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刊·文化 06
2024年5月1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王捷 / 美编荆星子 / 校对赵泽艳 / E-mail：ycwbwh@126.com

运城晚报讯 4月27日，今年83岁的永济
文化学者祁世坤将他主编的《祁氏家谱》捐赠给
永济市档案馆，永济市档案馆馆长史雪峰对此
表示感谢。

祁世坤是永济市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
在原铁道部永济电机厂从事党的宣传和理论教
育工作，高级政工师，中国柳宗元研究会理事、

《柳宗元研究》编委。退休20多年来，他怀着对
家乡、对故土的深厚感情，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讲好永济故事，致力于提高与普及柳宗元文化，
深入研究柳宗元的民本思想，著有《走近柳宗
元》《舜都情思》等作品，描写了柳宗元对家乡的
殷殷深情，对故土的拳拳思念，以及炽烈的河东
情结，阐发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和重要思想。闲暇
之余，祁世坤约集族人，搜集资料，耗时数年，花
费无数心血，潜心根祖文化，编著《祁氏家谱》，
让同族子孙后代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何处去。

近年来，永济市档案馆积极打造“接待热
心、解答耐心、查档用心、服务贴心、群众舒心”
的“五心窗口”，率先实现“7×24 小时”不打烊
查档服务，完成重点档案、民生档案等 12 万卷
637.1万幅全文扫描工作，用“小档案”惠及“大
民生”，馆藏档案总数突破20万卷，数量位居山
西省县级馆前列。 （张兴平）

《祁氏家谱》入藏永济市档案馆

运城晚报讯 近日，芮城籍演员尚国伟参
演的江苏省首部反映乡村振兴题材的现实主义
院线电影《老有所乐》，在江苏盐城杀青。

该电影由江苏省盐城广播电视总台联合盐
城冉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本片讲述
的是李冬明（唐灵隆饰）扎根基层、勇担使命、守
正创新，与大学生村官康慧云（郭晶晶饰）一道
带领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反腐倡廉、攻坚克
难，让乡村旧貌换新颜的民生新质生产力的故
事，充分展示了新时代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风
貌。影片人物造型独特，故事生动曲折，感情真
挚丰富，看点颇多，别有趣味。

芮城籍老戏骨演员尚国伟在片中饰演“破
落户”文三炮。为贴合角色形象，2月份接到剧本
后他一个月减重 12 公斤，并留起长发和胡子，
还走访当地村民，寻找适合的衣裤鞋子。他多次
通读全剧剧本，撰写人物小传，认真揣摩角色，
并与村民成为朋友、融为一体，让拍摄时的人物
关系更自然贴近。“作为演员就是要深入实际、
了解或体验生活，多向村民请教和学习，与大家
交心交朋友，不耻下问，这样才能积累更多经
验。”尚国伟说。

据悉，本片正在后期制作中，力求早日上
映，为国庆75周年献礼。 （董应赞 常小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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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现场

□记者 王捷

春日好时光，也是放飞风筝的最
好时节。关公风筝、蝴蝶风筝、锦鲤风
筝、青蛙风筝等各式各样的风筝装扮
了运城上空，为河东大地增添了一抹
抹亮色。

河东风筝根植本土特色，融“民
俗研究、文化艺术、体育健身、旅游休
闲”为一体，是我省风筝中唯一获得

“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
广项目”“中国体育文化旅游精品项
目”“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等荣誉的。其发展与推广，离不
开山西省风筝协会副主席、运城市风
筝协会主席、中国体育非遗项目风筝
传承人、山西文化非遗风筝项目传承
人李汝珍。近日，记者走近李汝珍，了
解了他是如何用风筝这一载体推介
运城文化、传播运城声音的。

鹞鹰风筝系民生

1953年出生的李汝珍，受祖辈纸
扎技艺的影响，从小就喜爱风筝，特别
是1976年从事群众文化美术辅导工
作后，接触到很多风筝老艺人，也遗憾
民间风筝艺术的濒临灭绝。出于本职
工作的需求和历史责任感，1981年初
他开始挖掘整理和研究河东风筝。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他发现河东
是中国风筝发源地，鹞鹰是河东风筝
最原始的形象特征，堪称“最早飞行
器”。“河东人与风筝有着四千多年的
历史情缘，河东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发
源地之一，史料中早有因农事需求

‘昔舜制风鹞以恐田雀’的记载。”李
汝珍说，河东先民就是发明了“风鹞”
这种人造飞行物，来驱赶鸟以保护庄
稼免受侵害，它是河东人勤劳与智慧
的结晶。

李汝珍在多方翻阅史料后得知，
风鹞后又演化为期盼的“要丰”之意，
人们祭祀时借以祈求年年吃穿不愁、
富贵平安。特别是清末民初以来，河
东人把“风鹞”“要丰”与“鱼”“余”紧
密联系起来，派生出用“鹞鹰”风筝空
中钓鱼的民间趣味游戏。大伙共同分
享这一欢乐过程，然后集体野炊，寄
托了河东人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从最初护佑丰收，到表达心愿
祈求丰收，再到欢庆丰收，风筝寓意
的延伸发展，真切地体现了河东人的
勤劳智慧和向善、向美、向上的文化
情怀。”李汝珍说。

李汝珍根据相关史料和传统民
俗撰写了一篇名为《河东风筝的渊源
与特色》的论文，于1992年在省群众
文化理论刊物《研究与辅导》发表。随
后，他又参加了全国风筝理论研讨
会，论文荣获一等奖。

1998年，李汝珍制作了一个河东
特色的巨型鹞鹰风筝，在运城舜帝陵
景区展出，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近年来，他又相继制作了一批微型的
鹞鹰风筝，在乡村文艺大舞台上进行
室内放飞表演，展现传统河东风筝的
现代魅力，赢得父老乡亲们的点赞。

2018年，李汝珍与山西中农乐农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与数千名
农民朋友一同带来了一场庆祝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的传统风筝表演，除
了鹞鹰风筝，还增加了金鱼、五谷、苹
果等风筝，以此营造出一派欢乐庆丰
收的壮观情景。

关公风筝传友谊

运城是关公故里，关公的忠义精
神深深浸润了河东大地。早在 1988
年，李汝珍作为山西风筝队的美术设
计兼运动员，就代表我省高举关公风
筝首次亮相潍坊国际风筝会开幕式。

“关公是运城乃至山西的标志，
所以当时我决定精心设计一款关公
题材的风筝参赛。”李汝珍说。在设计
制作上，他费了很多心思，采用硬、软
翅结合的造型，骨架由竹条加热扎制
而成，再用麻纸蒙面，以传统染色作
画，着重体现关公骑马的威武雄姿。

紧接着，他又携关公风筝首次亮
相在北京举行的中外风筝邀请赛上，
引起国内外朋友的极大兴趣，也让他
有机会与国内外“风友”们一起切磋
技艺、互动交流。

1992 年在天津举行的全国风筝
锦标赛上，李汝珍带着特制的布艺关
公脸谱风筝参赛。这次，他主要突出
关公面部，采用“河东刺绣+剪纸+皮
影”的手法，以点、线、面结构和黑、
红、绿大色块相结合，华丽地展现了
关公的忠、义、仁、勇形象。而“关公”
也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荣获单项第一
名的好成绩，也让更多人对关公、对
运城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还制作过“板子+软翅”型的关
公脸谱风筝，用红、黑、绿三色装饰，
表现关公特有的形象和气质。这个风
筝参加上海国际风筝旅游节时，不仅
引来外国友人和中外媒体的关注，还
捧回了“最佳表演奖”的国际荣誉。

李汝珍还根据参赛地与关公有
关的文化特质，制作特有的风筝。比
如，成都是三国时蜀国腹地，关公曾
辅佐刘备为蜀国建立立下汗马功劳，
深受当地人崇敬。在成都举办的国际
风筝大赛上，他特意制作了一个硬软
翅结合、形若门神的关公风筝，以丝
绸为面料，用工笔重彩绘，表现关公
身着威武铠甲、肩披鲜红大袍、脚踏
七彩祥云的形象，并在彩云上书写

“关公蜀国故地游”7个大字；河南开

封是包公故里，在参加开封举办的全
国风筝交流活动时，为进一步增进两
地的人文交流，他特意制作了关公脸
谱和包公脸谱形象的“天下二公”串连
风筝，忠义正直的情感相连、特别的创
意，使两地人产生了情感上的共鸣。

关公风筝也加深了运城与其他
地方的交流。在太原举办的全国风筝
表演赛中，运城、湖北风筝两队不约
而同都制作了大型脸谱“关公”参赛，
从此两队因“关公”结缘，十多年来一
直交往甚密，共同探讨关公风筝制作
技艺，不断扩大交流合作。

李汝珍制作的关公系列风筝还
屡次亮相全国体育文化、体育旅游博
览会，成为代表我省的一大亮点，为
进一步增强与各地的友谊、推动运城
对外交流合作，发挥了独特作用。

多彩风筝促文旅

运城有着众多文化名片，李汝珍
也从没放弃创新制作运城特色风筝。

近年来，他制作了一条条河东
“龙的传人”风筝。除了精美的龙头
外，还在龙身一个个串连的风筝片
上，用“工笔重彩+剪纸”的形式，表现
了从远古到清末的99位有影响力的
河东历史名人，取永久流传之意。

凤凰是幸福美好的象征，也是运
城的地标形象。李汝珍创作的七彩凤
凰风筝有数种，小的如手掌，大的有
80平方米，都有美丽的好运之城正展
开双翅，喜迎八方宾客的寓意。

为积极配合运城文化旅游，宣传
美丽运城盐湖，李汝珍特意选用古人
为盐池创造的专用文字“盬”字，设计
制作了一个大型软体七彩的“盬”字
风筝，下坠一华丽条幅，上书“盬从河
东来，七彩盐湖美”10个醒目大字，放
飞时气势颇为壮观，也让游客了解了
运城盐湖。

在我市举办国际果品交易博览
会期间，为了宣传运城苹果，他制作
了18米长的“苹果”串型风筝，上面写
着“福禄寿”吉祥大字，下坠“运城苹
果甲天下”条幅，对外宣传运城品牌，
用放飞风筝的形式为运城商品代言，
不断探索为河东经济赋能的新模式。

30 年来，李汝珍积极配合运城
“文化+体育+旅游”，创作了“鲤鱼跃
龙门”“鹳雀楼”“西厢记”“永乐宫壁
画”等风筝，参加全国、国际性展会、
表演和比赛，不断展现运城文化特色
和魅力。

正是由于他多年来的执着追求，
运城风筝得到了传承与创新，先后被
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中国体育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中国体
育文化旅游精品项目”“山西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等。

而今，李汝珍依旧在尽全力推广
河东风筝，不断推进河东风筝进校
园、进景区、进社区、进乡村、进赛场
等，谋划打造河东风筝文化产业，先
后在运城学院、康杰中学等数十个单
位建立基地，持续开展研学活动。

“运城风筝作为我市唯一的中国
体育非遗项目，像一条连接情感的纽
带，连接着国内外友人，又像一个富
有灵气的使者，向世人传递着美好愿
望，展示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运
城。”李汝珍说，用特色风筝讲好运城
故事、助力文体旅游经济，这也正是
他一直坚持努力去做的意义所在。

用风筝推介运城文化
——运城市风筝协会主席李汝珍创作谈

▲李汝珍制作的关公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