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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区董杜村血故事源起和董杜村一位
村民有关。

1912 年 3 月 21 日，农历春分日，董杜村
民岳万钰在稷山翟店镇赶集卖铁货，忽然看
到前面人头攒动，一匹大马飞奔而来。紧接着
人群向两边分开，几个袒胸露背、身上插着钢
锨、刀子，伤口处血肉模糊的壮汉被簇拥着走
了过来。“这是处决犯人？”他下意识地朝这方
面想。作为铁匠，他曾经给剧团打过道具；作
为戏迷，他又见过许多“杀头”“剖腹”场面。再
细看，他又觉得不像。因为那些拿刀、锨的像
是普通的村民，脸上稍稍化了装。向当地人打
问后，他才知道这是翟店人闹红火，名称叫

“血故事”。
在翟店看到的血故事，让岳万钰开了眼

界、生出灵感：我也要打制一些特殊的刀具，
再加装饰，把只能在舞台上演出的戏剧情节
拿到民间来，逢年过节时为村民娱乐助兴！在
本村岳楚定等几个老伙伴的帮助下，他先试
着打了闹血故事用的菜刀、镰刀、砍刀等几样
常用的家伙，春节前又从杀猪户弄来肠子、猪
血等，演出了董杜村第一场血故事，得到村民
的认可。

董杜村的血故事起源于民国时期，是有

根据的。2010 年 10 月，笔者编修村志时采访
过董杜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杜修德，他明
确讲，村里的血故事是民国时期开始闹的，虎
娃他爷爷打的家伙，岳楚定、岳仑上家伙。土
改时，这些家伙找不到了。后来是杜修德重新
打的家伙，在本村闹，在泓芝驿街上闹，县里
点名要董杜村血故事 3 次，两次在运城，一次
在舜帝庙。2023 年 10 月 5 日，老同学岳雪成
亲口对我说：“我爸跟我说过，咱村血故事是
虎娃他爷爷在稷山翟店看见人家闹血故事之
后，回来自己着手干起来的。”岳虎娃的爷爷
即岳万钰，他于清同治九年（1870）出生在董
杜村岳家堡，读过几年书，娶妻本村杜氏，妻
殁，续娶孙余村李氏，共生育一子二女。他在
村里务农，又学会了打铁手艺，农闲时便为村
民打制农具等，富余部分便拿到集市上售卖。
近到泓芝驿、北相镇，远至临猗县三管、稷山
翟 店 ，只 要 有 集 市 ，他 都 会 带 着 打 下 的 菜
刀、锄头等摆摊设点。曾经担任过董杜村
党支部书记、如今已 70 多岁的岳雪娃也对
笔 者 说 过 ， 他 爷 爷 岳 春 长 （1887—1976）
告诉过他，“咱村的血故事是民国时期闹起
来的，由于太像，还把土地庙巷一老人吓
个半死”。

董杜村“血故事”溯源
■杜世清

最温馨的情感维系

拜年，是春节最重要的礼节和
内容，是相邻亲友之间最温暖、最动
听的问候和祝福。当开年的喜炮轰
轰鸣响，当新春的曦光刚露头角，人
们拜年的身影，便交织成街巷中最
美的风景……

拜年这一古老的习俗可回溯至
先秦。新旧交替之际，人们以庄重的
祭祀向祖先与神灵虔诚祈福，由此
开启了拜年的最初篇章。这既是对
神秘力量的敬畏，更是对未来的深
切期盼，如《诗经》中所吟唱：“无曰
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时
刻提醒着人们怀揣敬畏之心前行。
到了汉代，正日的朝会庄严而盛大，
官员向皇帝贺年，民间的晚辈也纷
纷向长辈致以敬意。南北朝时，邻里
间的走动互拜，让温暖在人与人之
间潺潺流淌。《荆楚岁时记》中提到
正 月 初 一 ，长 幼 要 正 衣 冠 ，依 次 拜
贺，进椒柏酒等。晚辈向长辈进酒时
会说“松鹤长春”等吉祥话；人们相
互拜年时，也会互道一些简单朴素
的祝福语，像“万事顺遂”“阖家安
康”等，以表达对彼此新一年的美好
祝愿。进入唐宋，文化的繁荣为拜年
增添了绚丽多彩的笔触。唐朝的拜
年帖，如娇艳的梅花一般精致，携着
文人雅士的才情与祝福，在人们手
中温情传递。而宋代，拜年之风盛行
至极，“名刺”成为情感的纽带，商家
与顾客的互动，更为生活增添了浓
郁的烟火气息。苏轼曾在《馈岁/别
岁/守岁》中写道：“勿嗟旧岁别，行
与 新 岁 辞 。去 去 勿 回 顾 ，还 君 老 与
衰。”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流转与拜
年 的 传 承 。明 清 时 期 ，传 统 愈 发 丰
富。明朝艺术家文徵明的《拜年》：

“不 求 见 面 惟 通 谒 ，名 纸 朝 来 满 敝
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
虚。”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人们拜年时
递上名片问候，而不求见面的习俗，
从侧面反映出拜年这一传统在当时
的社交意义和文化内涵。明代，全家
向 祖 宗 牌 位 跪 拜 后 还 要 向 长 辈 拜
年，时间的延续让亲情更加醇厚。清
代的，满汉文化交融，独特的礼仪为
拜年增添了别样的韵味。民国时期，
春节拜年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了
新的发展：人们在大年初一依旧会
走亲访友，登门拜年；晚辈向长辈行
叩拜礼或作揖鞠躬礼，长辈则会给
晚辈红包；地方政府机关、士绅等会
组织团拜活动，大家齐聚指定地点
行团拜礼。随着邮政与电话业的发
达，人们通过写信向远方亲戚朋友
传达新年问候，一些官宦、富贵人家
还会选择电话拜年。晚清以前，女性
参与拜年较少，民国时期女性社会
活动机会增加，小女孩也会头戴纸
做的蝴蝶、蚂蚱等饰物，给长辈三叩
首拜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拜
年这一传统文化礼仪得到弘扬，每
逢春节，到处是一片温馨、祥和的气
象。随着通信技术如闪电般飞速发
展，拜年方式焕然一新，电话、短信、
微信、电子贺卡等，虽形式各异，但
那份祝福与温情从未改变。

拜年时，长辈们通常要给晚辈
一定数额的压岁钱。压岁钱最早起
源于汉朝，起先它是被铸造成钱币
形状的避邪品，并不能在市面流通，
钱币正面铸有“万岁千秋”“天下太
平”“去殃除凶”等吉祥语，背面则铸
有龙凤、龟蛇、双鱼、斗剑、星斗等吉
祥图案。唐朝时，春节出现了散钱的
风气，当时的压岁钱是宫廷嫔妃们
娱乐的一种掷钱游戏。宋朝以后，唐
朝立春日的风俗移到正月初一，春
日散钱的风俗逐渐演变成给小孩压
岁钱的习俗。

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古代时寓意镇
恶祛邪，保护孩子平安。在漫长的演变
中，现在则代表着长辈对晚辈的美好
祝福，是长辈送给孩子的护身符，祝愿
孩子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

拜年是亲情的凝聚。记得小时
候，正月初一，天还蒙蒙亮，新年的
鞭炮声就已噼里啪啦响起。爸爸点
着鞭炮和“二踢响”，妈妈和奶奶在
画有麦囤子的院中间烧香叩头，祭
祀上苍和祖先，保佑人间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和全家安康。我和弟弟急
忙从被窝钻出，穿上妈妈夜里给我
们拾掇齐整的新衣服，那种高兴劲
儿真难用文字形容。收拾完毕，吃过
敬天的馄饨，爸爸便领我们行祭先
祖，然后再给爷爷、奶奶磕头，接下
来是给爸爸妈妈拜年。在这特殊的
时刻，晚辈给长辈送上的不仅是祝
福，更是敬重与感恩，那一声声“爷
爷、奶奶，新年好！”“爸爸、妈妈，给
你们拜年了”，如同清澈的溪流，流
淌在每个人的心间。长辈们满含慈
爱地看着孩子们，递上崭新的压岁
钱。那不仅仅是一份物质的馈赠，更
是一份深沉的爱与期许。

拜年是血脉的纽带。大年初一，

晨曦微露，街巷中弥漫着淡淡的烟
火气息，那是旧岁的余韵与新年的
憧憬交织的味道。家家户户门前的
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
诉说着昨日的故事，又似在欢迎着
今日的喜庆。

人们拜过家里的长者之后，便开
始亲族之间的互拜。拜年的队伍开始
穿梭在大街小巷。人们身着新衣，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那笑容里满是
对新一年的期待与祝福。孩子们蹦蹦
跳跳地跟在大人身后，手中拿着红红
的摔炮，偶尔调皮地摔上一个，清脆
的声响和着人们的喜笑声、喧哗声，
更显与平日气氛不同。

每进一户人家，温暖的问候声
此起彼伏。“拜年了！”“新年好！”“恭
喜发财！”吉祥话，祝福语如一条条
纽带，让家族的凝聚力在这一刻更
加紧密，更加牢固。老人们坐在堂屋
里，笑容满面地看着前来拜年的晚
辈们，眼中满是慈爱和欢喜。前辈的
美德和传统由是得以更好传承，家
族的荣耀和辉煌就这样被一代一代
续写。

正月初二（有些地方是初三），
是女儿女婿回娘家给岳丈岳母大人
的拜年日。这是一种天地伦常，地义
天经！这一天，中华大地上，有多少对
夫妻走在回娘家的路上，急切敬谢岳
父母的恩情；又有多少双眼睛望着大
门口，翘首企昐女儿女婿和外孙出现
在视野中。年三十的饺子还热在锅
里，给外孙准备的压岁钱已在兜里揣
出了温度，就等着那一声“姥姥、姥
爷，新年好”！给岳父母拜年是一种人
伦的美丽，是一种人性的崇高，亲情
交融更紧，血脉连得更牢。

拜年是和谐的乐章，给邻里拜
年 也 是 重 头 戏 。俗 话 说“割 不 断 的
亲，离不开的邻”“远亲不如近邻”。
邻里之间，平日里或许只是点头之
交，甚或还有些误会、别扭、隔阂、矛
盾，毕竟“一锅飘香百家闻”，乡里相
亲的，有个急处难事也好招呼照拂。
过年时，或到院子中，或在楼道里，
或遇胡同口，或逢家门外，热热诚诚
地喊一声“新年好”，实实在在地送
上一副笑脸，一个拜年的祝福就会
如春风化雨，暖日融冰，使邻居间往
日的“疙瘩”得以解开，先前的“不
解”得以原谅，相互之间和睦相处，
好不乐哉。

拜年是友情的升华。长辈、族群
拜年后，单位同事之间的拜年也不
能怠慢。拜年正是增进同事朋友之
间感情的好机会。记得在 20 世纪末，
一个单位的同事都住在一个机关家
属院，吃过初一的饺子后，大家就开
始互相拜年，有相约同行的，有单兵
独进的，走着走着就合成了一支队
伍。十多个小时前还在一个办公室
处理事务的同僚，瞬间就变成了登
门拜访的“贵客”。同事之间在拜年
中感受着友情，在疲惫中回味着欢
乐，心境清新如洗却又沸腾不已。后
来，发展到团拜，虽少了传统拜年的
味道，但也还是一种相聚。

拜年是华夏儿女世世代代沿袭
的习俗，延续着传统的道德、伦理和
文化，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和
精神硕果。随着时代的变化，拜年的
方式在不断变化，但这种传统不能
淡化。这传统是中华民族最温馨的
情感维系，是我们的文化根脉！

最盛大的文化狂欢

春节，那是一场最盛大的民间
文化狂欢，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表
演，犹如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在中
华大地徐徐展开。

北方的春节民间艺术表演豪迈
而热烈。舞龙舞狮气势恢宏，巨龙翻
腾，雄狮跃动，仿佛在诉说着古老的
传奇，为大地带来祥瑞与守护。扭秧
歌的队伍欢快奔放，红绸飘舞，彩扇
翻飞，如燃烧的火焰般热烈，奏响了
欢乐的乐章。庙会上，古老的建筑与
热闹的人群相映成趣，美食香气弥
漫，让人馋涎欲滴……

而在南方，春节则是一幅温婉
与灵动的模样：舞龙舞狮同样精彩，
但多了几分细腻与灵动。花灯巡游
璀璨夺目，造型精巧的花灯宛如夜
空中的繁星，照亮了大街小巷。逛花
市是南方春节的一大特色，繁花似
锦，香气四溢，为新年增添一抹亮丽
的 色 彩 。水 上 表 演 别 具 风 情 ，划 龙
舟、水上歌舞等活动在波光粼粼的
水面上展现出南方的灵动与活力。

无论是北方的豪迈热烈，还是
南方的温婉灵动，春节的文化活动
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让中华大地在
这个特殊的时节里充满了欢乐、温
馨与希望。我自小在北方农村长大，
一直在山西工作成长，见证了春节
民间文化娱乐活动的热闹、多彩、
奇美和激越，感受过春节时人民群
众闹红火那种欢悦、舒畅、轻松和纵

情……
舞龙舞狮，气势磅礴震乾坤。传

说，古时人间常有灾祸，龙王不忍百
姓受苦，便降下甘霖。人们为感恩龙
王，便在开年以舞龙的方式表达敬
意。而狮子则被视为神兽，能镇宅辟
邪。龙，乃祥瑞之象征，能呼风唤雨，
福泽苍生。狮，为勇猛之代表，可驱
邪镇妖，守护安宁。春节期间，舞龙
舞狮成为民间一种普遍而险奇的年
俗娱乐活动。

当激越的鼓点响起，舞龙的队
伍就似蛟龙出海，翻腾飞舞。那金色
的龙身，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龙鳞
熠熠生辉，仿佛承载着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顺意。舞狮者身姿矫健，跳跃
腾挪，威风凛凛又风趣可爱，摇头，
摆尾，打滚，跳跃，踩花桩，滚绣球，
翻云梯，衔花篮……出神入化的表
演，让人们一会儿为之提心，一会儿
为之悬胆，一会儿又为之鼓掌欢笑。
孩子们瞪大了眼睛，张着小嘴，发出
阵阵惊叹；老人们则面带微笑，伸出
双手给以鼓掌，表示对表演者的尊
重和赞许；年轻人纷纷拿出手机，记
录下这精彩的瞬间，与远方的朋友
分享这份喜悦。“龙衔火树千灯艳，
狮踩绣球万岁春。”舞龙舞狮，舞出
的是欢乐，是吉祥。

扭秧歌是参与者最广泛的群众
性娱乐活动。相传，扭秧歌起源于农
民在田间劳作时的动作，后来逐渐
演变成一种庆祝丰收的舞蹈。每年
春节，组织者一声号召，街道、乡村
许 多 男 女 老 少 就 加 入 扭 秧 歌 的 队
伍。红绸飘舞，彩扇翻飞，如春花绽
放。人们身着鲜艳的服装，脸上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他们扭动着腰肢，迈
着欢快的步伐，踏着和谐的鼓点，组
成了街道或广场一道亮丽的风景。
那轻盈的脚步，那摆动的双臂，仿佛
蜻 蜓 起 舞 ，又 似 花 枝 摇 曳 ，十 分 迷
人。观看者常常被鼓舞，不时有人加
入这热闹的长蛇阵中，欢笑声、嬉闹
声，汇成一片幸福的海洋……

春节花鼓格外喜庆。鼓点声声，
锣镲齐响，节奏明快，清脆悦耳，点
燃着人们的激情。表演者有鼓手，通
俗 叫 花 鼓 老 汉 ，有 花 鼓 女 ，即 伴 舞
者。老汉手持鼓槌，腰挎花鼓（有的
头、腿和脚腕也绑有鼓）边敲边舞，
动作娴熟而富有节奏感。花鼓女身
着鲜艳的服装，脸上洋溢着灿烂的
笑容，围着老汉转圈、穿梭，组成一
副副变幻热闹的场景。打花鼓的传
说有许多，有的说是为了庆祝丰收，
有的说是为了纪念英雄，无论传说如
何，打花鼓都以它独特的魅力成为春
节民俗活动的一道文化硬菜。我早年
在农村时，春节打花鼓我多次担当过
领调的锣手。记忆中花鼓从正月初一
打到正月十六。初一为踩院，花鼓队
差不多挨门进宅，以示驱灾送福。主
人捧出花生、柿饼等物招待大家，以
表热情欢迎。从初二到十六，每天晚
上在村里转着打，甚至和邻村交换着
打，那种热闹，那种欢乐，那种惬意，
那种痛快真是一种幸福。

跑旱船，趣味横生乐无穷。民间
传统的旱船是由当年村上新娶的媳
妇们自做自撑的。进入腊月，村上的
一些老艺人就把村上当年新娶的媳
妇集中到一起，教她们用竹枝或高
粱秆做旱船，然后糊上各色的纸，并
在白纸上画入吉祥的花鸟之类。一
艘艘精美的旱船，色彩斑斓，造型别
致。艺人们教新媳妇们跑旱船，表演
者站在旱船中，模仿划船的动作，左
右摇摆，一会儿仿佛在水面上航行。
一会儿又似船遇到风浪，一会儿好
像船将要搁浅，一会儿又如船绕险
礁……在“老船公”的指挥下，她们
的表演诙谐幽默，跌宕起伏，惹得观
众阵阵欢笑。

跑旱船为新媳妇们搭建了融入
集体的桥梁，引导她们学会勤劳持
家，用双手编织美好的生活；教育大
家要发扬合作进取精神，珍惜集体
力 量 ，遇 风 浪 而 不 惧 ，闯 险 滩 而 不
惊，勇敢顽强，坚毅奋进，向着美好
未来扬帆前行。

春节锣鼓，也是广大青壮年普
遍喜爱的一项活动。当新春的脚步
临近，铿锵的锣鼓声便在大街小巷
响起，仿佛传播着春天的消息。锣鼓
家伙主要是锣、鼓、钹，有的地方还
有镲。春节锣鼓一般不是正式表演，
纯属人们自娱自乐，所以敲打者通
常不穿鲜艳的服装。然而，一旦锣鼓
响起，每个参与者就都来了精神，非
打出个精彩花样不可。那民间鼓手
多是高人，他们神情专注，双手挥舞
着鼓槌，一会儿敲击着鼓面，一会儿
撩拨着鼓边，一会儿将鼓槌在空中
翻绕，一会儿令鼓槌在手中旋转，那
鼓点忽而如疾风骤雨，忽而似珠落
玉盘，直叫人看得眼花缭乱，听得心
旌摇荡。那打锣的、拍钹的也不甘示
弱 ，锣 槌 上 下 环 绕 ，敲 出 了“ 龙 门
阵”；钹在空中擦响，拍成了“打铜
花”。人们越敲越起劲，那声响如雷

霆万钧，敲出万马奔腾，敲得天昏地
暗。表演者激情四溢，观看者欣喜若
狂，人群中不时爆发出加油的呐喊
和鼓劲的掌声。在这激昂的节奏中，
人们忘却了生活的烦恼，激发出奋
进的豪情……

在晋南一带，还有一种震撼人
心的文艺表演叫马拉鼓车。那古老
的鼓车，装饰得五彩缤纷，车身悬挂
着精美的图案和激励人们的标语口
号，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车的
两头分别竖着两面大鼓，鼓手手持
鼓槌，槌落鼓响，声传数里。其他配
乐者坐在车的两侧，配合鼓手击打。
鼓车由一色的棕红马牵拉，最多时
一辆车用到 81 匹马。马前有鞭手开
道，马旁有悍将护行，车轮飞滚如排
山倒海，场面十分壮观，令人震撼。

“骏 马 骄 行 踏 落 花 ，垂 鞭 直 拂 五 云
车”。马拉鼓车历史悠久，据传在古
代是为了庆祝胜利或丰收而形成的
一种特别艺术形态，象征着勇气、力
量和团结。每当鼓车驶过，人们都会
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震撼力。
这种精神，一直传承至今，成为春节
文化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精彩部分。

春 节 庙 会 起 源 于 古 代 祭 祀 活
动，在历史的转换变迁中，便成了一
种 有 趣 的 春 节 娱 乐 。 古 老 的 庙 会
上，香烟袅袅，人群熙攘，美食飘
香，各式工艺品琳琅满目。糖葫芦
的酸甜，糖炒栗子的香美，烤红薯的
温暖……交织成春节的独特味道。
剪纸如诗，面人如画，风筝似梦，展
示着民间艺人的精湛技艺。春节期
间，人们在庙会中悠闲穿梭，逛游观
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如漫步在
历史的长河中，领略岁月的沧桑与
繁华，不失为一种雅趣和乐事……

抬阁、高跷表演亦是春节文化
娱乐的重头戏之一。数米高的抬阁
之上，孩童们宛如仙子下凡，身着华
丽服饰，装扮成各类戏剧角色，演绎
着古老的传说。抬阁之奇、之妙、之
精，之美，凝聚着工匠们的智慧与心
血。走高跷者，脚踩高木，如履平地，
勇敢无畏。他们扮成各种形象，神话
人物，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抬阁与
高跷，一高一低，一静一动，共同展
现着民间艺术的独特魅力。关于抬
阁和走高跷也有许多传说故事，在
古代人们主要用它们来庆祝丰收，
欢庆佳节，以表达喜悦之情。随着时
代和科技的发展，抬阁、高跷奇险艳
美的艺术魅力越来越强大，人们仰
望着抬阁上的孩子们，无不为他们
的勇敢和美丽而喝彩，看着表演高
跷的年轻人，打心眼里对他们充满
了敬佩……

如果说大年是一台全民参演的
民俗大戏，那么正月十五元宵节就
是这部壮剧的压轴节目。元宵节典
型的节俗娱乐是灯会。“有灯无月不
误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
似玉，灯绕月下月如银。”由此可见，
自古以来人们对元宵灯会的重视和
向往。

关于元宵灯节的传说很多，有
本土的，有外域的，有宫廷的，有民
间的，难以言表。元宵灯会的兴盛从
隋唐开始，历代相延。张灯时间以五
日居多，正月十三布灯，十八收灯。
各地风俗虽有差异，但灯彩遍张，观
者如织真乃实景。灯节晚上，“东风
夜放花千树”“星如雨”，到处是彩
色的河流。城里的彩灯精致而华贵，
雍容大气，蔚为壮观；而农村的彩灯
则 俭 朴 清 秀 ，有 鲤 鱼 灯 、 莲 花 灯 、
水果灯、谷物灯，六畜灯……寓意
着“连年有余”“五谷丰登”“吉祥
喜庆”……如若恰逢灯节下雪，那
才 是 绝 好 的 美 景 ， 灯 映 雪 ， 雪 打
灯，色调殊异，意趣盎然，瑞雪兆
丰年，灯火旺人间。

上元独有的灯节氛围，吸引着
人们结伴出游，通宵不绝，就连天上
的月亮都悄然俯视着人间的灯火。
灯节之热闹演绎出猜灯谜、散灯花、
跳 百 索 、走 百 病 等 诸 多 节 俗 活 动 ，

“男妇嬉游”也成了元宵节独特的人
文景观，“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春节的民间文艺活动，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瑰宝，是岁月沉淀的精
华。它们如同一首首动人的诗歌，一
幅幅绚丽的画卷，在每一个春节里，
为人们带来无尽的欢乐与感动。

春节的内涵太丰富，说不尽，也
道 不 完 。春 节 的 滋 味 太 醇 厚 ，品 不
尽，也尝不够。它埋藏着中国人的情
感密码，中华文化的生命气息，中
国人共同的家国情怀。它是全世界
珍存下来不可多得的古老而传统的
民俗。如今，中国春节已成为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人类的精
神财富，让人类共享亲情的温暖、
团聚的欢乐与和平的幸福。愿春节
的大树在全球播撒希望的种子，春
意盎然，落英缤纷。

春节，我们永远的文化家园，人
类永远的文化家园！

春节，我们永远的文化家园（下）
■杨金贵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近日，由高忠严、
史小凯、蔺霄麟所著的《澄泥砚制作技艺》正
式出版。

《澄泥砚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山西省保护成果丛书之一，
由山西大学、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北岳文艺
出版社联合推出。

澄泥砚制作工艺历史悠久，源于秦汉，兴
于唐宋，明代达至顶峰。清初，受战争、市场、
工艺复杂、成品率低等因素影响，澄泥砚制作
技 艺 渐 趋 沉 寂 。 1986 年 开 始 ，新 绛 县 蔺 永

茂、蔺涛父子着手恢复绛州澄泥砚制作，并于
1991 年使这一传统技艺重现人间。

《澄 泥 砚 制 作 技 艺》 从 新 绛 独 特 的 地
域 文 化 入 手 ， 从 非 遗 保 护 发 展 视 角 切 入 ，
详细介绍澄泥砚的传统技艺，全面记录蔺
氏一门三代挖掘、恢复和发展绛州澄泥砚
的艰辛历程，观察现代社会背景下非遗保
护发展路径，进而思索澄泥砚制作技艺未
来发展之路。该书的出版对于推动绛州澄
泥砚传承发展、加强我市非遗保护及学术
研究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澄泥砚制作技艺》出版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 通讯员 张晓
鹏）春节到，花灯转，家人聚，笑声传。新春佳
节即将到来，河津市僧楼镇李家堡村的转花
灯又“火了”，非遗爱好者们巧手精心编制寓
意美好的转花灯，在展现深厚文化底蕴的同
时，让年味儿更加浓郁。

在李家堡村的转花灯非遗文化馆，20 余
名花灯制作者正加紧赶制文创产品。下料、绑
扎、裱糊、剪纸、组装普通的一架转花灯，10
个手艺人一天时间才能赶制完成。

转花灯艺术是发源并流传于僧楼镇一带
的古老民俗之一，可追溯至盛唐时期，至今已
有千余年的历史，属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转花灯的制作是由竹竿、高粱秆为材质，运用
动力、热力等物理原理，以羊油、牛油自制蜡
烛透光，用上百幅剪纸装饰灯体，经民间艺人
编制、裱糊等工序，制作发明的纸包火艺术。
借助人力的跑动与自然风力，花灯群灯旋转，
寓意前程光明、生活幸福。近年来，该村保留
了传统的艺术灯、灯套灯、多套灯三种款式，
并创新设计出船灯、车载灯等 10 余个花灯类
型，花灯观赏性和艺术性得到极大提升，转花
灯文创产品远销北京、江苏等地。

据了解，李家堡村转花灯订量已达到上
千盏，销售额十余万元。

河津：新春佳节临近 非遗花灯“出圈”

条山腹地，历山西傍，有村名曰，大

河山庄。西达深挖沟，北至盘头岭，南到

斗垛屯，东临舜王坪。方圆三十里，峰峦

叠嶂，皆属大河域，溪涧底荡；森林覆盖

广，花草遍四方；村落依山布，飞鸟绕村

翔；人间好去处，大美古山庄。

魅力大河，奇峰峻岭；幽谷深潭，霞蔚云

蒸。古韵悠长，风光殊胜；满目琳琅，奇妙无穷。

舜王坪顶，海拔至高；俯瞰群山，一

览皆小。舜耕于此，古今传奇；烧荒垦地，

野果充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象耕鸟

耘，授渔之措；推行五教，解民之惑。一代

明君，惩恶扬善；百官朝拜，百姓爱戴。

大河山村，四季宜人。春时山花烂漫，

百鸟蹁跹；夏季树绿草青，负氧盛延；秋天

气高云淡，景色尽显；冬日雪暖群山，素裹延

绵。晴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阴天雾绕山间，

犹如玉带。细雨润泽，氧吧天堂登顶历山；仰观

宇宙，俯察品类游目驰怀。山水之境，滋养万

物；鸟兽禽畜，物之丰集。药材千种，采之饮服；

补气益血，强筋健骨。木耳灵芝，菌类瑰宝，养

生之臻品，食之且寿长；核桃山珍，补脑益气，

饱满而味美，品味溢浓香；玉米小米，健脾开

胃，生长周期长，味美有营养；萝卜白菜，应季

生长，全程无公害，食用有保障。

山村人家，民风淳朴；为人厚道，邻里和

睦。民之所居，就势倚山；取石垒墙，采木做椽。

冬暖且夏凉，宜住且宜居。居之山，靠之山，乃山

之家乡；用之山，建之山，显情深谊长。

四季更迭，时过而境迁；山水依然，乡愁已

不再。山村贤士，志在四方谋发展；少时离家，干

事创业谱新篇。回归故里，两鬓白斑；感

之系之，情随时迁。后之视今，犹今视

前；世殊时异，所以兴怀。可谓：古往今

来大河山，耕读孝悌代代传；先辈荣归

魂安息，青之谦卑出于蓝。

滔滔大河水，巍巍中条山，历史

长河中，跨越逾千年。见证历代王朝

之兴废，目睹芸芸众生之命运。

大山一条河，沟通南与北；一部

山村史，串联古与今。诉说历史变迁

之坐标，记录家长里短之日新。

大河山村，水之绿，山之青，绿水

青山金不换；大河山村，人之杰，地之

灵，人杰地灵出俊才。

美哉大河水，流不尽觞曲之澹

然。自北向南，顺势而下，汇入黄河。养育众

生，不辱使命。正所谓：生命之源，养生之泉！

壮哉大河山，掩不住英雄之凛然。此起彼

伏，纵横交错，延绵不断。美丽富饶，生机勃

勃。正所谓：森林氧吧，财富宝山。

躬逢盛世，气象峥嵘；步履铿锵，逐梦复

兴。俯察大地，仰观苍穹；走进新时代，山河妖

娆；迈进新征程，跨越时空。人间有爱，岁月无

情；唯我村民，世代传承。借改革开放之东风，

架桥修路；兴开发旅游之产业，宾客如织。修

历代房舍，复古村原貌；建红色小屋，扬革命

精神。百业兴旺展风采，乡村振兴焕活力。大

河山村，更加美丽；大河愿景，更具魅力。欣赋

大河山村，怎奈才疏学浅，词穷字乏，意难表

达。谨以此赋，慰藉乡情，后之览者，必有金

声。

大
河
村
赋

■
王

刚

近 日 ，“ 中 条 山 外 的 世 界 —— 趁 年 轻
东南行”四人摄影展在垣曲县文化馆举行，
该展由垣曲县 4 名摄影爱好者，深入豫、鄂等
10 个省份，拍摄了数万张民俗、风光照片，精

选 160 余幅作品展出。图为 1 月 7 日，群众在
垣曲县文化馆观赏展览。

特约摄影 张海龙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校 对 李 楠 美 编 冯潇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