古老艺术得到创新发展。
此外，当地还通过举办各种展览、市
场营销等措施，使灵宝剪纸逐步形成
品牌，进一步与市场接轨，让这朵艺
术之花越开越艳。

虢 风 传 千 载 热 血 润 崤 函
近百名无偿献血奉献奖获得者走进虢国博物馆

灵宝市举办职工书法培训班

义马市文化馆：

非遗宣讲进社区

史海钩沉

灵宝剪纸：指间裁出神韵
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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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牙纹彩陶罐：

跨越五千年的“月光笔记”
文/图 本报记者 王梦

奏 响 锣 鼓 书 传 承 强 音
叶新波

记录家乡好光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