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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剪纸庆龙年

在孔子故里探寻
中华文化之根

见证“狮中之王”
的生生不息

让“乡”味走进千家万户 游滦州古城 品滦州古韵

汩汩涌动的泉城人间烟火

专题新闻4 2024年2月20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梁春武 责编/吕婉莹 校对/宋炜 排版/侯磊
文字邮箱：zxb-tlb@vip.163.com
新闻图片邮箱：sheyingb619@vip.sina.com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路69号 社长：张立伟 邮政编码：100142 年价：384.00元 月价：32.00元 零售：1.30元 电话：88146900 本报发行：88146999 全国各地邮局收订 港澳及国外由北京399信箱收订 刊号：D766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0195号

千百年来，汩汩流淌的泉水如同生命的脉络，滋
养着山东济南这片土地。1209处的天然泉眼，让济
南成为名副其实的千泉之城。这些泉眼，有的静谧如
镜，有的奔腾如歌，为这座城市增添了无尽的魅力和
活力。

正月初五，我来到了济南市街头，这里的大街小
巷处处弥漫着龙年春节的喜庆气氛。黑虎泉边，人群
熙熙攘攘，络绎不绝。人们手持各式各样的水桶，竞
相取水，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市民张阿姨在排队取水时回忆道：“我从小就在
这儿玩耍，父亲常带我来打水，这水不但味道甘甜，
而且富含矿物质。在我刚记事的时候，这里就依托黑
虎泉建了自来水厂，泉水养育了我们一代代人。现
在，我还经常来打水回家泡茶。打一次够喝两三天，
也锻炼了身体。新年了，我带着孙子来这里取水，为
新年讨个好彩头！”在周边居民的眼中，泉水不仅可
以泡茶，更是一条情感传承的纽带，是老百姓代代相
传的记忆。

在老街角，爱下棋的王大爷总是习惯在下棋时用
泉水泡壶茶，有时心血来潮杀上两盘，有时闭目养神
享受茶水的清香，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听着汩汩的

泉水声，感觉时间都慢了下来。这泉水声，就像济南的
脉搏，跳动着城市的节奏。

沿着泉水边的小路漫步，我的耳畔不时传来阵阵欢
声笑语，眼前则是一幕幕温馨的生活场景。孩子们在泉
水边追逐嬉戏，笑声清脆悦耳。而老人们则在路边的茶
摊上，品着泉水泡的香茶，聊着家常，享受着宁静时
光。这些平凡而温馨的画面，构成了济南独特的人间烟
火气。路边的小吃也是热闹非凡，糖瓜、老济南酸蘸
儿、泉水豆腐脑、甜沫等美食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泉水
大碗茶摊位上排着长长的队伍。泉水也滋养
着济南人的生计。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
人心。熙熙攘攘的人
群让“天下泉城，
泉 水 人 家 ” 的
理 念 更 加 厚
重 ， 也 更
具 人 间
烟火。

祥龙送福、龙凤呈祥、鱼跃龙门……山西省级非
遗剪纸传承人杨斐以高超的技艺，创作出一幅幅设计
精美的龙形剪纸作品，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春节期间，我和爱人回到他的家乡——山西省黎
城县，走进该县黎侯乡村e镇的非遗工艺展示馆。此
时，杨斐正带着村里的妇女埋头创作，只见她一双巧
手上下翻飞，剪刀行云流水，顷刻间，纸屑落地，纹
案渐显，一条活灵活现的“祥龙送福”剪纸作品呈现
在人们面前。

杨斐介绍：“‘祥龙送福’这幅作品总体
看是个‘福’字，偏旁设计的是一

个花瓶，寓意平平安安。花瓶
里边有石榴寓意团圆美

满、多子多福，寿桃
寓意健康长寿。
‘福’字右边

是一条盘旋
的 巨
龙，周
围 点
缀
盛

开的荷花寓意和和美美，这幅作品融合了传统文化与现
代审美，以剪抒怀、以纸传情，寄托了我们对龙年的美
好祝福与期盼。”

她边剪边说：“剪纸有一种技法就叫‘盲剪’，就是
不画图、不设计，按照自己想表达的样子去剪，说不定
剪出来的作品会更加灵动。”说话间，她靠盲剪出来的
双龙呈现在我们面前，栩栩如生。

剪纸更多的是前期构思和创意，怎么把普通的红宣
纸玩出花样，是杨斐20多年一直在钻研的主题。

“要想让黎城剪纸这门非遗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首先要从娃娃抓起。我一直在通过‘非遗进校园’活动
让这门技艺走进小朋友们的心里，让他们动手实践，体
会中华传统文化之美。”杨斐介绍说。

乡村振兴既要产业振兴，也要文化振兴。杨斐也在
通过剪纸非遗传承助推乡村振兴。“我们号召村镇的妇
女加入非遗工坊，让她们学习一技之长，在非遗传承中
增加收入。”

杨斐拿着自己创作的一些作品向大家介绍：“平时我
们不光学习传统的纹样，还与时俱进学习一些新的技法，
通过创新让设计图纸更加符合现代人的需求，让大家通
过作品了解我的家乡。今年就结合龙元素，让剪纸焕发新
的魅力。龙年之际，祝愿大家龙腾四海，大展宏图。”

孔子，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也是儒家
学派的创始人，被誉为“至圣先师”。几千年来，中华
文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儒学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
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也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情
感和信仰。

正月初四，我和家人来到孔子的故乡、儒家文化
的发源地——山东曲阜，探寻中华文化之根。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曲阜正在举办‘孔府过大
年’活动，可热闹啦！昨天还登上新闻联播呢。到了
晚上还有灯会，一条条街上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特
别好看，十多年没这么热闹了！”刚一打上车，本地司
机刘师傅便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着游玩攻略。

来到孔庙，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穿过大成门，
来到大成殿。在殿前，我驻足良久，这是孔子曾经讲
学的地方，也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所在。

“我和家人是从内蒙古过来的，妈妈想在春节期间
在孔庙拜孔子，祈福。”

“我们从江苏自驾过来，孩子在学论语，想趁着他
过寒假，带他来亲身感受一下儒家精神。”

“我们从济南过来，听说今年曲阜举办很多年俗活
动，特地来体验下。”

……
大成殿前，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齐聚于此，在祭

拜孔子中感受着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
行走在“三孔”的青石板路上，路旁是一块接一

块的现代碑文。碑文上，书写的正是植根于传统儒学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大中门旁边的一块碑上，写着“宋代孔庙的大

门，当时
称为‘中和
门 ’， 取 《中
庸》 文中‘喜怒哀
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
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无论是哲学化
的‘中和’，还是政治化的‘大中’，都内涵着

‘中庸’的原理，强调‘中’字。中国各个民族和地区
向着一个中心靠拢，以中心的凝聚性和统领性，让各
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形成中华大家庭
……”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儒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千百年来一
直赓续着中华文化血脉，传承着中华民族精神，经久
不息。时至今日，儒学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之根。而
我，也在今年春节完成了一次文化寻根之旅。

队员们
走上舞台，向

众人施以“抱拳
礼”后迅速钻入狮

被，舞狮头者气宇轩昂、
动作敏捷，将精气神和表现力

透过盖仔狮的眼睛得以展现；舞狮尾
者灵敏飘逸，随着狮头的每一个摆动，巧妙地控

制着狮身，二人配合默契，在铿锵的锣鼓声中不断地
跳跃腾挪，引来一片喝彩……

正月初六，广东省陆丰市西南镇青塘村，正在上
演精彩的会狮表演——《我们的节日·春节青塘会
狮》。闻名海陆丰地区的“青面白额”青塘盖仔狮就
发源于这里。

“不管有多累，只要锣鼓一敲响，全村人瞬间就
沸腾了，我也按捺不住要舞起来。”青塘村永兴馆副
馆长黄文泽这样形容自己对盖仔狮的热爱。

不同于其他地方，青塘村的舞狮圆脸阔口、白额

青面，看上去尤其凶猛。关于盖仔狮，海陆丰地区有
“青面白额，狮班免掠”的俚语，意思是无论哪种狮
班，与盖仔狮相遇都必须偃旗息鼓，甘作跪拜，以示尊
敬，因此盖仔狮又被称作“狮中之王”。

青塘村会狮活动因其独特的盖仔狮显得格外不同。
记者看到，青塘村盖仔狮会在活动开始前在村口进行等
待，伴着鼓点，踩着庄严的步伐，摇头晃脑做欢迎状，
这是当地独特的会狮传统。当其他狮班的狮子从远处看
见盖仔狮时则会立刻趴倒在地，匍匐前行以示尊重。这
时，盖仔狮的队员会立刻上前扶起对面的狮头，其他狮
班的队员则会阻止这一行为，在这一压一扶之间充分展
现了舞狮的礼仪以及文化传统。

舞狮起源于军傩，最初是古代军队中用来作为出
征祭典、振奋军威、恐吓敌人的一种仪式，“盖仔狮”
就源于明代的军狮。陆丰青塘人，都是明代碣石卫军
人的后裔，衍成了一个“尚武”的地方群体，盖仔狮
也就在这里得到了传承和发展，至今已有600多年的
历史。

青塘村盖仔狮第十六代传承人黄智强介绍，“馆里
现在来练习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这里教学模式仍旧是
沿袭传统的‘以老带新’，让经验丰富的师兄们将知识
和技艺传授给师弟师妹们，使得这门艺术世代相传，生
生不息。”

在大家雷鸣般的掌声中，会狮表演落下帷幕。根植
于中华传统文化土壤的青塘“盖仔狮”，正通过一代又
一代青塘人的传承与发展在新时代继续舞动，使其在中
华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熠熠生辉。

春节期间，各地特色农产品逐渐走俏，山东省青
岛市即墨区的“紫皮大蒜”也被更多人搬进了“年货
购物车”。正月初七下午三时，记者与即墨区政协委员
张金海如约抵达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移风店镇，循着
年货踪迹追寻传统“乡”味。

移风店镇被誉为即墨区的“大粮仓”和“菜篮
子”。镇上稀有的黑土地，因盛产“紫蒜”在百姓中家
喻户晓。张金海告诉记者，松软富有弹性的黑土壤，
成就了移风店镇自明代起种植大蒜的历史。由于即墨

靠海，早年间为祛湿寒，家
家户户都拿出“一分田”种
大蒜。“但由于其经济附加值
较低，20 世纪 70 年代起，
紫蒜的种植区域越来越小。”

意识到独头紫蒜
种植保护的急迫性，

来自移风店镇的史
修勇率先采取了行
动，他于2006年返
乡创业，成立了青

岛一分田种植专业合作社。经反复实践，史修勇将紫
蒜自然发酵90至120天，变为口感“甜、软、糯”的

“黑蒜”，打造了即墨又一新特产。
“今年又是丰收年，种大蒜比种其他农作物收入高

多啦。‘一分田’大蒜又回来了，大蒜种植户的生活是
越来越富裕了！”村民们的鼓励让他乐此不疲。

独头紫蒜的亩产相比传统大蒜较低。想把紫蒜
“种得好”不易，让黑蒜“卖得火”更难。为了解清楚
黑蒜销路情况，记者随张金海来到青岛市即墨区品牌
商会所在地。此前走访的合作社也是会员企业之一，
史修勇坦言，成为品牌商会的一员，让他的农产品销
售少了后顾之忧。在商会会员企业中，小小黑蒜

“酵”开农民财富之门的生动案例不胜枚举。
“今年春节的销量取得新突破，明年将会更好！”

作为商会会长的张金海说，“商会还打造了墨商成长驿
站和会客厅，提供品牌创建、教育培训、交流展示、
商务合作等服务，随着积极响应区政协号召，商会将
持续整合优质资源，新的一年里，即墨乡村振兴的新
图景将更加美好，即墨更多‘乡’味也将陆续走进千
家万户。”

正月初三，我和家人一起逛河北唐山滦州古城，来
到古城东门，被一阵阵唢呐声吸引，定睛一看，是古城
演出队正在扭滦州地秧歌。

画着精致妆容，穿着红色、绿色、蓝色等服饰的男男
女女，手持大花彩扇，扭动着婀娜身姿。一派欢乐喜庆的
年味儿扑面而来，他们扭出了对秧歌的热情，对生活的热
爱和对新一年生活的期待。来自迁安市的张女士第一次
来滦州古城，她说，“春节期间来古城转转，看着原汁原味
的地秧歌，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感觉特别喜庆。”

据了解，滦州地秧歌在2021年“扭”进了国家级
“非遗”，正式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成为“国宝”级的文化项目。

滦州市秧歌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永建告诉记者，“滦
州被誉为‘中国地秧歌之乡’，滦州地秧歌活泼欢快，诙
谐幽默，富有激情和美感，地方风格和民间色彩浓郁，
特色鲜明，颇具艺术魅力和表现力。滦州地秧歌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宋元时代，有着1000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历

史。秧歌在民间流传广泛，看起来人人都会，可也不是扭
一扭那么简单。”

刘永建说，“我们秧歌协会为了弘扬滦州文化，传承
秧歌艺术，开展了秧歌艺人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春节
期间，从初一到初八，每天下午古城内都有秧歌表演。”

顺着人流向西走，一派热闹的场景。放眼望去，道路
两旁的摊位上人气满满，特色小吃、套圈、各种体验馆应
接不暇。来自周边县区的李先生跟我分享：“听说这里晚
上还有音乐会，就想着带家人过来看看。”向前看去，果
然，舞台已经搭建好，歌手们正在试音……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滦州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民俗
文化，如滦州地秧歌、皮影戏等。滦州古城复原了千年历
史古迹，古城门、钟鼓楼、关帝庙、文庙、文姬楼等有着历
史底蕴的建筑，展示出千年前的盛世场景。

看到集文化、旅游、休闲等为一体的滦州古城，我像
是穿越千年历史，触摸到古人的足迹，而对于家乡的了解
依然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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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新春佳节期间，本报记者返乡过年。这不仅是一次回访之旅，也是一段重新认识家乡的幸福之旅。人民政协报推出“新春走基层·我的
家乡‘秀’”特别报道，让我们跟随记者的笔触，在繁华热闹里寻年味，在多彩活动中迎新春，在绿水青山间寄乡愁，共同感受祖国各地的风土
人情和文化习俗，见证新时代的巨大变迁和勃勃生机。

正月初六正月初六，，广东省陆丰市西南镇青塘村广东省陆丰市西南镇青塘村，，一一
场别开生面的会狮表演正在上演场别开生面的会狮表演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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