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庙会 赏非遗

2月7日，2024年火神台庙会非遗文化周开幕。火神台
景区精心推出一系列文化活动，突出春节庙会热闹、喜庆、
祥和的气氛，让广大市民游客感受“活力满满、热气腾腾”
的人间烟火。

①2月8日，非遗传承人制作的各类面塑作品吸引游客驻
足观看。

②2月8日，民间艺人在表演非遗麒麟舞。
③2月8日，非遗传承人在向游客介绍产品。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 坤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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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龙文化源远流长。龙，自古以来
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体现了中
国人的信仰和传统观念，代表着力量、智
慧和繁荣。

岁序更新，在龙年新春即将来临之
际，商丘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推出“非遗
里的龙年”作品展示，开启不一样的2024。

商丘非遗传承人巧手贺新年，推出多
款龙年主题非遗作品。这些作品既重视传
统传承，又契合当下审美。

泥塑龙年茶宠

让人爱不释手

马上到龙年了，柘城李秀山泥塑传承
人李亚伟最近创作了不少龙年茶宠和香
插。这些作品造型夸张，想象大胆，形神
兼备，惟妙惟肖，有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
涵和浓郁的乡土气息。龙的造型，寓意满
满，寄托了泥塑手艺人对新年的美好祝愿。

柘城李秀山泥塑作品饱满质朴，线条
圆润富有弹性，构图形式简练精致，制作
手法娴熟，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
艺术感染力。李亚伟说：“我用三色泥设计
了好几款龙年茶宠，造型独特，小巧可
爱，经过 1200摄氏度高温烧制，泡在水里
也没有问题。这是我们把非遗技艺与市场
需求结合后进行的创意，受到很多人的喜

爱！”
李秀山泥塑又称柘城

“泥人李”，是河南省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
产，在柘城县传承已经有 100 余年历史。
传承人李亚伟从小就耳濡目染接触泥塑，
随爷爷李廷芳、父亲李秀山学习传统泥塑
技艺。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又注重作品
题材、泥塑材料、泥塑技艺及着色方面的
创新，逐步将家传传统技法与现代理论有
机结合，形成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

木版年画《神龙佑商》

在坚守传统中不断创新

年画作为中国特有的民间美术形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神龙佑商》这幅作品，充分运用了传
统中国龙的典型艺术造型特征，龙象征着
祥瑞，在中国文化中具有吉祥、权威和保
护的意义。”归德魏氏木版年画传承人魏威
威这样介绍他的作品创意。

归德魏氏木版年画线条清晰圆润，色
彩鲜明，多用大红、大绿、大黄，且以原
色为主，少用复色，用一版一色传统水印
法印刷，构图丰满，色彩明快，富有装饰
性。内容上以喜庆吉祥为主，多用民间故
事、神像、戏文为题材，结合象征、寓
意、夸张手法，来表现人们的美好愿望。

魏威威在雕版创作的技法上不断创
新，多次前往年画特色产地实地考察交
流，与北京武英造办博物馆合作开展年画
抢救保护与传承传播，从各派技法中取其

所长，运用到自己的雕版制作中，秉
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

中传承”这一理念，

让非遗重新活起来。

面塑作品《龙年腾飞》

寄托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通过技法娴熟地揉、搓、捏……一块
普通的面团很快变成了龙年吉祥物。面塑
非遗传承人刘海珍的作品 《龙年腾飞》，

“龙”的造型昂头扬尾、体态矫健，如腾云
驾雾般活灵活现。整体色调搭配和谐，透
露着喜庆祥和的气息，寄托着对美好生活
的祝愿。

刘海珍自幼跟随家中长辈们学习面
塑技艺，在长辈们的悉心教导下，手艺
日渐精进。

不仅会做面塑，刘海珍还有画糖画的
技艺。用一把小勺舀起浓稠适宜的糖稀，
轻轻在铁板上点、拉、转、移，不出三五
分钟，一条腾空而起的中华龙便跃然眼
前。经过研发，在传承传统技艺的同时，
刘海珍在用料及用色方面加入健康理念，
现在的糖画可观性更强，食用口感更好，
很受欢迎。

商丘市文化馆公众号推出“非遗里的
龙年”作品展示还有留青竹刻传承人贾海
滨制作的龙年烟盒非遗“年礼”、曹氏木雕画
传承人曹广军的宣纸烙画《龙腾盛世》和葫
芦烙画《龙马精神》、柯蓝剪纸传承人李红玉
创作的《龙年大吉》剪纸系列作品等等，可
谓琳琅满目，出新出彩。非遗传承人用自
己的创新技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营造了“地地道道商
丘味 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春节氛围。

当非遗遇上龙年

商丘非遗里的“龙元素”
文/图 本报融媒体记者 李 岩

以前的新年呢，是——盼
望着，盼望着，终于，到了。

现在的新年呢，是——匆
忙中，匆忙中，竟然，到了。

小时候，是望眼欲穿。入
了腊月，就一遍遍问母亲，该
过年了不？

现在呢，是弹指之间。过
了腊月二十，街上才有年味，
忙碌之中年到了脚跟底下。

子 在 川 上 曰 ： 逝 者 如 斯
夫，不舍昼夜。时间像流水一
样不停地流逝，一去不复返。
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时间如白
驹过隙，在我们思考中、行走
中、睡眠中、实践中……不知
不觉地流失了。

我们快乐抑或痛苦，失意
抑或得意，舍弃抑或得到，都
无法留住时间的脚步，我们只
不过感觉时间过得是快或是
慢。所以，对待我们不能改变
的现实，与其抱怨时不我与，
不如以积极的心态去顺应新事
物、新变化，即便是在负重中
踽踽独行，也要以有所为为人
生做注脚。

有所为，实在是需要龙马
精神的。龙马，就是古代传说
中形状像龙的骏马，也有说是
形状像马的龙 。《礼记·礼
运》：“河出马图。”孔颖达疏引
《尚书中候·握河纪》：“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
图出于河。”还有，《山海经》中曾提到一种马身
龙首的神兽。《中次九经》里称，“其神状皆马身
而龙首”，这种马身龙首的神兽，就是龙马。种
种记载，不一而足。无论典籍如何记载，但龙马
精神的意义却是毫无争议的，也无歧义。

唐代李郢《上裴晋公》诗：“四朝忧国鬓如
丝，龙马精神海鹤姿。”古人认为，龙马是黄河
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
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它是刚健、明亮、热烈、
高昂、升腾、饱满、昌盛、发达的代名词。龙马
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崇尚的奋斗不止、自
强不息的昂扬向上的民族精神，是新时代所倡导
的一种驰而不息的进取精神。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佳节，也是血
脉相通的全球华人的共同节日。春节，人们暂时
停歇了手中的工作，却都在编织更多事业的梦
想。驻足歇息，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出发，是为
了让我们以更积极的心态、更高效的工作去展现
新作为，谱绘龙马精神新图景。

商务部把 2024年定为“消费促进年”，2024
年我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到做大做强文
旅产业，把刺激文旅消费放在了重中之重的位
置，其中提到要以“古城风、现代味、人间色、
烟火气”为统揽，做好历史建筑、古城遗存的活
化利用，加快修复历史文化街区，打造沉浸式文
旅新业态，还要以“一城阅尽五千年”为主题，
持续推进商丘古文化旅游区5A级景区创建，打造
区域旅游目的地等等。这些工作每一项都很繁
重，每一项都需要克难攻坚、勇毅前行，将来所
取得的每一个成就都是龙马精神的具体体现。

龙年，让我们以每一次一马当先的努力，营
造万马奔腾的生动局面，以点点滴滴的付出，汇
聚龙马精神的闪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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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2月4日电（记者 邓瑞璇）由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联联合主办的2024年“我们
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仪式暨慰问演
出，2月4日在广东省潮州市举办。

具有潮州特色的开场演出《盛世欢歌》以热气
腾腾的表演，拉开了慰问演出的序幕。戏曲联唱、
非遗展示、民间舞表演、歌唱家联袂登场……各种
表演不仅展现了国泰民安、人寿年丰的幸福景象，
也唱响了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让现场的“年味”
更浓。

2024年“文化进万家”活动紧紧围绕全面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化传承发展和繁荣兴盛，
动员和组织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开展面向基层的
文艺演出、文艺培训、文化服务等，提供内涵丰
富、高效优质的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文
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鼓励和呵护群众自办文
化，开展基层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文艺活
动，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传承发展成果，凝聚团结
进取、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

此外，2024年“文化进万家”活动还将围绕春
节、元宵、清明等传统节日和国家重要庆典、纪念
日，组织开展“我们的节日”“文化进万家——视频
直播家乡年”“古城过大年”“‘龙腾中国 舞动新
春’视听媒体系列直播活动”等活动。各级各类广
播电视台和视听网站将推出系列文化节目栏目，更
好发挥文化遗产以史育人、以古鉴今作用。

今年是“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
家”活动开展的第十年。十年来，活动广泛
动员和组织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组建各级
各类文化文艺小分队，深入田间地头、厂矿
社区、学校军营，开展了数十万场文艺活动
和文化服务，受到基层群众热烈欢迎。

2024年“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活动启动

木
版
年
画
《
神
龙
佑
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