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编辑：蔡明慧 E-mail:shqcmh@126.com

文化简讯
文化人物

文化视野

近期，商丘籍著名书法家胡
十作品《无极》被国家博物馆收
藏。消息一出，胡十先生的平静
生活再次被打破，求字者、拜师
者几乎踏破门槛、打热手机。胡
十，1949年生人，字号古月映乾
坤，国家一级书法师、中国书法
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
会员、中国诗词书法研究会会
员、古月映乾坤书画院院长、央
视中国乡土艺术春节晚会组委会
首席艺术顾问。

“现在网络传播很快捷，很
多人慕名前来找我拜师学习书
法，他们经常会问‘老师，您的
老师是哪位’，我经常回答说是

‘大家’，两层意思：一是名家大
师，二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的

‘大家’。”5月 3日，接受记者采访
时，胡十笑着说。

胡十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幼承家训，5岁开始学习书
画。“我是家中长子，年幼时父
亲参军上前线，由母亲一人在老
家农村把我带大，每日拿一支笔
静心写写画画，是乡村生活里最
惬意充实的时光。”胡十回忆
道。待到上小学高年级，胡十的
铅笔画已经在村子里小有名气。

“小学六年级我一放学，家里已
经坐上人等着了，很多上年纪的
人想让我给画一幅画像留念，都
知道我画得好、画得像。我也是
经常点着灯画到半夜。”

“要知画法通书法，兰竹如
同草隶然。”中国传统有“书画
同源”一说。上学后，胡十跟随
老师入门学习书法，开始描红、
临帖，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十
分沉迷。到宁陵县一中上学后，
他的眼界进一步打开。“我一个
同学的亲戚是县里有名的书法
家，他知道我喜欢书法，专门偷
偷地带到学校一册王羲之的《草

诀歌》给我看。我看了后非常喜欢，又不能带回老家，就
借住在县城姑妈家里，天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练字、读
贴。”胡十说。

凭借书画特长，1968年胡十被特招参军入伍，成为
部队一名文艺骨干。当时所在部队的幻灯片、大标语、字
幕等都是他一人包办，他创作的书画、摄影作品多次在全
国、全军进行展出，并多次获奖，为部队争得许多荣誉，
他也荣立过三等功。“那时我还经常被抽调到省军区、武
汉军区参加全国和全军的艺术创作、培训班等，也借此机
会结识了很多书画名家，得以近距离交流学习。我觉得任
何艺术都是相通的，很多时候你见到名家作品，就等于见
到了作者本人给你上一课，就是一次学习提高的机会。”
胡十说。他认为，要达到一定的书法艺术水平，必须有

“三性”，即记性、韧性、悟性，特别是悟性，正如俗话说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向‘大家’学习”。在长达几十年的创作中，胡十始
终秉承这种“博采众长”的态度，师古不泥古。五十年
来，他博采众家之长，日积月累，他的书法形成了结构严
紧、健笔有神、苍劲流畅、精进独到之风。他不但向书本
学习，还把社会当作一个大课堂，走在街头巷尾只要看到
好字，他总是用相机拍下来作为创作参考。胡十认为，书法
创作也要讲“潮流”，要有时代格局，不能一味崇古复古。

退休之后，无案牍之劳形，胡十更加专注于书法创
作，迎来了艺术生涯再次飞跃。2013年，中央电视台为

“中国乡土艺术春节晚会”几个大字在全国公开征集字
标，胡十的作品从数万个作品中脱颖而出，被采纳使用。
其书法作品多次被当作国礼赠送到外国，联合国生态组织
驻北京办事处也专门求字收藏。

观赏一幅书法作品，其作品中所蕴含的艺术情愫和人
文精神是最能打动人的。知名书画评论家史峰撰文高度评
价胡十的草书作品：“每当先生挥笔作草，那份受情绪所
控制的笔墨往往就会迅速展开，恰是与张癫狂素一般，可
致情绪于激烈，可蕴洒脱于气象，字字草体，是既见于笔
墨之迅疾，也见于形意之莫测，单字尤贯视觉冲击，通作
更觉变化之端，如此老辣奇绝，实谓气境双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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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地方，但
是多年以来，虽然也有部分外地游客来商丘的地接
团，但是很少，一提起旅游，大多是组织本地游客到
外地去，旅游行业受益比较单一。在今年的我市两会
上，市政府提出要做好的十件大事中，“全面开放商
丘古城”就是其中之一，这引起了许多人的热切关
注，商丘首位高级导游员孙岩就是其中之一。

孙岩说，自己是一名在商丘旅游界耕耘了二十年
的还算年轻的“老导游”，也是土生土长的商丘人，
对这片土地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见证了商丘旅游业
二十年一步一个台阶的发展过程。为了让更多人特别
是外地人了解商丘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吸引他们来
商丘旅游，拉动商丘旅游经济发展，2021年 11月，
孙岩开始拍摄、发布关于商丘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的
短视频，至今发布了近百条短视频。“#孙导说商
丘”“#孙导说旅游”话题在抖音播放量日益增长。

在抖音上搜索“商丘导游孙岩”，就可以看到他
拍摄的这些短视频，内容精彩而丰富，比如：梁园、
睢阳、虞城、夏邑、宁陵等名字的由来；商丘与南京
的关系；梁孝王刘武的故事；世界上最早的坐便器和
冰箱；范仲淹与应天书院的故事；归德古城的马面；

“归德”的来历；酒祖杜康的故事；商丘与火的渊
源；商丘的五座火车站；“月下老人”与商丘的关
系；孩子满月酒时红鸡蛋的来历等等。这些故事我们
有的耳熟能详，有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总之，都与
商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什么要拍摄这些短视频呢？孙岩告诉记者，这
样做一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旅游行业几乎处于停滞状
态。以前忙，对短视频不了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拍
摄短视频。如今旅游业停顿，他的时间更多了，而且

游客没法出门旅游，只能通过短视频“云旅游”，给
他的拍摄提供了受众群体。二是他也受到了外地导游
同行的影响。一些导游这几年拍摄短视频，在网上吸
引了众多粉丝，宣传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旅游资源，
有些旅游景点成了网红打卡必去之处，带动了当地经
济的发展。“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呢？”孙岩
想。当然，拍摄短视频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出于对商丘
这座城市的热爱。孙岩从小在商丘生活，除了大学期
间短暂离商，这三十多年一直在商丘。他从小就受家
庭的熏陶，喜欢看一些关于商丘历史文化的书籍。从
事旅游行业后，因为要接待外地来商游客，所以他更
深入、系统地学习了商丘历史文化，并且越学越热
爱。他说：“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作为商丘首位高
级导游员，我觉得自己肩负着宣传家乡历史文化的重
任。”

商丘有着五千年文明史、一千五百年建都史。从
三皇五帝到二十一世纪，商丘的历史没有断代，所以
才有底气喊出“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明史”“一
城阅尽五千年”的口号。孙岩说，商丘的历史太厚重
了，作为非历史研究者的导游，自己只是接触了商丘
历史的皮毛，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为了能用通
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厚深邃的历史文化知识灌输给游
客，让游客在轻松愉悦的环境下接纳五千年的历史文
化积淀，多年来，他搜集了许多有关商丘的书籍，看
到《商丘日报》《京九晚报》上刊发的有关商丘历史
文化旅游的稿件，他也会认真地剪下来并保存好。在
他的书架上，摆放着《商丘文史大观》《商丘景区导
游概览》《商丘之旅》《商丘史话》《聆听古城》《历史
文化名城——商丘揽胜》《解说古城》《天下归德，古
城商丘》《商丘市情》《魅力商丘》等书籍，每一本书
和剪报上，都留下了他多次翻阅的痕迹。

孙岩告诉记者，短视频是一个很好的传播载体，
游客看了介绍商丘历史文化和旅游景点的短视频，可
能会勾起他们了解商丘的兴趣，吸引他们来商丘旅游
观光。这不但提升了商丘知名度，还增加了商丘的经
济效益。

为了拍好短视频，除了加强学习外，他还自制了
三脚架，并骑着电动车跑遍了商丘的角角落落。对于
他在疫情期间以个人之力宣传商丘文化的行为，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也予以认可和鼓励。对此，孙岩非常
激动，他说，拍摄短视频自己还是刚起步，从素材选
题和文案构思，还有很大的改善和提高空间。同时他
还要扎到商丘历史文化的海洋中汲取营养，不断充实
自己，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拓展知识面，增加知识
储备，这样才能做好商丘历史文化的“搬运工”，游
刃有余地宣传商丘、推介商丘。

高级导游员孙岩制作短视频介绍商丘

甘当商丘历史文化的“搬运工”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戚丹青

本报讯（记者 李 岩）今年“五一”假期，受疫情影响，我
市群众旅游主要以本地游、近郊游为主。为丰富群众的假期文化
生活，我市旅游文化部门开展了丰富多彩、“小而精”的线上线
下活动。

睢阳区火神台景区举办的《火神祭祀》《月老缘·红线牵》
等演出精彩纷呈，受到游客的喜爱；夏邑县龙港湾景区紧紧抓住
亲子游、近郊游、乡村游新趋势，举办了灯光展、水幕电影、恐
龙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海狮表演、湖上古装演绎等活
动，受到了群众的欢迎。

与此同时，“云”享盛宴受到热捧。市文化馆录制的《中国
梦 劳动美 日月情——“五一劳动节”特别节目》，通过“百姓
文化云”平台进行了展播，引来了 18万多人的竞相观看；柘城
县录制的庆“五一”线上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分诗歌音乐朗诵
会、传统魔术杂技展演、抗疫作品展演、优秀戏曲展演、传统曲
艺展演5个专场，通过“文化预约”“云上柘城”“柘城文旅”等
平台全程线上展播，让广大人民群众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丰富多
彩的文艺大餐，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欢乐祥和的
节日文化氛围。

据悉，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举办的“五一”假期系列文旅活
动，对于刺激游客扩大消费、帮助文旅企业纾困、促进旅游经济
复苏，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一”假期我市文旅活动“小而精”

近日，由梁园区总工会、区文化旅游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主办，梁园区职工书画院、区文化馆承办的“翰墨飘香庆五
一 书画传情颂辉煌”职工书画作品展举行。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100余件，作品形式多样、格调高雅，展
现出了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对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赞美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反映出梁园区职工书法、绘画创作队伍
的生机和活力。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 鹏 通讯员 王建厂 摄影报道

5 月 3 日，在虞城县贾
艳梅剪纸艺术馆，剪纸艺术
家贾艳梅（左）在指导女儿
进行剪纸创作，将立体剪纸
艺术技法继续传承下去。贾
艳梅系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商丘“非遗”传承
人。她创作的剪纸作品，吸
收现代美术技巧，由单层平
面发展为多层立体剪纸，融
入了版画的层次、油画的色
彩、工笔画的线条、国画的
写意，使传统剪纸艺术在传
承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突
破。
本报融媒体记者 吴 涛 摄

刘秀森，梁园区谢集镇常庄村人，1943年
生，中共党员，1967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
系，系中国民间文艺家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
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中国新故事学会会
员。多家出版社出版或报刊连载其长篇小说
《李香君外传》《花木兰全传》《花木兰》《乱世
丹心谱》《鹤鸾情仇》《华佗和师妹》《坎坷因
缘》《连理枝》《桃花扇后传》《明末遗案》《宋
国演义》《商丘风情》等，有 32 篇 （部） 小
说、民间文学、新故事、散文、报告文学等体
裁的文学作品分别获国家级和省级一、二、三
等奖。他不但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丰硕成
果，而且潜心研究中华民族历史和商丘历史，
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研究文章，并由大象出
版社出版《商丘古城》《商丘德文化》《商丘成
语典故》《火神台庙会》（与人合作）等学术著
作，由方正出版社出版系列历史故事《廉洁修
身》《廉洁齐家》，是商丘地区近现代少见的作
家、学者。

刘秀森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受
民间文化和传统历史名著影响，爱上了文学。
在大学读书时曾有文学评论和诗歌、散文作品
在报刊上发表。大学毕业后曾到部队和农村锻
炼，之后被分配到商丘县五七中学教书，不久
被调到商丘县委宣传部任职，1979年调到商丘
县文化馆工作，1984年调入商丘日报社工作。

在中学教书时，他的诗歌《当我挎起书包
的时候》被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商丘县委
宣传部工作时，他的小说《希望》在《河南日
报》发表后在省内外引起轰动，河南人民广播
电台又连续播出，从此他在河南文艺界有了一
定的影响；后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他创作的
小说《一次考试》《水蜜桃》在《河南文艺》
和《奔流》上相继发表，《水蜜桃》发表后被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出四年，小说《梨园
里的故事》和诗歌《看瓜》也被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反复播出，小说《新老师》、诗歌《红日
高照科研路》《颂歌》《香与甜》等被河南人民
出版社和海燕出版社出版。在商丘县文化馆工
作期间，他开始搜集整理民间故事，多篇作品
在 《河南民间文学》、国家级刊物 《民间文
学》发表。接着，他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
报纸、出版社相继发表和出版了大量民间文学
作品，有不少篇目发表后被《民间文学选刊》
《传奇文学选刊》等多家刊物选载，并被多家
出版社出版，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了闻
名全国的民间文学家。1985年，他的作品《王
二帽垫子》在河南省首届四项文学作品评奖中
荣获一等奖，作品《包公选师爷》入选《中国
新文艺大系》，被翻译成多种国家语言。

然而，他的目的是吸收民间文学营养，创
作历史小说。在商丘县文化馆工作时，他创作
的长篇小说《李香君外传》由北方妇女儿童出
版社出版。到商丘日报社工作后，他创作的中
篇小说《花木兰招亲》《花木兰后传》《刘秀蒙
难张弓镇》《铁头僧除霸》《桃花扇后传》《诸
葛亮拜师》《秦香莲后传》等，分别在《传奇
故事》《豫园》等刊物上发表；长篇小说《华
佗和师妹》《民国清官》被中国展望出版社、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花木兰

全传》由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后，1992年
荣获全国通俗文艺首届优秀作品奖；长篇小说
《花木兰》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获商
丘市“五个一工程”奖；《坎坷因缘》在《商
丘报》 连载时受到广大读者喜爱；《鹤鸾情
仇》在《传奇故事》上连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
者的广泛欢迎，后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并再
版；《乱世丹心谱》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后，被改编成豫剧《张弓镇传奇》广泛上演。

在创作历史小说的同时，他还有大量的现
实题材小说、散文、故事、报告文学和诗歌等
在全国各地文学刊物上发表和获奖，其中《英
灵返世》在《故事世界》上发表后社会反响强
烈，在首届全国新故事创作大赛中荣获一等
奖，后又被海燕出版社、河南农民出版社出
版，获河南省民间文艺作品最高奖“金鼎奖”。

他在文学创作上作品丰厚，以语言优美和
构思新颖独特著称，被誉为“当代侯方域”，
中共商丘市委宣传部领导称他为商丘文艺界领
军人物，荣获“商丘终身文艺成就奖”。

善于在生动感人、耐人寻味的故事情节中
塑造人物，将寓意蕴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的背后，是他的小说特色。河南省文学评论家
许桂声在报刊上发文，说他的小说“故事情节
一气呵成，而且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令人扼
腕”“作品的思想内涵总是蕴含在动人的故事

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中，发人深省，耐人寻
味”。文学评论家何思玉评论说“刘秀森是一
个饱读经史，博览群书，又具有现代意识的作
家”，他“写的是豫东人民的心史，他为豫东
人民立传，笔下虽然活跃的是历史人物，但实
质上是带有现代气质的历史人物”，他的“作
品对人物和一系列情节的处理饱含感情，读了
催人泪下，并给人以深长的思考”。在形式
上，他的作品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的优点，具
有较强的民族特色，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著
名文学评论家孙荪在《关于文学创作的一封
信》中说：“书本和民间的不多的一点材料都
被你‘化’开了。你不仅熟悉中国俗文学的传
统形式，而且得其肌里神髓；同时你又善于调
动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活视野，常常在结构故
事和叙述人物时，自然熟练地将历史、传奇、
言情融为一体，使你的‘编造’具有真实感、
新奇感和充盈感。你在进行一种不显山不露水
的创造，沿用传统的结构形式、叙事方式和语
言表达方式，装进了你要装的东西。”

于文学创作的同时，他在研究和宣传商丘
历史及商丘地方文化上作出了杰出贡献。1979
年，他被调到商丘县文化馆工作后，摆脱了繁
忙的行政工作，得以潜心研究商丘历史，成果
迭出。之前，商丘是全国有名的穷地方，给外
地人的印象就是“贫穷落后”，而商丘灿烂的

历史文化却少为人知，他深为遗憾，于是便开
始写弘扬商丘历史文化的文艺作品和研究文
章。他的《燧人氏的传说》《帝喾嫁女》《阏伯
管火》《商业和商人的来历》《木兰从军》《桃
花扇寻迹》等作品送到几家杂志编辑部后，编
辑们十分惊奇：“三皇五帝有在商丘建都的？”

“燧人氏发明火与商丘有关？”“商丘是中国火
文化发祥地？”“商业的创始人是商丘人？”“花
木兰是商丘人？”……提出一连串的疑问，他
都用史书记载详细回答，折服了编辑们。于
是，他宣传商丘历史文化的文学作品和研究文
章开始在多种报刊杂志上刊登，累牍连篇。
1985年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
长篇小说《李香君外传》，并约他创作长篇小
说《花木兰全传》。

在用文学作品宣传商丘的同时，他孜孜不
倦地研究商丘历史和地方文化，有大量研究文
章在报刊上发表。他的文章以史书记载和出土
文物为依据，力图达到正本清源的效果，史料
翔实，论点鲜明，证据确凿，理论性强，有很
强的说服力，其独特见解为人叹服，在提高商
丘的知名度上起了很大作用。他任商丘市民间
文艺家协会主席期间，积极向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介绍商丘的优秀文
化。当时的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程健
君说：“我们正是因为读了刘秀森老师的文
章，才知道商丘是花木兰的故乡，是我国火文
化和商文化的发祥地的。”

2010年，中国民间艺术家联合会作出授予
全国 20 位中国民间艺术作品“最具收藏价
值”艺术家决定，刘秀森名列其中。

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夏挽群曾感慨
地说：“刘秀森先生是商丘的宝贝。”有许多青
壮年人都说：“我们是读着刘秀森老师的作品
长大的。”可见他的作品影响深广。

饱读经史 引领潮流
——著名作家和学者刘秀森评介

□ 万济江

5月4日，夏邑县摄影家协会组织会员在马头镇葛大庄村芍
药园寻找最美画面，为参加“孔子祖籍 长寿之乡 魅力夏邑”全
国摄影作品展备战。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孙岩在拍摄宣传商丘历史文化和旅游文化的短
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