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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十一骑行商丘

“这些琳琅满目的作品，我以为是照片或
者绘画呢，走近一看，发现竟然都是剪出来
的。真是不可思议，太惊艳了，我们商丘的非
遗技艺真是魅力无限！”3 月 7 日下午，“剪
爱”——贾艳梅剪绘艺术作品展在商丘工学院
美术馆举行，吸引年轻的学生三五成群前来驻
足欣赏，大为赞叹。

中国剪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维系文化乡
愁的重要载体，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祝愿和视觉
享受。贾艳梅出生在“花木兰”故里虞城县，
自幼喜爱剪纸艺术，如今她是商丘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民间多层剪纸”的代表性传承人。她
创新了“分层叠加剪纸法”，将绘画的技法融
入剪纸中。

此次展览展出贾艳梅近年来精心创作的近
百幅精品力作，展览分为祖国山河、木兰从
军、爱家乡等系列。这些作品主题突出、题材
新颖，精巧细腻、秀丽灵动，突破了中国传统
剪纸的单一颜色和平面模式，光影效果传神生
动，色彩突出，呈现三维立体效果，使剪纸艺
术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在木兰从军系列作品前，商丘工学院市场
营销专业大一学生何凡凡、胡鑫宇一边看一边
说：“这些作品不仅剪出了木兰的飒爽英姿，
也剪出了木兰‘对镜帖花黄’的柔美，看着木

兰从军系列剪绘作品，我们又回忆了一遍耳熟
能详的《木兰诗》，真是一种特别的视觉和艺术
享受。”

展厅里，很多学生在作品前细细品味。正
在祖国山河系列作品展区欣赏《奔腾不息黄河
魂》的商丘工学院信息管理专业大一学生牛瑞
雪、陈泊含说：“这场展览颠覆了我们对剪纸
的印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想不出来，剪

纸作品可以如此完美地展现出母亲河的奔腾不
息和波澜壮阔。刚才我俩数了数，这幅作品有
8层呢，一层一个颜色，叠加在一起，形成立
体的视觉感受，让人在赞叹之余感受到中国传
统非遗技艺的魅力。”

作为非遗文化的弘扬者和传承者，贾艳
梅深知要传承好非遗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需要传承者的坚守和社会各界的支持。

“这次能应邀走进商丘工学院展示剪绘作
品，我也非常荣幸，希望越来越多年轻人走
进非遗，爱上非遗。”展览现场，贾艳梅在接
受采访时说。

为了进一步弘扬民族文化，传承剪纸艺
术，自 2010年开始，贾艳梅就开始组织剪纸
艺术进校园活动，定期为在校学生讲解剪纸理
论知识，并指导他们亲自动手制作剪纸，让学
生更直观、更生动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文
化，零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为剪纸文化
的传承注入新活力。多年来，贾艳梅每年定期
或不定期免费举办剪纸艺术培训 20多次，培
训人员5000多人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技艺也需要不断
创新，这更需要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进
来，成为非遗的追随者、继承者、创新者。希
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非遗！”贾艳梅充满期待
地说。

河南省工艺美术大师、非遗传承人贾艳梅——

“希望更多的年轻人爱上非遗”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本报讯（记
者 王 冰）3月3
日，商丘市作家
协会法治文学
作家分会成立
大会暨第一次
会员大会隆重
召开。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
席刘瑞芳，市
作家协会主席
戴文杰，市作
家协会秘书长
吴振海到会祝
贺。市作家协
会法治文学作
家分会筹备组
组长、河南向
东律师事务所
党支部书记崔
向东主持会议。

大 会 听 取
了崔向东所作
的筹备工作报
告，审议通过了
《商丘市作家协
会法治文学作
家 分 会 章 程》
《商丘市作家协
会法治文学作
家分会第一次
会员代表大会
选举办法》。大
会选举产生了
市作家协会法
治文学作家分
会第一届领导
机构，李玉英任
主席，王富兴、
罗洪生、吕纪元
任副主席，王富
兴 任 秘 书 长 。
聘请崔向东为
名誉主席。

刘 瑞 芳 希
望我市法治文

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
重要论述。立足有为，追求
精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
的法治文学作品；立足实际，
扎根法治领域，为繁荣发展法
治文学事业作出积极贡献；立
足平台，以会育人，努力打造
一支声震商丘乃至中原的法
治文学作家队伍。

市作家协会法治文学作家
分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市法治
文学事业进入一个新时代。该
分会将秉持组织、协调、联
络、团结等职能，为广大法治
文学作家服务，谱写法治文学
创作新篇章，为我市文学艺术
发展集聚法治元素、贡献法治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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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简讯

3 月 8 日，读者在民权县图书馆内阅览图书。据
悉，民权县图书馆及分馆全天候开放，同时，民权县图
书馆还经常在周末、节假日举办阅读分享会、讲座等活
动，有效地推进了全民阅读工作的开展。

本报融媒体记者 闫鹏亮 摄

今虞城县利民镇西南三里许的商墓村后，
有大墓一座，为商均墓。据清光绪二十一年本
《虞城县志》记载，商均古墓，乃虞帝子商均
墓也。封于商，墓在古虞城西南三里许。望若
峻岭，土多砂姜碎石，遇大雨，闻或濯出五铢
钱，樵牧恒拾之。旧有祠宇一所，后废。止存
新旧二碑。

历代文人墨客，多有凭吊之作。以明清两
朝所存之诗为例，明人范良彦诗：“商均遗迹
枕城荒，封邑千秋事渺茫。绕墓东风吹稼穑，
平芜落日下牛羊。苔生新碧埋幽径，鸟倦春啼
抱野棠。自是土人供伏腊，九原那复更心
伤。”明人张嵩诗：“世传城北商均墓，岁久萋
然野草青。天位不升遗骨在，行人瞻望忆虞
廷。”清人刘咸诗：“商均封国古虞城，尘迹荒
凉草树平。龙岫支深猿洞湿，菟园风冷雁池
清。孝廉空仰司徒操，清苦犹闻令尹名。来往
共登高祖庙，何人知祀马先生？”

商均又称义均，父舜，母女英。《史记·
五帝本纪》云，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尧举
之，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尧崩，年六
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
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舜
之践帝位，载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
谨，如子道。封弟象为诸侯。舜子商均亦不
肖，舜乃豫荐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丧
毕，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
然后禹践天子位。尧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
疆土，以奉先祀。

商均虽然被定论为不肖，没有承继帝位，
不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他却是一位优秀的
发明家。据《海内经》说，义均是始为巧倕

（倕就是弓）。《荀子》中亦说义均始作弓矢。
《墨子》也写道：“虞姁作舟”（姁即均，阮光
羽先生的《虞舜杂考》曾作过论证）。从简单
的记载可以看出，商均是弓箭和舟船的发明
人，被后世尊为舟船祖。在远古时期，弓箭
和舟船是渔猎民族赖以生存的主要工具，这
两项发明足以让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产生质的
变化。商均对华夏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受
到后世子孙代代敬仰。

快乐驿站群主喜喝利民的丸子汤，同队骑
友也有爱喝利民羊肉汤者，于是组织骑行利民
的次数颇多，来来回回多次路过商均墓。春夏
秋冬，均有拜谒。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正面朝西的牌楼。
高处写“商均陵园”，左右书“重农恤民，治国
兴教”，楹联曰“峰屹春秋，慧启民生兴夏业；
脉承舜帝，功开虞国赫商丘”。穿过牌楼，沿小
路一直往东200米，就见一座硕大的坟墓。

商均墓坐北朝南，规模宏大。经过数千年

的风雨岁月，仍高出地面 4 米，周长 120 多
米，若山丘状。墓丘上的土五颜六色，有黑
土、红土、黄土和沙江石等。据说，商均下葬
后，每年春秋虞国百姓都来这里举祭，香火不
断。举祭时人人都要带来一兜土添在陵墓
上，年复一年，陵墓越添越大。后因外迁天
南海北的虞国百姓仍保持古老传统，带着新
迁地之土回乡拜祭商均，久之，商均墓之土
呈五彩而与周围之土有异，当地百姓称其为
五彩土，视为吉祥之土。商均墓是商丘市现
存的距今约 4000年的古墓葬之一，2011年被
商丘市人民政府公布为商丘市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据专家考证，从上古时期真正传承下
来的名人之墓在中国极其少见，商均墓为其
一，而商均墓的存在也有力地证明了商部落早
期活动在商丘一带。

大墓正前方是三间正房，房门紧闭，门上
有“商钧祠”三字。在房子的西南墙上张贴着
一张红纸，上面用毛笔书写着前一天杀戏的商
均墓庙会捐款的明细。东面是一通通的石碑，
每年的庙会捐款，只要有人捐款超过一百元，
石碑上都有留名。东南角有一个砖砌的池子，
不深，但有好多香灰，或许平时远近的善男信
女有来信拜留下的。一颗诚心是否能感动商均
先祖，得遂心愿，我们尚未可知。

大墓西南角也立有几块石碑。最东面那块
低矮而型小的，是利民镇政府所立。还有一块
是村上立的，稍高，稍宽。正中有块“商均墓
溯源碑”，龙凤呈祥，古朴浑厚。碑记曰：“树
有根，水有源，人有祖。商均封国有虞，缘起
于尧舜禹三代帝位禅让尧帝有德，不传帝位于
其嫡子丹朱，而传位于德才兼备之舜，是为虞
舜。舜有德，不传位于其嫡子商均，而传位于
禹。禹即帝位后，感恩虞舜，把商均自山西蒲
城板接回封邑于有虞，立为虞侯，是为虞国，
商均即为虞国之开国君主。商均把虞国治理成
众多的封国之中最富庶的邦国之一。商均卒后
葬于其封邑——虞国老城西北三里处，即今虞
城县利民镇西南三里商墓村后，墓高如山丘，
望若峻岭。当地人称‘大冈’，占地十余亩。
墓丘砂礓封顶。墓前建有商均祠大殿一座，
周围广植松柏，繁华如锦，四时不谢。沧海
桑田，商均墓已历四千年之风雨，迄今仍巍
然屹立于古虞沃原之上，其后裔及虞国子
民，春秋祭祀，香火不辍。”千年的沧桑和历
史的烟尘淹没在岁月的长河里，读碑思忖，
往事虽随风，历史被勾陈，商均如生，似立
眼前。

处于大墓之阳的商墓村，就是守护陵墓的
人家，经过多年的繁衍发展成为上千人的村
落，村因商均墓而名曰商墓。有一次，书者随

快乐驿站骑友去拜谒商均，正好遇见一位七十
多岁的老人。老人说他是商墓村的，在这住几
十年了，一直看墓，照料树木，洒扫祖陵。老
人对商均墓的文物保护工作很热心，在商均墓
栽上几十株松柏树，还与村民自发捐资，盖起
一所简易庙宇，并于庙宇内塑起商均蜡像。每
年商均生日，都请来大戏，为商均墓举祭，吸
引周边数十里客人游览拜祭。

一行十数人，均戴头盔，着统一装，骑行
三四十公里来到陵园。老人听闻我们从商丘古
城而来，很是开心，就饶有兴趣地给一众骑友
讲商均的传奇故事。

他说，从前有个樵夫打柴路过这里，突然
天下大雨，樵夫忙跑到商均墓的祠堂里避雨，
雨越下越大，樵夫跪在商均的灵位前磕头求
告：“商均爷爷，请您显显灵吧，别让老天爷
再下雨啦，俺八十多岁的老娘在家还等我砍柴
卖钱抓药治病哩。”顷刻，大雨果真停了，樵
夫走出祠堂，发现商均墓墩边的小洞口旁有五
铢钱，樵夫喜出望外，高兴地跪在地上直磕
头，嘴里不停地念叨：“谢谢商均爷爷。”樵夫
起身拾起五铢钱直奔县城给老娘抓药去了。自
从那个樵夫求告商均爷爷拾了五铢钱后，商墓
村上的人都知道了此事。后来有一家因儿子结
婚待客，来宾很多，村里椅子不够用，家人就
到商均墓祠堂里烧香磕头，求告商均爷借八把
太师椅子。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这家就派人
去看，果真小洞口旁边放着八把黑漆油亮的太
师椅。喜事过后，这家又把八把太师椅原物归
还了。夜里送去，第二天早起就不见了。打那
起，商墓村的人谁有难事就来求告商均爷帮
助。后来，因为有人不讲信用，借了东西不
还，再借，商均爷就不显灵了。还说，某年某
月的一天，几个盗贼围着古墓刨了一夜，终于
找到商均墓的出风洞口，他们用一根大绳拴住
一只箩筐，有个盗贼拿着火把坐在箩筐里，被
几个盗贼慢慢从洞口里吊了下去。不知吊了多
深，绳突然轻了，提上来一瞧，箩筐里连人都
没有，上面这几个盗贼吓得浑身直哆嗦，丢下
大绳逃之夭夭。还有，某年某月某日来了一支
勘探队，他们用穿地镜往商均墓里看了，说墓
底有条大蟒，尾在商均墓里，头在几里外的利
民古城的护城河里。老人说的神乎其神，他说
这条大蟒就是商均的化身，千百年来，商均一
直庇佑着这里的百姓。

商墓村的人们就是一代代传颂着这古老的
传说，和合着这真实而安静的古墓，传承着
原始的真善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每
逢年节，栖息寄居的祖辈乡邻，无论去向多
远，总是不约而同地返回商墓村，把酒共
叙，亲为一家。

商 均 遗 迹 枕 城 荒
□文/图 苏强华

贾艳梅的剪纸作品吸引了众多年轻人关
注。

前几天，我仔细研究了一下商
丘市乡村振兴局的《2022年工作总
结和 2023年工作计划》，在 2023年
持续做好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的
工作安排中，有两项和文旅密切相
关：一是支持发展特色产业。按照
全市“一县一业”“一镇一特”产业
振兴发展规划，大力培育新型经营
主体，打造品牌特色产业。依托村
落建设、民俗风情等特色资源，按
照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打造
供应链，推动乡村旅游发展，重点
打造我市 5个乡村康养旅游示范村
的建设。二是高质量发展庭院经
济。引导推动庭院经济特色种植、
特色养殖、特色加工（手工）和特
色休闲旅游等类型因地制宜发展庭
院经济。每个县（市、区）至少打
造高质量庭院经济示范村 5个，每
个示范村不少于10户示范户。

2023年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系
统高质高效实施文旅文创融合行动
会议中所提到的几项工作和农村产
业振兴密切相关：一是加快推进

“文化合作社”建设，开发一批乡村
文创产品，激发内生动力，挖掘传
承乡土文化。二是加快乡村旅游发
展，2022年培育发展了 3个省级特
色旅游生态示范镇、3个省级休闲
观光园区、6个省级乡村旅游特色
村、 1 个省级乡村康养旅游示范
村。三是带动各县（市、区）结合
本土文化特色打造文化品牌，形成

“一县一品”“一县多品”的文化繁
荣、百花齐放格局。

如果把这两个部门的这些工作
放到一块研究，不难发现，它们有
高度的契合性。如果从方案设计环
节就致力于聚焦一个点，在文旅文
创发展中更多考虑产业振兴，在农
村产业发展中更多考虑文创元素植
入，同向发力，协同用力，更好利
用文创元素为农村特色产业增色，
在效益端谋取 1+1>2的共赢，这应
该能够取得多方面满意的效果。

其实，这也是“农旅+文创”
“农特+文创”“农副+文创”的跨界
合作。这不仅能够提升农村特色产
品的效益，还能够通过延展产业
链，推动文创作品服务于乡村振
兴，促进农村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发
展。譬如，睢县白庙乡土楼村在文
化产业发展的同时，又充分利用土地
资源做农业文创品牌，这是一个很好
的出路，当然，要见大成效需要持久用力。

对于有非遗特色的村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
乡村旅游中来，能够有效发挥地方非遗文化的独特
性，促进农村旅游文化内涵的不断丰富。譬如，国家
民俗文化专业村——永城市高庄镇车集村，该村不但
借舞狮表演这个非遗品牌打响了文化牌，而且通过大
力发展花卉产业，推动文创与农旅充分融合，实现了
农村产业优化升级，提升了当地群众的获得感。

总之，文旅文创融合是一个具有高度张力的概
念，如多元融合、跨界融合等，只要有益于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就值得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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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县白庙乡土楼村村民放下锄头、拿起画笔，
不仅能创收，也提高了自身文化修养。该村先后获
评河南省特色文化产业村、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
村、河南省首批乡村康养示范村。

本报融媒体记者 黄业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