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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那是一条‘鲨鱼’，是老人自己
做的，有很多老人都自己做风筝；那条‘章
鱼’是买的，少说也得八九百块钱。”6 月 2
日下午 4 点，家住新郑市毛园社区的张水
木边指着天上放飞的风筝，边对记者说。
凭着自己多年来对风筝的钻研，他能一眼
就看出风筝的“出身”和“身价”。

张水木，今年 71 岁，已有十几年制作
风筝的历史。提起自己与风筝的情缘，还
得从小时候说起。那时候的他看到有人
放风筝，心里痒痒的，就尝试着自己做一
个。用纸糊成风筝的造型，用水彩笔给风
筝涂上颜色……可他做一个，飞不起来；
再做一个，还是飞不起来……连续做几
个，风筝都飞不起来，让他很是泄气，可又
不甘心，就掏钱买了一个，这在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算是一件奢侈的事情。之后，他
再也不舍得买风筝，可制作风筝的念头在
他心里慢慢地生根发芽。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张水木又有了
做风筝的念头。一次，他在书店看到《风
筝的制作与放飞》后，如获至宝，买回家中
潜心研究，慢慢实践。随后，他又买了《扎
风筝和风筝的放飞》，渐渐地对做风筝了
如指掌。他准备好竹篾、胶水、剪刀、天
平、矬子、三角尺、量角器等工具，用废弃

的广告布制作成一个个惟妙惟肖、形象逼
真的风筝。

为了制作风筝，他自己学会了用缝纫
机将各种颜色的布缝在一起，学会了捏
起绣花针缝布，学会了调和颜色，学会了
精益求精……实践出真知，有了“功底”

后，他就忙得“一发不可收拾”。60 多岁
时，他经常通宵制作风筝；他曾抽空花了
十多天的时间做了一个 30 多米长的风
筝。看着风筝在天上自由飞翔，老人的心
别提有多高兴。老人说，他屋子里摆满了
各种各样的风筝，自己制作的不下30个。

“现在，制作风筝简单多了，用碳素
杆、白布等材料就做成了，没过去那么复
杂。”张水木介绍道。做风筝要掌握四大
要领，体轻、平衡、对称、风道。只有这
样，它才能在天上飞得又稳又高。“卖风
筝的不一定比我们有经验。一个人的风
筝有问题了，大家就聚在一块儿讨论讨
论，找出问题的原因。”和他在一块儿放
风筝的人有很多，张大爷表示，这么多年
来和大伙儿一起放风筝，益处多多。“健
脑，激发思维；锻炼身体，增强体力；陶冶
情操，娱乐健身……”张大爷拿出自己总
结的材料，对记者说道。

十几年来，他一直酷爱着这个艺术，
经常到外地参加风筝比赛，并多次获得
奖项。他与同行交流经验，积极汲取外
地先进艺术，赋予风筝灵魂与活力，使得
风筝制作的范围更加广泛，造型更加别
致生动。

随着岁数越来越大，张水木坦言，现
在制作起风筝，会感觉身体累。但是，有
时候，他在旅游景区，或是深巷古街，或是
风筝比赛赛场上，看到心动的风筝，他依
然会动手制作。废弃的广告布经过他的
量、剪、缝、涂，再辅以各种材料扎、糊、绘、
试后，就成了一个个展翅高飞的风筝。

指尖秀“绝活”巧手做风筝
本报记者 尹春灵沈磊 文/图

凤台寺塔
凤台寺塔位于新郑市区南双洎河（古洧

水）南岸的高台之上，地处郑韩故城内。该
塔现保存较好，于 1986 年被列为河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

凤台寺建于宋朝，距今 1000 多年。据
新郑县志载为宋元丰三年建，但据塔上题
记和建筑风格可以看出该塔建筑年代为北
宋中叶。明代嘉靖四十年洞林寺僧重修
过。凤台寺塔处按旧志载“俗乎凤凰台，
建寺其上，曰凤台寺”，寺内有佛殿、僧房
等殿宇辉煌。塔在寺内，今寺已毁，唯存
此塔。

凤台寺塔是一座六角九层叠涩密檐式
砖塔，高 19.1 米。塔身呈圆锥体，由水磨青
砖砌成外壁，灰浆添缝，造工精细，古朴雄
伟，甚是壮观。塔分塔身、塔刹和地宫三部
分，塔身台基下面筑有地宫，用以供置舍利

子或安葬和尚。

华阳故城
华阳故城位于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村

东北，郑新快速通道经华阳故城西墙外侧
通过。1986 年，华阳故城被列为河南省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经考古调查和发
掘，发掘面积 2500平方米，发现故城周围环
绕护城河、防御墙、城壕等重要遗迹。同时
在城南发现有丰富的商代二里岗期、龙山
文化遗存，城东及东北部为西周时期遗存，
城壕上层还出土有仰韶时期遗物。

据文献记载，西周已有城邑，是古华国
都城。华阳故城春秋属郑，战国归韩。秦
灭六国后堕城毁门，华阳故城遭到严重破
坏。隋代伊斯兰教徒入住城内。唐以后对
城墙整修，局部增高并增加马面设施。宋
时，相传周世宗柴荣女柴郡主每年前来祭
奠其父，都在此城内卸下佩饰和凤冠，换上
素服前往。因此，华阳城又叫卸花城。清
咸丰年间华阳寨村建清真寺，整修南门，门
上刻青石匾额“古华邑”。

人和寨遗址
人和寨遗址位于新郑市辛店镇人和寨

村西，该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是一处包
含龙山文化、新砦期文化、夏、商文化以及夏
商城址在内的多时代遗址。2006年，其被列
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该遗址于 1985年在文物普查过程中被
发现，2003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
遗址调查时，发现遗址东部是一座夏商时期
的古城址，遗址西南部是龙山文化遗址。从
龙山文化、新砦期文化、夏、商文化到秦汉以
后，前后经历了 4000多年之久，这在中原地
区的古聚落和古城址中都具有其独特性。
今遗址东部被人和寨村庄所压，其余大部为
农田和荒沟（即自然沟）。

望京楼遗址
望京楼遗址位于新郑市新村镇望京楼

水库附近，于 2006 年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
护单位。

该遗址属夏、商时代遗址，面积约 12万
平方米，包含有偃师二里头、郑州二里岗文
化内涵，遗物十分丰富而具有代表性，对研
究夏、商文化具有特殊的历史研究价值。从
这里征集、采集的青铜器造型精美，铸造精
良；玉器选料讲究，雕琢精细，具有代表性，
不仅为夏商时期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

物资料，还反映了这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
平。同时望京楼遗址地理位置特殊，距商代
的都城郑州不足 40 公里，应为商王朝的畿
内之地，因而对郑州商城具有重要的研究学
术价值。

苑陵故城
苑陵故城位于新郑市龙王乡龙王村

西北部，2000 年被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
单位。

故城分为东西两城，清乾隆四十一年
《新郑县志》载:“今县东北三十五六里，有
二城相连，其西苑陵，东则制城也。与《左
传注》、《汉书》、《水经注》之说相符。”东城
即制城，其东、南、北三墙无存，部分地段存
有墙基。苑陵故城四周城墙以东墙、北墙
保存较好，西墙、南墙保存较差。整个城墙
夯筑而成，在北墙的东段中部和西段中部
及东墙南北两端筑有马面 4个。

据《元和姓纂》记述，商代商王武丁曾封
其子文于苑（即苑陵）为侯爵，世称苑侯。秦
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秦始皇十七年
（公元前 230年）在今新郑市东北设苑陵县，
治所苑陵城。自西汉至唐，历代为苑陵县
治，唐以后并入新郑县。

一道亮丽的
文化风景线

——新郑市广场文化活动述评
赵聪聪

如果说广场是一个城市的眼睛，那么透过这双眼睛，我
们可以找到属于这个城市的旋律，可以发现这个城市所彰
显的个性。而使广场散发这些特质的正是具有浓郁地方特
色和生活气息的广场文化活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新郑
市的炎黄广场、百家姓广场以及轩辕湖湿地文化园等一些
大型公共文化设施，既是城市景观，也是新郑市民休闲的好
去处。这里是市民晨练的场所，是戏迷吹拉弹唱的舞台，是
孩子嬉戏玩耍的乐园，特别是每年举办的广场文化活动极
大地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在这里，市民感受着城市的
发展变化，也享受着文化发展的成果。

说起新郑的广场文化活动，就不得不给大家介绍一下
“欢乐中原·魅力新郑”百姓大舞台广场文化活动。该活动
以炎黄广场为依托，在每年5月份至10月份进行演出，每周
两场。每场节目主题鲜明、形式多样、贴近群众、时代气息
浓郁，戏曲、歌曲、舞蹈，相声、小品、笑话，魔术、杂技、武术，
诗歌朗诵、健美操表演、评书、东北二人转、器乐合奏、时装
秀、大合唱，各种艺术形式应有尽有。

每到活动上演时节，广场上就会人山人海，人头攒动，
歌声、笑声此起彼伏。该活动不仅满足了市民群众欣赏文
化艺术演出节目的需求，同时还给他们搭建了一个学习文
艺知识、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

在这项活动的引领和号召下，全市的群众文化活动也
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局面。在炎黄广场、百家姓广场以及市
区星罗棋布的街头游园，富有传统民族特色和时代气息的
腰鼓队、秧歌队、太极拳、健身操、交谊舞、民乐队、戏曲票友
会、炎黄歌友会，个个争奇斗胜，处处欢歌笑语，把新郑市区
演绎得激情飞扬、活力四射、和谐有序。

在新郑，广场文化活动不单单提高了普通老百姓的精
神文化生活质量和审美情趣，还提升了城市品位，营造了健
康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喝酒打麻将、游手好闲寻衅滋事
的人少了，孝老爱亲的人多了，邻里和睦了，干群亲近了，矛
盾化解了，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学校等内部人心齐了，社会
和谐了，人民的生活也都快乐了。

文化像春雨，悄然地滋润着新郑人的心灵，也提升着新
郑人的幸福感。如今新郑的广场文化活动不仅走进了群众
心里，而且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催生了文化产业的蓬勃
发展，越来越多的市民、单位也正以极大的热情支持参与这
项“民心工程”，对促进新郑群众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提
升城市文化品位、构筑平安和谐新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小小画笔绘就七彩梦想
“‘江山多娇 梦想花开’‘六一’少儿书画

大赛暨作品展”成功举办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通讯员 田爱芳 高艳峰）“太
阳公公笑着，小伙伴们在大树下做游戏。”近日，在
新郑市文化馆文化艺术展厅内，该市 7岁的张梓阳
边欣赏厅内的一幅儿童画，边对家长讲解自己对图
画的理解。

据悉，为庆祝“六一”儿童节，新郑市举办了“江
山多娇 梦想花开”“六一”少儿书画大赛暨作品展，
自 5 月份宣传发动以来，共征集到书画作品近 300
幅，专家组评选出精品90余幅。

此次活动于6月1日在新郑市文化馆文化艺术
展厅内开展，展出时间为 6 月 1 日至 6 月 20 日。展
览的书画作品包括少儿油画、国画、儿童画和书法
作品，参赛选手们从多层次、多角度描绘出自己心
中的美丽家园与七彩梦想。截至目前，每天展厅内
都迎来很多观众，尤其是儿童节当天，观众更是数
不胜数。孩子们或自己来参观，或家长带领。一幅
幅内容积极向上、充满童趣的作品，吸引了观众的
眼球。他们有的凝神思考，有的驻足观看，个个兴
趣盎然，艺术展厅内一派热闹景象。此次活动，不
仅展示了少年儿童的精神风貌，还使广大市民接受
了艺术的熏陶。

唱响擂台戏迷乐
新郑市“馨艺苑”戏迷擂台赛第二期圆满结束

本报讯（记者 昊涵 高凯 通讯员 高艳峰）“花木
兰羞答答施礼拜上……”近日，在新郑市炎黄广场
上，字正腔圆的唱词赢来热烈掌声。要是你以为台
上的“主角”们是著名的戏剧家，你就错了，他们是
痴情戏曲的新郑戏迷。经过精心准备，20名戏迷为
大家带来了听觉盛宴。

据悉，此次听觉盛宴是“‘和谐社区·温馨家园’
‘馨艺苑’戏迷擂台赛”第二期决赛，它得到了社会
各界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共有 90 余人报名参
赛，他们中有工人、农民还有自由职业者，其中年龄
最大的 70 余岁，最小的 20 岁。在报名参赛的选手
中抽签决定本期的 20名，通过之前的预赛，评出 12
名优胜者进入决赛。

选手们通过三轮激烈的角逐，最终宋丽以《花
木兰羞答答施礼拜上》选段荣获了大赛的一等奖，
赵留彦、孙艳萍荣获二等奖，赵艳凤、白丽霞、李松
山获得三等奖，曹瑞霞等六名选手获得优秀奖，本
次擂台赛画上圆满的句号。

戏迷擂台赛，想唱你就来。为丰富活跃群众精
神文化生活，发现和培养优秀戏曲文艺人才，新郑
市定期举办戏迷擂台赛，为广大艺术爱好者搭建一
个交流的平台。很多市民都说，他们经常来观看擂
台赛，这比电视上的演出更有现场感，来这儿看戏
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

小小艺术节 快乐无穷大
外国语小学第四届校园艺术节异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边艳 高凯 通讯员 毛林英）近日，
新郑市外国语小学举办“我的节日我做主”为主题
的第四届校园艺术节。本届艺术节的节目大部分
来自于学生的自导、自演。经过班级赛、年级赛、学
校赛等层层选拔后，评选出 21个节目、60余幅书画
作品参与本次的展示和角逐。活动现场火爆异常：
舞蹈、故事、葫芦丝演奏、小提琴演奏、戏剧选段、街
舞表演等节目激情四射，引得台下阵阵喝彩。水粉
画、国画、书法等作品也熠熠生辉，博得领导和家长
们的一致赞美。

本次活动赢得与会领导和学生家长的高度评
价，学生也纷纷表示：这样的节日是他们的最爱！
该届艺术节充分发掘学生潜能，助推学生个性特长
发展，有力地营造出轻松、快乐、和谐、上进的节日
氛围，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起到助推作用。

芒 种
尹春灵

今天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之一——芒种，是反映农作物
的节令。“芒”指一些有芒作物，像大麦、小麦等已经成熟，要
及时收割。“种”就是种子的意思，或表明晚谷、黍等作物播
种最忙的季节。民谣有“芒种火热天，农家不得闲，抢收又
抢种，大忙在田间”。芒种节气期间，是夏收、夏种和夏管的
阶段。有人将“芒种”解释为“忙种”，确实恰如其分。

芒种，在农民眼中，是一个忙得不亦乐乎的节气；在作家
眼里，芒种又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词眼。林清玄在《六月芒种》
中写道：“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
承担是芒种，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上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
种……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

六月，处处流动着光芒，流动着耕耘者收获庄稼的光
芒。在我的记忆里，高粱、稻子已经渐渐地淡出视野，芒种
一般都是收获小麦。上世纪90年代，我还在酷热的芒种天
里拿着镰刀收割成熟的麦子，看到它们在骄阳下挺直身子，
麦穗在风中轻轻摇晃。真是“蚕老一时，麦熟一晌”啊，到了
芒种节气，有时候上午还青青的麦子，经太阳晒过后，就会
变得金黄，有时候还能从麦穗上撒落下来麦粒。

那时候的我，会时不时地抬起低下的头看看眼前那好像
永远也割不完的麦子，看看头顶的太阳，然后再低下头来继
续帮家里干活。不过有时候，看着风吹麦浪动，那确实是一
幅不可多得的美景。而没有下过地的人，是不会看到这样的
景象的，也不会看到麦子上流动的光芒，也体会不到“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艰辛，更体会不到那种收获的幸福。

印象中的芒种，是比较繁忙的。前脚收了麦子，后脚就
得在地里种玉米、花生。“芒种不种，再种无用”、“芒种芒种，
样样都种”，大人们一边说着这些农谚，一边种下一个五谷
丰登的愿望。现在这种场景在很多地方都看不到了，很多
年轻人也慢慢忘记了这些高度提炼的农谚。

芒种，“忙种”，现在的高科技让农民渐渐地脱离了繁忙
的劳动，但是在这个节气里，麦收播种的紧张气息依然存
在，收获幸福、播种希望的心情依旧不变！

带你游第七批“国保”
本报记者 刘佳美高凯 通讯员 王凯

闲聊节气

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核定
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的通知》。其中，新郑市5处文物保
护单位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截至目前，该市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累计达12处。新入选的5
处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凤台寺塔、华
阳故城、人和寨遗址、望京楼遗址和
苑陵故城。近日，记者走进这5处新

“国保”，一睹它们的风貌。

近日，新郑
市实验小学第七
届校园艺术节展
演活动拉开序
幕。据了解，本
次艺术节活动历
时一个月，共分
为三大板块：读
书成果汇报、文
艺表演、艺术作
品展览，全校三
千多名学生全员
参与其中，给孩
子们搭建了自我
展示的舞台，提
供了展示艺术才
能的空间。
本报记者 沈磊
通讯员 刘倩 摄

“六一”前
夕，新郑滨河
帝城幼儿园在
该市炎黄广场
举办“载德育
三秋 放飞童
真梦”建园三
周年庆典晚会，
全园师生及家
长共同演绎了
精彩的文艺节
目，使孩子们
的节日既充实
又有意义。
本报记者
李伟彬
通讯员
王永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