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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工艺源远流长，工艺种类繁
多，地域分布甚广，并与经济、文化、民众日常
生活有着密切而深远的联系。传统工艺在中
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在中国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手工艺之所以能延续千百年，重要原因之一就
是手艺人祖祖辈辈的代际传承。

手艺人又称“匠人”“工匠”，在中国历史上
早有记载，先秦时期的工艺类经典著作《周礼·
考工记》对“匠人”就有记载：“国有六职，百工
与居一焉。”“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北齐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中亦教导子孙：“积
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民间也流传着一句老
话：“一技在手，走遍天下。”正因如此，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手工艺都是很多人向往的职
业。即使在 21世纪的今天，传统手工艺依然
有相当数量的职业从业者和业余从业者，以此
为生或者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补充。

“传承”是匠人精神的重要属性。一代代
匠人，将自己学习、运用一生的精湛技艺手口
相传，亲自传承给子孙或徒弟。每一个工匠家
族世代相传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艺，更重要的
是传递对家族事业的那分认同与热爱、执着与
坚守，以及由此形成的一脉相承的家族责任和
文化情怀，甚至传承本身也成了“匠人精神”的
一种重要精神内涵。手艺在家族成员的心中有
着极其神圣的地位，不仅是家人赖以生存的重
要手段，更是家族凝聚力的纽带，在传承中形成
的独特家族文化也是家族精神的重要象征。

为了能对手艺人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进
而了解古老技艺在当代生活中的现状，我们在

河南地区采访了几位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人，他们分别是神垕钧瓷技艺传
承人晋晓瞳及其家人、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人
万同老店的掌门人张连生、周口秸秆画传承人
闫文军和闫玉虎父子、泥泥狗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许述章及其家人，还采访了许先
生的徒弟、周口市泥泥狗非遗传承人张华伟。
对他们的采访使我们近距离了解了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的现状，并从技艺传承和家规家训
的角度，深度感受传承背后手艺人祖祖辈辈所
恪守的行为准则和人文情怀，领略非物质文化
遗产所孕育的独特家族文化。采访中晋家钧
瓷第二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晋晓瞳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晋晓瞳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工艺美术大
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其
父晋佩章（1926.9—2008.6）被誉为中国钧瓷
泰斗，为新中国钧瓷业的发展做出了至今仍然
无人企及的贡献。认识他的人不仅会被他古
朴典雅、精妙绝伦的艺术作品所惊叹，更会为
他博大胸怀、德艺双馨的人品所折服！我们发
现，晋家技艺传承的密码不仅是工艺的延续，
更在于匠心的传承，而匠心——就是家族传承
下来的家训。“做人厚道、不争、自强，做事踏实
认真，敢于尝试，精益求精”是晋家的家训。在
对晋晓瞳及其家人访谈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
受到了家训的影响力。他深情地回忆起父亲
教育教导，父亲要他以平和豁达的心态去应对
复杂的人和事，只要静心做好自己，就能以静
制动，自然就会在“不争之争”中胜出。这种处
世哲学不正是老子《道德经》的精神真谛吗？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
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晋晓瞳先生真诚温和，平静寡言，淡定从
容；先生身着布衣，房间装修与陈设简洁沉稳，
虽然低调，却足以显示其艺术家的气质与品
位。在他谈及钧瓷制作技艺的传承与创新时，
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他内心涌动的对事业的珍
爱与执着。为了钧瓷事业的发展，和父亲一道
不断试错，勇于挑战各种困难，最终成功恢复
古代柴窑烧制技艺。为了培养第三代传承人，
一方面支持儿子读书、上大学接受现代教育，
另一方面专门为儿子设立实验室，支持和鼓励
儿子在不断尝试和失败中总结经验、提高技
艺，在技术和艺术的追求上，培养其既要脚踏
实地又要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第三代传
承人晋文龙、晋文麟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心态
平和、甘于寂寞在技艺传承道路上执着前行的
宝贵品质，而这种品质形成正是他们的长辈言
传身教的结果。

常言道：做事先做人，立人先立德。唯有
先做好人，方能谈及做好事。传统手工艺家族
式传承中特别强调伦理关系，长辈、师傅不仅
教子孙、徒弟以知识与技术，还培养其做人做
事的德行，子孙的成才尤其衣钵传人的培养往
往需要数十年的工夫。在长期的技艺传承中，
手艺制作和传承所需要的“德”也慢慢地融入
其中，这些“德”的要求不仅存在于家规家训
中，也反映到行会行规中。

家训是手工技艺实现家族传承的重要精
神基因，在某种意义上，家训家规不仅是家庭
和睦、子女成才的重要条件，是家族事业不断

发展的制胜法宝，也是艺术创作的必要条件。
我们采访的这几家手艺人都有着忠厚、朴实、
严谨、执着、勤奋的家训家规，作为最接地气的
民间知识与文化的传播者，手艺人的家风家训
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力是不可能小觑的。很多
行会行规的内容实际上是家训家规的外化。

这些家训家规和行会行规作为家庭美德
和职业道德的重要内容，有效地维护了良好的
行业秩序和社会秩序。匠心匠魂、匠人精神就
是在这些家训家规和行会行规的遵守中形成
的，匠人精神不仅仅指手工制作本身的精益求
精，更是匠人对天地万物的敬畏，忠厚、朴实、严
谨、勤奋、执着的家训家规对于形成精雕细琢、
一丝不苟、专注敬业、勤勉务实、诚实守信、求富
立德等传统工匠精神，起着重要的内化作用。

挖掘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家族传承中
传统家训文化的合理内核和重要作用，不仅是
破解非遗传承困境、培育和改进现代家风的切
实可行的方法，更是努力实现知行合一、做人
和做事完美统一的重要路径。在“快餐”文化
盛行的今天，迫切呼唤匠人精神回归，让我们
像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那样，专注一
件事、干好一件事，在平和淡定、张弛有度中将
挚爱的事业做到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享受劳
动带来的快乐，体会传承中所展现出的人性光
辉、丰富情感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立足河南
打造电影人才扶持平台
随着国内影视产业的蓬勃发展，越

来越多的影视机构、金融机构都在抢滩
影视市场，与此同时，专业人才稀缺、影
视产业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凸显得越
来越明显。有业内人士指出：一方面，
有创意有热情，掌握专业知识的大学生
缺乏资金和机会；另一方面，有资金、有
经验的影视机构缺乏创意和人才。

“以河南为例，目前河南从事影视
行业的人不在少数，但绝大部分都分散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我们希望为热
爱影视的年轻人创造一个留下来的环
境和土壤，让那些以往需要离开家乡去
寻找电影梦想的、有才华、有梦想的年
轻人留下来。”河南电视传媒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刚认为，随着科技的发展
和网络的变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成
为未来影视行业的主角，也许他们不是
科班出身，也许他们还没摸过摄像机，
没有写过剧本，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追求
电影梦想。

据 ACTION 电影计划运营总监宝
保星介绍，ACTION 电影计划成形于
2015年，是一个帮扶大学生电影创作、

职业影视机构辅导、专
业资本扶持的融合平
台，同时也是河南目前
唯一一个大学生电影人才的孵
化平台，旨在为怀有影视梦想的大学生
在影视创作上提供切实可行的帮助和
规划，帮助大学生克服资金、经验、技术
短板，拍出相对成熟的商业电影。

着眼“小、大、正”
让大学生发光、发热

今年年初，ACTION电影计划的首
部电影作品《最后一个夏天》在爱奇艺
独家上线，观看人超过百万，热门评论
上万条。目前，该计划的第二部作品
《不负青春不负卿》也已完成后期制作
工作，近期就会上线播出。这两部电影
均由本土大学生执导完成，以校园生活
为内容，展现了当代年轻人拼搏奋斗、
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

“这两部电影的投资虽然小，但参
与创作和拍摄的大学生们态度是认真
的，大家怀揣着共同的电影情怀，为观
众讲述充满正能量的青春校园故事。”
邱国钦认为，讲好河南故事、讲好中国
故事，大学生也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遵循着“小成本、大情怀、正能量”

的创作导向，ACTION电影计划按照一
部电影的标准制作流程，从剧本创作到
电影成型，为大学生配备编剧指导、监
制、摄影指导等人员和技术上的帮扶，
让一些热爱影视的大学生圆了梦。“我
们也是想通过这个平台不断发掘优秀
影视人才，未来实现平台培养人才，人
才反哺平台的良性促进效应，从而壮大
整个河南影视业的发展。”河南电视传
媒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季子华说。

强强联合
为影视新生力量保驾护航

作 为 本 土 老 牌 影 视 制 作 机 构 ，

ACTION 电影计划联合发起方之一的

河南电视传媒发展有限公司从 1979

年开始涉足电视剧制作，30 年来，创

作出电视连续剧《黄河东流去》《少林

寺传奇》《大河儿女》《焦裕禄》等近百

部优秀影视作品，先后多次获得中国

电视金鹰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

电视飞天奖等奖项，积累了丰富的影

视制作经验。

“作品再多，获奖再多也是过去式，

挖掘影视人才、留住影视人才才是关
键，把我们制作影视的经验分享给AC-
TION 电影计划的每一位电影人，帮助
大学生们制作出好电影，我们这几十年
的经验才算是有个交代。”谈及此次合
作，植根河南影视业多年的王刚颇有远
见，王刚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每一个
河南的影视人，都想把河南的影视环境
创造得更好点，形成一个健康、良性的
氛围。ACTION 电影计划就是要把这
些星星之火聚集在一起，做出声势，形
成一个凝聚、培育本土影视力量的核
心，为河南影视发展鼓与呼。”

目前，ACTION电影计划已与郑州
大学、中原工学院、中原文化艺术学校
联合，接下来还将努力争取更多的专业
制作机构和高校加入进来，共享在影视
制作、电影发行、版权交易等方面的丰
富经验，孵化以龙标片（经国家电影局
审查发给公映许可证）为主的电影项
目，并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及自身大
数据平台的有力支撑，全力协助有想
法、有创意、有执行力的大学生实现电
影梦想。

ACTION电影计划联合发起单位签约

合力搭建青年电影人才培养平台
本报记者 杨丽萍

本报讯（记者 秦华 通讯员 王信军 文/图）6
月 4日至 6月 6日，中国戏曲学院 2014级曲剧本
科班毕业（郑州）汇报演出在郑州市禧仔亲子剧
场上演。河南曲剧首批本科学历接班人——中
国戏曲学院2014级曲剧本科班18位学员为观众
带来两场折子戏专场与青春版《风雪配》，展示了
曲剧的新生力量。

有着百余年历史的曲剧是河南第二大剧种，
全国八大剧种之一，经过百余年的发展，目前曲
剧已遍布全国的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并于2006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然
而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前几年曲剧院团也出现
了人员老化、青年演员断层的状况。

为了培养更多曲剧表演艺术高级专业人才，
在省文化厅的多次协商和支持下，河南曲剧艺术
传承保护中心多次与中国戏曲学院领导沟通，希
望设立曲剧本科班。经过诸多努力，曲剧本科班
终于被教育部列入 2014年的招生计划。在经过
专业考试和高考的层层选拔后，高玉明等18名青
年演员成了 2014 年中国戏曲学院免学费的“地
方多剧种班”的本科学生。四年来，他们在中国
戏曲学院接受系统的曲剧知识和表演的学习。

4日、5日的演出中，18位河南曲剧的“黄埔
一期”毕业生们为专家和观众表演了《春草闯堂》
《麻疯女》《白蛇传》《刘全哭坟》《拾玉镯》《红楼
梦》《周仁献嫂》《寇准背靴》《陈三两》《活捉三郎》
等经典剧目选段。6日，本次系列汇报演出的重
头戏——毕业大戏《风雪配》上演。

而在 7日上午举行的中国戏曲学院 2014级
曲剧本科班毕业汇报演出专家研讨会上，中国戏
曲学院院长巴图，中国戏曲学院表演系主任王绍
军，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研究员刘景亮等省内外
戏曲界专家齐聚一堂，共话此次曲剧“黄埔一期”
毕业会演。

专家们一致认为，汇报演出让大家领略了曲
剧表演新生力量的风采，经过四年的学习，同学
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腔都更规范，让大家
看到了曲剧表演人才的后继有人。专家们还语
重心长地说，18位同学即将回到河南故乡，希望
他们能将所学更好地回馈于这片土地，让中原大
地绽放出更美的曲剧之花，助推曲剧走向一个更
加光辉美好的明天。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有着“朱
大胆儿”“接盘侠”美誉的央视主持人
朱迅近日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
随笔集《阿迅》。明日，朱迅将携《阿
迅》做客郑州购书中心，与绿城读者
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

说起朱迅，大家想到的是在屏幕
前的她，美丽、大方、优雅，还有灵动
的大眼睛，让人过目难忘。而她与嘉
宾之间轻松幽默的互动，也让人印象
深刻。但人们很少知道，这个美丽坚
强的她，曾经17岁只身赴日求学，又
从已经站稳脚跟的 NHK毅然回国，
从零开始。历时两年写就的《阿迅》
中，朱迅从自己叫“三三”的童年起
笔，以“小小”“阿迅”“朱先生”“朱迅”

“朱大胆儿”“丫头”等人生不同阶段
的称呼回望自己的来路。朱迅的写作
不避血泪与不堪，如同历经一台手术，

“盯着自己看，扎进肉里看，渗入骨中
看，透过血泪看，把细胞一颗颗挑开去

看，只有手术般的自我剖析，才能看清
真实的模样……”春妮、康辉、尼格买
提等抢先读到新书的同事都大呼朱
迅太让人心疼，春妮更是笑泪交织。
本周六下午，喜欢朱迅的读者可前往
郑州购书中心，参加朱迅新书《阿迅》
签售会，签售会不需要门票，粉丝们
均可前往郑州购书中心一楼与朱迅
面对面交流并获得亲笔签名。

本报讯（记者 秦华）为充分展示
我国改革开放伟大成就，展示我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优秀舞台艺术
成果，推动现实题材戏剧作品传播
和推广，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
展，河南省文化厅将于 6月 20日～7
月中旬举办“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
年河南省优秀现实题材剧（节）目展
演月”活动。

据介绍，此次展演是今年我省
的重大艺术活动之一，时间跨度长，
参演剧目多，有6个省直院团、9个省
辖市和4个县（区）院团参加展演，涵
盖豫剧、曲剧、越调、京剧、话剧、民
乐、四平调等多个地方戏剧种。参
与展演的21台优秀现实题材剧目将

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河南艺术
中心音乐厅、河南省人民会堂、河南
省儿童影剧院等地演出。

记者在排演表中看到，参演剧
目均为我省优秀现实题材精品剧
目 ，文 华 大 奖 获 奖 剧 目—— 豫 剧
《焦裕禄》和话剧《红旗渠》，国家艺
术基金资助项目、豫剧《常香玉》，
曾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
大精品剧目”的豫剧《香魂女》，红
色题材京剧《红灯记》等剧目将与
观众见面。

据了解，我市将有两台剧目参
与此次展演，分别是郑州市豫剧院
的豫剧现代戏《老子·儿子·弦子》和
郑州市曲剧团的曲剧《啼笑皆非》。

远离闹市的《快乐星球》拍摄基地，优雅又
静谧，在这里，我们如约见到了导演张惠民。
湖边树荫下的平地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
壶茶，一上午惬意地交谈，让记者不禁感慨：从
2003年开始拍摄《快乐星球》，到如今将要推
出电影《快乐星球之三十六号》，15年来，张导
守着一颗匠心，打拼在名利场比较严重的影视
业，也正是这颗匠心，让他一直在“一根筋”式
地为儿童科幻剧奔走，这也正如他在微博上的
签名“一位为一部儿童科幻剧守望十五年的
人”，可谓良心入影剧如人。

“我们国家虽然是影视大国，但儿童科幻
剧的产量却非常少，就连我的孩子小时候看
的都是国外动画。”面对这一现状，张导很
是痛心，“儿童通过动画片、电视剧感知世
界，这种形式的文化渗透力量其实是很强
大 的 。”他 希 望 通 过 儿 童 最 容 易 接 受 的 方
式，打造属于自己的作品，向他们传播中华
文化价值。

15 年前，面对没有市场、有行业没产业

的儿童科幻剧，张导选择迎难而上，怀着一
颗朴素的热爱之心，拍出了当时影视界“最
长寿”的电视剧：《快乐星球》从 2004 年开始
在中央电视台八套热播，一直延续到 2017
年第五部播出，13 年来广受青少年学生喜
爱，成为他们成长中的美好记忆。

张导向我们回忆道，在 2003年筹备拍摄
期最困难的时候，他就曾对所有工作人员

“夸下海口”：“我们要做一部十年之后还有
重播价值的剧，还有生命力的剧。”15年如一
日的坚持不懈与潜心研究，他终于遂愿，一
代人或者更多的孩子在他编织的大梦下，得
以茁壮成长。

为了最大限度地传播快乐，让孩子们留下

美好的回忆，张导告诉记者他一直将《快乐星
球》定位在“儿童演、演儿童、儿童看”这九个
字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张导非常注意倾
听孩子们的想法。“只要孩子说不好，这一场
我们就换剧本重新再拍，直到孩子满意。”除
了倾听孩子的反馈意见，张导还会在片场观
察孩子的反应，“如果我看到孩子在拍摄的时
候并不兴奋，那说明这个剧本是有问题的，连
小孩他们自己都不喜欢，这样的儿童剧肯定
也是不合格的。”

15年后的今天，《快乐星球》依旧能在央
视重播，这正是他坚守的价值：“回过头来看，
我觉得这样的创作过程是值得的，这种坚守和
追求都是对的。”让儿童审阅他们自己的儿童
剧，张导觉得这是检验儿童剧最直接也是最纯
粹的方法，他一直坚守着这一标准，15年守着
一颗匠心，精心审视每个镜头，精心打磨每个
剧本，也正是在这反复地打磨剧本中，走出了
属于自己的辉煌与成就，构筑出了属于我们自
己的文化高地。 本报记者 于 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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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河南本土影视力量，搭建青年人
才培养平台。昨日上午，河南青年电影人才培养平台
——ACTION电影计划联合发起签约仪式在我市举
行。河南独立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河南电视传媒发展
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在ACTION电影计划这一平台基础
上，他们将共同为怀揣影视梦想的本土
大学生们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