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块工艺考究的年画
雕版，一叠洁白如玉的宣
纸……朱仙镇木版年画万同
老店的第四代传人、省民间
艺术家张连生将“作坊”搬到
了炎黄二帝塑像下。能近距
离看朱仙镇木版年画的现场
制作，让来自海内外的嘉宾
连呼过瘾。不少人索要名
片、购买年画以作收藏。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60 多岁的张连生从小研习
木版年画的制作，如今他收
藏的雕版有近千块，包括明
清时期的古版，儿子在他的
熏陶下也成为万同老店的
第五代传人。

对于这些价值连城的雕
版，张连生说，做木版年画没
有太多利润，主要是一种继
承，这些手艺都是老辈儿传
下来的，不能放弃！

镜头四 祖辈手艺不会丢

“真美啊！”昨日，新乡“绣
娘”王信贺的作品刚在展览现
场挂出，就引来一片赞叹。娇
艳欲滴的花朵似乎在风中摇
曳生姿、温婉清幽的少女好像
就在身旁……如此精美的刺
绣画卷，很难让人移开目光。

王信贺原籍江苏，自幼深
受家乡刺绣文化的熏陶，40余
年来，她将国画、油画、摄影等
艺术手法与刺绣工艺巧妙结
合，创作了大量的江南水乡、

花卉动物、人物肖像等苏绣作
品。山水能分远近之趣、楼阁
具现深邃之体、人物能有瞻眺
生动之情、花鸟能报绰约亲昵
之态，形象生动，逼真传神。
作品图案工整绢秀，色彩清新
高雅，针法丰富多变，绣工精
巧细腻。

王信贺说，参加文化周活
动，主要是为了把刺绣的美带
给来自海内外的朋友们，借此
表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听说黄河风景名胜区要
举行炎黄文化周活动，有很
多民间艺术品出售，很多市
民一大早便赶来了。

“这个面人怎么卖？”“这
个银饰能不能优惠点？”……
看着琳琅满目的民间工艺
品，来自金水区的李大妈一
边讨价还价，一边向记者介
绍着这些民间艺术品的出

处。“汴绣是从北宋的宫廷刺
绣演变而来的，是我国五大
名绣之一。”

李大妈告诉记者，她非常
喜欢收集民间工艺品。“每一件
民间工艺品，记录下的都是一
段历史，收集的过程，也是在熟
悉我们民族的历史。”她笑着
说，“这里的艺术品种类很多，
我这算是来‘淘宝’的。”

三国人物活灵活现、卡
通人物逼真可爱……来自南
阳的张玉科师傅被业内人士
称为“面人张”，他制作的面人
特点是逼真且长时间保存不
坏不裂。精美而实惠的“面
人”在炎黄文化周上热销。

“捏一个面人也就一小时
左右，但等它晾干、称为作品还
得等一天！”带了30多件成品
的张玉科没想到面人会如此
火爆，他告诉记者，不到半小时

已经卖出了10多件，关羽、张
飞等三国人物已经脱销。

谈起面人，张玉科说，在
南阳农村，有些人农闲时候
捏些面人走街串巷地卖，捏
的都是农民熟悉的民间传奇
故事人物，但现在很少见了，
许多面人师傅都改行做了别
的。他最担心的就是手艺的
失传，儿子都不愿意跟他学
捏面人，会捏面人的人已经
越来越少。

镜头六 活灵活现小面人

镜头一 千人共唱《黄河颂》
开幕式上，在炎黄广场

祭坛南半部分，来自河南少
年先锋学校的千名学子，身
着汉服，在著名男中音歌唱
家袁晨野的领唱下，合唱《黄
河颂》。

该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学
校注重国学教育，教育孩子读
经典、知礼仪、做君子、修品
德，参加炎黄文化周活动，对
于孩子们来说，是一次难得的
体验过程。

早上 6点多，孩子们就已

经到达现场，与袁晨野老师
合练，进行热身。正式演出
开始了，孩子们神情专注，目
光清澈，时而浅吟低唱，时而
放声高歌，庄重之中掩饰不
住少年儿童的活泼与朝气。
现场嘉宾们也沉浸在美妙的
乐曲声中。

接受记者采访时，学生
邵闯创说，炎黄文化周神圣
的仪式更激发了自己的民
族自豪感和学习历史文化
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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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马艺波 杨学栋 校对 邢廷惠

电话 67655289 E－mail：zzwbty＠sina.com绚彩文化之

8000年裴李岗圣火、6000年大河村文化、5000年华夏史诗、3600年商都文明……亘古
以来，在中原这片古老的黄土地上，上演着一幕幕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接力”。昨日，万名海
内外炎黄子孙来到黄河风景名胜区，参加第二届中国郑州炎黄文化周开幕式，在仰望炎黄二
帝巨塑中重温5000年中华民族文明史，在聆听大河涛声中感受母亲河悠远绵长的脉动。

炎黄二帝是中华人文始祖，5000年中华文明之所以百折不挠而一脉相承，生生不息，重
要原因是拥有一个永恒的民族认同，无论何时何地，中华民族都视自己为炎黄子孙。在昨
日举行的本届炎黄文化周开幕式上，众多海内外华人从气势宏大的黄河御林军仪仗表演中
感受历史沧桑，从千人共唱《黄河颂》中汲取崛起力量，从原汁原味的民俗表演、民间绝活中
体味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聚焦活动现场，本报记者采撷到一个个精彩镜头，感受到一缕缕
温润的文化情思。

叼着旱烟袋的老汉、留着
“茶壶盖”头的小孩子、挎着竹
篮子的老大娘……一个个泥
塑人物憨态可掬，活灵活现。
郸城张振福的泥塑作品吸引
了大批游客驻足观看。

张振福的作品，绝大部分
表现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的豫东农村生活。作品撷取
普通百姓生活中最具动感的
瞬间，人物造型古拙、夸张，多
半眯着小眼，咧开大嘴，一副
笑眯眯的憨态，表现出的却是

农民历尽沧桑后的满足、希
望、苦中作乐。张振福手中的
泥土是厚重的，粗粝的表象背
后是细腻、敏感、丰沛的精神
世界，再现了黄土地上快要消
失的民俗风情。

对于张振福的泥塑，有人
说它俗，而且是大俗；有人说
它雅，而且是大雅。但无论是
说它俗的人，还是说它雅的
人，都是用喜爱的眼神或瞧着
它或盯着它，一副回味无穷的
样子。

镜头五 逼真传神泥塑像

金盔金甲罩红袍，利剑长
戟显威仪。开幕式现场，一个
由110名表演者组成的方阵，
伴随着雄壮豪迈的音乐，时
而来回穿梭，时而摆出造型，
演绎出一幅幅精彩的画面，这
就是黄河御林军仪仗表演。

作为此次炎黄文化周活
动中一个特色表演，参演黄
河御林军仪仗表演的演职人
员，均身披金甲，外罩红袍，
手持剑戟和旗帜，装扮成中

国古代武士。6 辆古代战车
和6门古代火炮道具，更彰显
出这支队伍的威武和雄壮。

黄河御林军仪仗表演再
现了几千年前这支队伍的威
仪，更成为炎黄广场上一道
独特的风景线。“这样的表演
太雄壮了，让人看了以后有
一种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一
位观众兴奋地告诉记者。

据了解，文化周活动期
间，仪仗表演上、下午各一场。

镜头二 威武雄壮御林军

开幕式上，炎黄文化周图文
展吸引了众多海内外来宾，整个
展区主要包括炎黄知识图文展、
百家姓、全国炎黄景区联展和感
动中原人物展等内容，精彩的图
片和鲜活的文字让人们真切感
受到炎黄文化的博大精深。

据了解，此次展览共展出
500多幅作品。书画展区包括范
曾、李铎等名家作品；炎黄二帝知

识展区集中展示了炎黄二帝的
诞生和历史功绩等；感动中原人
物展区是今年的一个亮点，展出
了 2002年至今感动中国的河南
籍人物及感动中原的优秀代表。

在展览长廊，嘉宾纷纷拿出
相机，拍下珍贵镜头。大家三五
成群，互相簇拥，眼里闪动着欣
慰与期盼。一位姓张的嘉宾告
诉记者，炎黄文化源远流长，他

希望图片展能够继续办下去，有
关资料更要好好收藏、保存。

在百家姓展区，不少人在寻
找自己姓氏的起源，中国艺术家
交流中心执行主席魏振武正在
拍摄“魏姓起源”。他告诉记者，
此前他对姓氏来源并不了解，这
次回郑州拜祖收获很大。“这不
仅仅是知识的收获，更是一种精
神的归属。”魏振武说。

镜头八 多种展览备“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