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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日来，我逐篇阅览 《应天大观
园》 作品集，宛如 《红楼梦》 中步入贾
府“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
大观园里的刘姥姥，目眩神迷，赞叹不
已，确乎有风光旖旎惹人醉之感。

大观园者，乃园林建筑、山形水
系、植物造景、小品点缀之聚集体也。
2023 年年初，商丘日报社为深度解读
与商丘有关的文化遗产，借用“大观
园”一词，赋予新的内涵，策划并推出
《应天大观园》 栏目，刊发 52期，累计
融媒体阅读量达数百万人次。翌年 5
月，《应天大观园》系列报道成功入选第
四届中国报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新案例。

2024 年年底，《应天大观园》 系列
报道以文章+文图二维码+视频二维码
的形式结集闪亮问世。这部作品集既
有古风遗韵，又有时代气息。总策划
为郭文剑，主编为宋圣英，执行主编
为 李 艾 玲 ， 24 人 参 与 美 编 设 计 、 篆
刻、融媒摄影、融媒编辑等工作，贾
长城先生题名。

《应天大观园》 作品集让众多名不
见经传的草根风风光光地登上大雅之
堂。融媒体人用朴实的笔触、动人的镜
头和声情并茂的解说，或为非遗传承人
树碑，或为民间技艺高手立传，或为林
林总总的收藏家存照，从而传承了传统
之美，丰富了现实生活，滋润了美好未
来，功在当今，泽被后世，功莫大焉。
不容置疑，《应天大观园》 作品集，既
闪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又闪
耀着商报融媒体人智慧的光芒。

此书展示了文章的架构之美。从宏
观上看，把零散的、纷纭的现象聚集在
一个焦点上，贯穿起来，使其成为一个
有机的整体，主旨愈加突出。比如，
《火神台庙会：香火延续数千年 非遗焕
发新光彩》，宏观上聚焦于火神祭祀。
文以倒叙笔法展开，从火神台庙会的成
因，写到人们对火神阏伯的祭祀，再写
到将火神台庙会演绎为视觉盛宴，继而
写到非遗文化的传承。从微观上看，便

是捕捉住有用的细节，描绘具象。“甲
辰龙年大年初一，火神台下，一场庄严
的火神祭祀典礼隆重举行。响亮的盛世
锣鼓之后，主祭祭酒、净手上香、读祭
拜文、行施拜礼、抛洒五谷祈福中华，
祭祀程序依次展示，最后绕殿一周祭祀
礼成。”又如，《木兰传说：木兰故里处
处绽放木兰花》，宏观上聚焦于木兰文
化的传承。文从七代守祠人口口相传，
写到文创挖潜，建木兰博物馆，开发文
创产品——木兰梳、木兰镜、木兰扇、
木兰瓷等，继而写到以木兰命名的企
业、社团等等。微观上描摹具象，“祠
内端坐着高大的木兰像：一身戎装，
身披金色铠甲，头戴黄色笠帽，手握
挂在腰后的佩剑，神情坚毅，目视远
方，似乎仍在守护脚下的这方家园。”
再如，《文献典籍：穿越千年历史 触
摸厚重商丘》，宏观上聚焦于收藏文献
典籍，先分述毛晓宝收藏宋代秤砣、
《八关斋会报德记》 拓片和民国期间寄
往国外的专用实寄封的故事，后总述
其收藏的不凡业绩。这也是概括叙述
与具象描绘相结合的一种架构形式。如
此，概括叙述使文章有了广度，具象描
绘使文章有了深度，二者结合，便丰赡
了文章的底蕴。不言而喻，具象又有静
态和动态之别。“石馆进门处有一方较
为巨大的山形石，仿佛浓缩了的泰山一
座奇峰，层峦叠嶂，瀑布成群，而最上
角的一抹天然淡红仿佛霞光满天，令这
尊藏品的意蕴增色不少。”“一楼展厅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幅名人大家的绘画作
品：徐悲鸿的 《奔马》，图中马儿四蹄
腾空，尤为桀骜不驯、自由奔放；齐白
石的 《九如图》 中，九条鱼儿悠然游动
于水中，鱼尾上扬，显得生动活泼、怡
然自得；李可染的 《柳塘渡牛图》 中，
稚气的牧童坐于水牛之上，似在回首观
望……”此二例为静态具象描绘。“在
激越欢快的鼓点声中，一只富丽炫目的
麒麟在桌子上腾跃翻飞，煞是好看。几
个手持绣球、衣着鲜艳的年轻人，逗引

麒麟做出各种优美惊险的动作。观众时
而紧张屏息，时而爆发喝彩……”“只
见她目光专注，左手捏纸，右手提剪刀
在纸上灵动游走，快速翻飞。十几秒
后，一幅惟妙惟肖的侧面肖像剪影就呈
现在眼前。”“首先将一个萝卜去掉皮，
然后沿着萝卜每一个边缘的角切除花瓣
的外层，每旋转雕刻一圈花瓣，武君
就会把多余的棱角削去，直到花朵中
心的花蕾部分完全凸显出来。仅仅 10
分钟，一朵雍容华贵的牡丹花便跃然
盘上。”“哒哒哒……随着电影放映机
胶片的走动，李伟用一张白板纸代替
银幕，朝着里面光束照射的方向，在
离放映机约两米远的地方停下来。瞬
间，光束集成的图像显示在板纸上，
画面立体起来。”此四例描绘的是动态
具象，有了现场感。以上如此绘声绘色
地描绘细节的一枝一叶，便产生了引人
注目的艺术魅力。然而，此书中的某些
篇章恰恰忽略了运用细腻的笔触描摹具
象，是个遗憾。

此书展示了创新之美。古人韩非子
有言：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是说凡
事要从客观实际出发，不要一成不变，
泥古不化。换言之，既要守正，又要创
新。就文化而言，既要守住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特质，又要赋予传统文
化新的时代内涵、科学元素。例一，河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田晗和她的团队研发
出多种文创产品，小到笔筒、台灯、围
巾、书签，大到屏风、长卷，让宋绣更
加生活化。例二，贾艳梅试着将剪与裱
合一，分层设色，一层一色。先勾画出
画面，归纳出颜色种数，然后依照所绘
内容，剪出或用刻刀刻出每种颜色的边
界，再进行叠加装裱。她的写意作品
《木兰从军》 和 《美在商丘》 达到了七
层叠加。例三，魏丽丽运用手绣、手绘
等技艺创新，《商韵》《手绘古城》《玄
鸟生商》《应天书院》 等商丘文化元素
融入设计的一系列手工织布产品，促成
商锦的“花开不败”。例四，徐银玲用
菠菜汁和面成了绿色，用胡萝卜汁和面
成了红色，用南瓜泥和面成了黄色，用
紫薯粉和面成了紫色。用这些彩色面粉
制作出来的枣花馍，不仅外表美观，而
且显得喜庆、吉祥。如此，创新为其注
入了活力，使其焕发出异样的光彩。

此书文章展示出朴素之美。其在语
言上体现为清新明净，保持本色，不追
求外在粉饰。比如，介绍商丘出土的陶
器，先叙述种类，其次叙述纹饰，再次
叙述颜色，最后叙述图案。又如，“完
成一幅宣纸烙画，要求创作者了解宣纸
材料的特征，根据构图需要，掌握烙具
的速度，控制烙具的温度，把握烙具的
角度和压力，使用落、起、止、走、
住 、 叠 、 圆 、 回 、 藏 的 技 巧 进 行 创
作。”再如，“戏剧彩绘脸谱是一种写意
和夸张的艺术。红色一般表现忠贞、英
勇，黑色表现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紫
色表现稳健、沉着，蓝色表现刚强、骁
勇，绿色表现顽强，白色表现阴险、奸
诈，黄色表现枭勇、凶猛，粉色一般表

现年迈……”这些运用的便是不加渲
染、烘托的白描手法。

此书篇章之文眼闪耀着哲思之光。
所谓文眼，是指那些能够集中地体现主
旨、显示文章脉络的重要词句，好比文
章的眼睛。文眼有时在篇首，有时在篇
中或篇末。“多彩多姿的民俗文化，寄
托人们对消灾降福、祥瑞福气的美好期
盼。”“木兰是一位传说色彩浓厚的巾帼
英雄，她的忠、孝、勇、节，代表了中
国妇女的英勇气概和崇高品德。”“戏就
得天天唱，只有唱下去，才有生命力，
才能活下去。”“艺术没有止境，创新仍
在路上。”“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不
叫自来。”“匠人守初心，冰心铸技艺。
剪影是一辈子的信念。”“人品第一，艺
术第二。学艺先学做人。”“恶以诫世，
善以示后。汉画像石表现了一种整体灵
动、浪漫进取的汉代精神。”“艺术只有
走进人民大众的心中，才能真正迸发出
蓬勃的生命力。”“路虽远，行则将至；
事虽难，做则必成。”“发现美只要一瞬
间，但制造美却要花费很长时间。”构
成文眼的都是些带有警策性的语句，不
管是出自被采访者之口，还是出自撰稿
者笔下，都耐人寻味。启迪心智，为文
章平添些许亮色。

此书展示了媒体融合之美。如今已
进入融媒体时代，商丘日报社媒体融合
成绩斐然。他们运用媒体融合的新鲜成
果，在 《应天大观园》 的编辑上加持了
科技元素。对应非遗传承、收藏雅趣和
民间技艺三部分内容，在此书的最后 4
页，共设置了 104 枚文图二维码和视频
二维码，以便于读者阅读与聆听。笔者
用手机扫开了名为“火神台庙会”的二维
码，不仅看到了流畅的文字，还看到了

“火神祭祀”“喷火”“钻木取火”“火神台
庙会人山人海”的照片，文图并茂，夺人
眼球。接着，笔者又用手机扫开了名为

“彩绘脸谱”的视频二维码，伴随着融媒
体人满博文悦耳动听的播音，一幅幅多
彩脸谱便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与历史对话，向传统致敬。阅览
《应天大观园》，开眼界，长见识，润心
扉，提精神，又从别样的维度触摸到了
商丘悠久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深深感
受到商丘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更加坚
定了文化自信。在兹念兹，展望未来，
笔者满怀热望，纵情喝彩：美哉，《应
天大观园》！

风 光 旖 旎 惹 人 醉
—《应天大观园》之我见

□ 杨石

新 华 社 北
京 2 月 5 日 电
（记者 成欣 刘
杨） 外 交 部 发
言人林剑 5 日表
示 ， 中 国 年 正
在 成 为 “ 世 界
年”。欢乐中国
年 ， 一 年 胜 一
年 。 中 国 将 以
蛇 行 千 里 的 劲
头 ， 凝 神 聚 力
搞 好 自 身 发
展 ， 携 手 各 国
迈 向 合 作 共 赢
的光明未来。

当日例行记
者会上，有记者
问：蛇年春节可
以 说 是 活 力 四
射 、年 味 十 足 。
我们注意到世界
各地也举行了丰
富多彩的春节庆
祝活动，外国人
来 华 过 地 道 中
国 年 推 动 了

“China Travel”
持 续 升 温 。 有
人评价说，春节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飞入寻常百姓
家”。发言人对
此有何评论？

林剑表示，今年的春节是首
个世界“非遗版”春节。我们高
兴地看到，随着中国持续扩大免
签国家范围，全面放宽优化过境
免签政策，中国年正在成为“世
界年”，近 20 个国家将春节定为
法定假日，近 200 个国家和地区
举办节庆庙会、舞龙舞狮、花车
巡游、汉服体验、点亮中国红、

“行走的年夜饭”等春节庆祝活
动，世界各地共庆春节、同享喜
乐。外国朋友来华体验中国年的
热情愈发高涨。第三方平台数据
显示，今年到中国过春节的外国
游客较 2024 年增长 150%，创下
新高。

“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
灵性、智慧和生命力。我们将以
蛇行千里的劲头，凝神聚力搞好
自身发展，携手各国迈向合作共
赢的光明未来。”林剑说。

林剑表示，欢乐中国年，一
年胜一年。期待春节所蕴含的和
合包容、所展现的红火兴旺，能
在新的一年里为世界带来更多团
结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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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家母，咱都坐下呀，咱们随便
拉一拉……”

1月 8日，维也纳金色大厅，《梨园飞
歌》演出现场，小演员张益一和奥地利
小朋友同唱豫剧《朝阳沟》经典唱段。
她清澈的嗓音、到位的表演，赢得了观
众情不自禁的阵阵笑声、掌声。

这个来自商丘的 6 岁小女孩张益
一，是第 21 届河南省少儿戏曲小梅花
大赛“小探花”称号获得者。

商丘人爱听戏、爱唱戏，出名角、出
大师。在商丘，不管是哪个县、哪个乡、
哪个村，几乎都能找到爱唱戏、能唱戏
的人。就连常香玉大师在商丘演出时
都谦虚地说：“我知道商丘是‘戏窝’，我
常香玉是来学习的。”

商丘戏曲的历史基因

戏曲起源于原始歌舞，商丘则是
原始歌舞的发源地，这是商丘戏曲发
展连绵不绝的历史基因。

从历史文献的记载看，在商丘这
片古老的土地上，我们的祖先朱襄氏
造 五 弦 之 瑟 ， 葛 天 氏 创 “ 三 人 操 牛
尾”之乐舞，阏伯至商汤时期产生雅
乐歌舞 《大护》《桑林》，为后来商丘
戏曲的形成，积淀了丰厚基础。

商丘是豫剧豫东调的故乡，豫东
调被誉为豫剧四大传统流派之首。春

秋战国时期的“讴”，则是豫剧豫东调
的 起 点 。 宋 国 人 在 劳 动 时 “ 歌 以 应
杵”，称作讴。“讴，齐歌也”，就是大
家一起唱。唐朝李白、高适等客居梁
园，专业伶人讴唱其名篇佳作。随着
时间推移和艺术表演元素的丰富，讴
唱发展为讴戏。

邓同德主编的 《商丘戏曲志》 这
样介绍：“讴戏与昆曲和宋元时期的南
北曲又有所不同，它额外又吸收了大
量的民间吹奏曲、古琴曲，和其他戏
曲声腔，从而成为一种丰富的、多变
化的，甚至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戏曲
声腔，所以这时它已不再称谓那古老
的名字讴或讴歌，而称之为讴戏。”

清朝康熙年间，豫东民间讴戏杂
糅北方弦索和昆曲元素，不断磨合演
变，一种崭新的戏曲形式形成了，这
就是早期的豫东梆子，也就是豫剧豫
东调。

豫东调经清朝乾隆年间的迅猛发
展至民国，逐步走向成熟。在豫东调
形成的历史长河中，表现为三个最：
一 是 在 豫 剧 豫 东 调 、 豫 西 调 、 祥 符
调、沙河调中，豫东调最早形成；二
是出现了大银条、陆顺等史上最早的
豫剧演员；三是拥有数量最多的演员
群体。

商丘被誉为“戏窝子”，还表现在

不是豫剧一花独放，而是多种戏曲交
融 发 展 ， 地 方 戏 种 类 有 十 多 个 。 譬
如，商丘诞生并独有的地方剧种四平
调及越调、曲剧、清音、道情、二夹
弦、拉魂腔、大平调等剧种，在民间
颇受欢迎。这些剧种在长期的发展过
程中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共同丰富
了商丘的戏曲文化。

商丘戏曲名家辈出

“老婆生，苗娃旦，孙门红脸响八
县。”

“情愿三天不吃馍，也要去看刘忠
河。”

像 这 样 的 夸 赞 戏 曲 名 家 的 顺 口
溜，在商丘及周边一带，流传很广。
戏曲为老百姓带来了精神的愉悦，而
戏迷们又成全了戏曲名家美名。正是
这种演员和戏迷的双向奔赴，让戏曲
在商丘这片土地上树大根深。

清 朝 光 绪 年 间 的 红 脸 孙 门 孙 照
登 ， 音 质 圆 润 ， 音 域 宽 广 ， 夜 晚 唱
戏，三里外可闻。被称为豫剧“麒麟
童”的“红脸王”虞城人唐玉成，本
腔吐字，假音甩唱，先高后低，边说
边唱，形成豫东大流派。清朝光绪年
间的桑殿杰艺名“白菜心”，会戏一百
多部，被称“戏包”，创出“二八连
板”新唱法，马金凤曾跟其学艺。家

喻户晓的“黑头”宁陵人李斯忠，人
送外号“八里翁”。享誉中国戏曲界的
马金凤初期是商丘剧团的演员，担任
过商丘专区豫剧团的团长，《穆桂英挂
帅》 也是在商丘创作完成。后来马金
凤随剧团支援洛阳，成就了“洛阳牡
丹”美名。

新中国成立后，商丘的戏曲事业
迎 来 鼎 盛 。 涌 现 出 “ 活 包 公 ” 吴 心
平 ，“ 红 脸 王 ” 刘 新 民 ，“ 豫 剧 马 连
良”刘忠河，丑角夏登路，旦角名家
王玉琴、黄爱菊、白文芝、卢玉琴、
马兰等名家。在少数剧种方面，创立
四平调的邹玉振和王汉臣，坠子戏名
家王玉兰、四平调名家拜金荣、花鼓
戏名家邹爱琴、柳琴剧大师况素贞等
艺术成就斐然。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商丘
对戏曲的贡献，还表现在为其他地区
输送演员、导演、乐手、舞美人员、
编剧达 130多人。

商丘历史文化滋养戏曲创作

商丘厚重的历史文化滋养了丰富
的戏曲创作。

元杂剧时代，以商丘历史故事和
历史名人为题材的杂剧作品就有诸如
《伊尹扶汤》《大辟棺》《赵匡胤下高
平》 等。汤显祖创作的取材于商丘才

子侯方域爱情故事的名剧 《桃花扇》，
位列我国四大名剧之一。此外如 《香
囊记》《李天保吊孝》《桃花庵》《苏三
起解》《小红袍》 等戏剧名篇皆取材于
商丘历史人文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商丘的戏曲工作
者不断创新，名剧迭出，好戏连台。
商丘专区豫剧团以豫剧 《老东征》 为
蓝本，重新编排创作 《穆桂英挂帅》，
由马金凤主演，在上海演出，成就了
梅兰芳和马金凤的梨园佳话。刘忠河
的 《打 金 枝》《十 五 贯》、 吴 新 平 的
《包青天》 是戏迷们必唱剧目。现代戏
《社长的女儿》 轰动全国，《小白鞋说
媒》《桃园喜》《豆腐李招亲》 被搬上
银幕和荧屏，听众耳熟能详。“谁说女
子不如男”“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
阵”“说什么青天不青天，这官司问着
实在难”“叫一声老皇兄郭子仪”这些
经典唱段，商丘的及豫鲁苏皖接合部
的老百姓，哪一个不会张口就会唱呢？

戏曲在商丘不断传承发展

2024 年国庆假期和 2025 年春节假
期，商丘古城的游客摩肩接踵。最为
吸引人的，就是政府组织的丰富的戏
曲文化表演、互动、打卡活动。

豫剧文化展览，观众试穿戏曲服
装 ， 学 习 动 作 和 唱 腔 ， 体 验 脸 谱 装
造；豫剧大舞台，专业演员演出 《战
洪州》《花木兰》《铡西宫》《五世请
缨》 等经典剧目；戏迷互动，观众可
以独唱，也可和专业演员对唱。豫剧
快闪、豫剧文化大巡游等活动让戏迷
们 参 与 其 中 ， 其 乐 融 融 。 整 个 古 城
内，成了一个戏曲大舞台。

戏曲舞台是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
世界。

商丘及豫鲁苏皖接合部一带的老
百姓，就是爱沉浸在这样的文化熏陶
中，感受着“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
人百万雄兵”的气势，享受着“锣鼓
一 响 ， 精 神 自 长 ” 的 乐 趣 ， 体 悟 着

“看过三年戏，胜读十年书”的人生经
验。

你若爱，我便给。既然广大人民
群众对戏曲艺术有着强烈的需求，那
么政府也就有义务有责任采取多措施
多形式，确保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

改革开放后，商丘的戏曲事业取
得长足发展，涌现出“梅花奖”获得
者陈新琴、“香玉杯”艺术奖获得者付
梅、“豫东水袖王”吴青峰等知名演
员，创作出 《天下清德》《应天骄子范
仲淹》《钟鸣钟庄》《小推车》 等优秀
剧目。

剧团被盘活，演员激情被释放。
他们来到工厂企业、田间乡村，让戏
曲艺术在百姓中间再次焕发青春。听
戏的人山人海与演员们的唱念做打，
和着锣鼓琴弦与梆子的节奏，同时随
着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传播放大，感
染着场内场外的每一位观众。

商丘“戏窝子”，果真名不虚传！

商丘是个“戏窝子”
□ 胡培东

《应天大观园》 作品集。

“2025 迎新春商丘古城有戏”展演活动现场。
本报融媒体记者 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