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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武娇）由本报
举办的“首届春联艺术节”明日
将在大商新玛特金博大店负一
楼超市开幕，虽然距离首届春联
艺术节开幕还有一天，有兴趣的
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仍有机会

报名参与。
活动现场，应邀书法家和书

法爱好者现场书写春联，并向现
场市民免费赠送。每一个参与
书法家与书法爱好者均将得到
新年礼包：中华杜康 K3 和蜜乐

蜂蜜礼盒。活动将评选出“最佳
艺术春联”1 副、“最佳风采春
联”2副、“最佳创意春联”5副和

“优秀春联”若干副，并为获奖者
颁发相应证书。

活动时间为 1月 25日~28日
10：00~12:00、14:00~18:00。

报 名 热 线 ：18638929288，
0371—67655217 。

思 乡 恋 家 是 中 国 人 共 有 的 特
性。改革开放以来，大批海外华人回
国寻根祭祖，已经成为一种潮流。近
年来，随着华人华侨寻根热的兴起，

“根亲文化”可谓风生水起。在历史
文化资源丰饶的河南，根亲文化业已
成为独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什么是
根亲文化？发展根亲文化意义何
在？昨日，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体现文化自觉
“根亲文化是从寻根文化中发展

过来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是民族、姓氏、文字等具有其他延续
性特征的文化之根，它体现了中原文
化自觉性的觉醒。”河南省社科院历
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从事姓
氏文化和寻根文化研究有20多年，亲

眼见证了上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寻根
热，他介绍说，上世纪 70年代美国黑
人的寻根活动启发了华人的寻根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原的寻根活动正
式拉开序幕。

“世界客家播迁路全球根亲文化
活动”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司马众志认
为：“根亲文化不是由某一人创立的
一种学说，它是促进一个民族自强不
息、不断发展的动力和凝聚力，是促
进民族团结、和睦和谐的纽带。根亲
文化可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根’，
中国的都城文化、甲骨文化、释儒道
等思想文化，无不是以河南为圆心向
外扩散的；老庄哲学、汉代经学、魏晋
玄学、宋明理学、易学文化等，也都在
中原地区孕育而生，因此说河南的根
文化是各种文化的根源毫不为过。
另一个是‘亲’，姓氏是‘亲’的魂，是

区分人类血缘与族群关系的文化符
号，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印记，也
是联系全球华人的重要纽带。”

品牌效应初显
“寻根的轨迹往往是由东南沿海

追寻近祖，最终追根到中原祖地，河
南已被视为海内外华人寻根谒祖的
圣地。中原寻根30年来，至少有30万
海内外华人前来河南寻根。”张新斌
介绍说，河南作为根亲文化之根，主
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被视为中华民
族人文始祖的“三皇五帝”，大多出自
或主要活动于中原地区；河南是全球
华人华侨和客家人的祖根地；河南是
中华姓氏的主要发祥地和起源地，研
究表明，前100个中华大姓中，78个直
接起源于河南，98个姓氏的郡望地在
河南，这些姓氏涉及当代华人的90%；
中国最早王朝夏、商的都城在河南，
此外，诸如韩、赵、郑、魏等重要的古
国的建都地在河南；古代的族融合核
心地在河南，古代的民族迁移把华夏
文明带到了周边地区。

拥有如此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我省在深入挖掘根亲文化上做出积
极探索，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经
过数年发展，各种寻根博物馆、各姓
氏宗祠纷纷建立，新郑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淮阳伏
羲姓氏文化节、固始根亲文化节、焦
作国际太极拳年会等已经初步形成
品牌效应，其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九
项议程被国务院批准列入国家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2012年，由世界客家播迁路活动
组委会、全国政协两岸经合文化交流

中心等主办的首届全球根亲（客家）
文化盛事颁奖大典在郑州市举行，河
南淮阳、新郑、洛阳、开封、固始等5市
县入选“全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
文化圣地”，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商丘
国际华商节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
十大根亲文化盛事”，均是入选项目
最多的省份，足见河南作为华夏之根
的重要地位。

提升文化影响
挖掘根亲文化意义何在？张新

斌说，以往许多河南人并不了解中原
的文化有多灿烂，在寻根文化的带动
下，在进行梳理盘点的过程中，社会
各界才开始认识到祖先留给我们多
么宝贵的精神财富，“根亲文化使大
家加深了对河南文化本质的认识，增
强了大家的文化自觉性，同时提升了
中原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

根亲文化的兴起还给不少地方
带来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以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为例，每年大典期间，河南
省、郑州市都要签订一批经济效益
好、带动能力强的投资合作项目，8年
累计协议总投资额 800 多亿元，为郑
州及河南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持
续不断注入新的发展活力。

“开发和利用根亲文化，不仅是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同时
加深了海内外华人对中华民族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张新斌说，经过 30年的发展，
根亲文化已成为传统文化和现代社
会对接的重要途径，大家逐渐认识到
中原文化的魅力所在，对于推动河南
文化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河南，是中
华姓氏的主要
发祥地和起源
地，研究表明，
前100个中华大
姓中，78个直接
起源于河南，98
个姓氏的郡望
地 在 河 南 ，这
些姓氏涉及当
代华人的 90%；
中国最早王朝
夏 、商 的 都 城
在 河 南 ；古 代
的族融合核心
地 在 河 南 ；河
南是全球华人
华侨和客家人
的 祖 根 地 ……
作为根亲文化
之根，河南已被
视为海内外华
人寻根谒祖的
圣地。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实习
生 于乐 文 李焱 图）“你看那锣

鼓敲得真带劲！”昨日是传统民
俗中的“小年”，一大早，在北大
学城居住的贾先生带着自己 80
岁的老母亲，来到东区如意湖广
场观看 2014 年华夏优秀传统民
间文化展演，欢快多彩的广场
舞，难得一见的小相狮舞、闹歌、
袖鼓等民间艺术在喜气洋洋的
音乐声中轮番上演，扑面而来的
年味，让贾先生一家高兴得像孩
子一样鼓掌叫好。

华夏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展
演的举行，也拉开了 2014年春节
文化活动的序幕，随后一直到正
月十五，各个县（市）区及市内各
区，都将开展群众参与、群众观
看的丰富文化活动。

广场舞近期在我市发展得
如火如荼，民间文化展演上的广
场舞比赛也吸引了广大观众的
目光。一早从新密赶来的张女
士非常喜欢跳广场舞，看到比赛

队伍的精彩表演，她忍不住也跟
着节拍跳了起来。据了解，进入
决赛的队伍人数最多的已经超
过百人，而踢踏舞、健身舞等多
形式舞种的展现，将我市群众参
与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和群文教
育成果展现得淋漓尽致。现场
增加的街舞、轮滑等表演，则在
厚重的民间文艺特色中，给观众
带来现代、时尚的新感觉。

今年的民间文艺展演以舞
狮为主，各区县代表队都组织了
精兵强将一展身手。10:30，所有
舞狮队伍筹备完毕，在总指挥的
号令下，几百头彩狮在锣鼓点的
激昂节奏中，飞舞腾挪，令人目
不暇接。

据了解，今年的展演较往年
有所突破，不但规模增大，种类

也花样繁多，高架舞狮所占比例
也有所增加，其中不乏十多米高
的木架，表演难度极大，各舞狮
队的表演者数量和阵容也很强
大，逾百人的舞狮队超过半数。
此外还有小相狮舞、闹阁、飞龙
舞狮、太乙拳等数十个项目的民
间艺人齐聚一堂，不仅展示出郑
州市优秀传统民间文化的传承
与创新成果，更展现郑州人健康
向上的新生活、新风尚。

作为郑州市每年春节期间
都会举办的重要群众文化活动，
华夏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展演已
是第十五年举办，地域特色浓
郁、绝活绝技齐聚的欢快场景，
使得该活动已成为新春期间，我
市群众文化的重要活动内容和
品牌。

小年到 民间文艺展演真热闹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昨日上午，在上千观众集体高
呼“第二届本土电影展映月开幕”
声中，以“最美乡村女教师李灵”为
原型创作的本土电影《望月》在郑
州艺术宫放映，拉开了郑州市第二
届本土电影展映月的大幕。

据了解，由河之南（河南）影视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推出的电影《望
月》历时两年筹备拍摄，讲述了一
段乡村女教师和留守儿童之间感人
的故事：胸怀教育理想的应届大学毕
业生刘晓月，在穷乡僻壤投身教育事
业，不断遭遇困难、不断克服困难，慢
慢理解了孩子们的需要，也慢慢坚定
了自己的选择，并成功带领孩子们实
现了自己的理想。在国家广电总局
满分为5分的评选中，《望月》获得了
4.5分的好成绩。

《望月》的导演苏磊，曾执导《望
山》《胡杨人》《幸福的向日葵》《弹无
虚发之藏马》等影片，其中《望山》获
得第 14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提名
奖、最佳新人奖，入围上海国际电影
节中国传媒大奖单元；《幸福的向日
葵》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

提名奖，中国电影“金鸡奖”优秀少儿
电影提名奖。

除了昨日在郑州艺术宫连演
两场，1月24日、27日《望月》也将在
上午、下午分别与郑州观众见面。
1月 28日、29日和 2月 4日，少儿喜
剧电影《自古英雄出少年之岳飞》
将在郑州艺术宫继续“本土电影展
映”的脚步，从儿童视角展示郑州
本土电影的风采，欢迎广大市民预
约前往观看。

《望月》开启本土电影展映月大幕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娄海燕）昨日，“春暖河南·福送
万家”公益活动在郑州金源百荣
过渡市场和丰乐生活广场同时举
办。此次活动由市市场协会、省
老年书画院等联合主办，共为广
大市民及部分商户送出600多副
春联和福帖。

为给市民迎接马年新春营
造节日氛围，昨日，该协会专门
邀请省老年书画院院长葛纪谦等
12位省知名书法家为广大市民及
市场内部分商户义写春联、福

帖。围绕“春暖河南·福送万家”
主题，多位书法家现场挥毫泼
墨，商户们踊跃领取散发着浓郁
墨香的春联和福帖。不少市民
拿着一幅幅翰墨飘香，凝聚祝福
的春联、福帖喜笑颜开。据统
计，活动期间，共送出600多副春
联和福帖。

本报北京专电（记者 杨丽萍 文/图）昨天是中国传统
节日祭灶节，记者前往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在北京的驻
地，和这些即将登上春晚的家乡小伙伴，一起度过了这个
节日。

在央视马年春晚第三次联排中，“小少林”们搭档张国
立，共同表演快板《年味》。据塔沟武校的刘教练介绍，此
次参加春晚表演的学生共有20人，年龄在10~18岁。相较
于往年，今年学校为春晚准备的最早。央视导演在 9月底
便来到学校，制定了棍、醉拳、梅花桩等训练内容。但到了
11月初，表演内容更改为竹马、弹跳龙。

“弹跳龙我们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就表演
过，训练起来相对简单，但是竹马就比较难了。”刘教练表
示，从道具到动作，都需要他们自己设计。光是让孩子们
练平衡性，就用了半个多月。值得欣慰的是，孩子们的表
演得到了导演组的认可。

记者看到，表演所用的道具虽然叫竹马，但却是“泡沫
头脚、钢铁身”，高达 1.5米。出于好奇，记者在两个“小少
林”的帮扶下踩上了竹马，却动弹不得，想想这些孩子不仅
要手扶竹马踩着走，还要在不摔倒的情况下做出一连串的
蹦跳动作，实属不易。

参加竹马表演的张虎子今年只有10岁，但参加过的演
出可不少，最远还到过美国表演。“我是第一次参加春晚，
觉得非常开心。”他告诉记者：“爸妈为我能上春晚感到骄
傲，他们嘱咐我要好好训练，为家乡增光。”

相较于首秀春晚的竹马，弹跳龙表演的难度系数其实
也不低。刘教练介绍，学生要脚踩“弹跳”鞋，跳到舞台上
空 3~4米高，做出“一字马”的动作。“弹跳龙表演的惊险系
数很高，因为在落地瞬间的力量非常大，在之前的彩排中，
甚至还把舞台的地板踩出了个洞。”刘教练说道，“为了防
止再出意外，央视还特意把舞台进行了加厚。”

首届春联艺术节明天等您来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者昨日从市文物局获悉，为贯
彻落实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精神，做好我市在城镇化建设
中的文化遗存保护工作，市政府近日下发了《关于在城镇
化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遗存保护工作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和各有关单位在推
进城镇化建设中，必须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存的保护工作，
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认真做好“五
纳入”（即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
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
任制），把政府保护文物的责任进一步具体化。

各县（市、区）必须依法依规对各级各类文化遗存进行
保护，对纳入动迁的村落进行排查，对具有重要人文、历史
价值的古村落进行原址保护，对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登记
的未定级古建筑，在未制定文物保护措施前，一律不得擅
自拆除。经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如无法实施原址保护确
需异地保护的，制定科学保护规划，报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进行。对未进入“三普”名录的名人故旧居、百年以上古
建筑和具有重要特点的近现代建筑，县（市、区）文物行政
部门须组织相关专家对其文物价值进行评估认定。在文
物价值未认定前，一律不得擅自拆除。

《通知》再次强调，在城镇化建设中各级政府应拨付专项
经费用于村镇建设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进一步制定
和完善本辖区历史文化遗产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施行，
确保历史文化遗产的安全和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序进行。

我市下发通知要求

加强历史文化遗存工作

塔沟“小少林”首秀竹马舞

赠春联 送福帖

核心
提示

演演演！！！
赏民俗笑开颜

从22日央视马年春晚第三次联排来看，由冯小刚执导
的马年春晚年味儿十足。

与往年动画片开头不同，马年春晚将由一段“明星话
春晚”的纪录短片打头阵，成龙、姚明、陈道明、葛优、姚晨、
吴秀波等人分别笑谈自己对春晚的想法，在热热闹闹中迎
出了五位“福星”主持。此外，还有一个底层直径达1.2米、
高 9层、重达 200多斤、内含五湖四海的特产，寓意五谷丰
登、九州同乐的蛋糕式年糕重磅登场，由“财神”张国立切
开，真是让观众大饱眼福。

过年，图的便是热闹喜庆，而春晚也向来不缺这类歌
曲类节目，由阿宝和王二妮带来的《张灯结彩》“歌声嘹亮
惹人醉，大红灯笼翩翩飞……”曲风喜庆、轻松欢快，节奏
也朗朗上口；王铮亮的《时间都去哪了》，温情地提醒着观
众，无论你能否与父母共度新春佳节，都要为他们送去一
份节日的问候，点赞指数不亚于当年的《常回家看看》。

马年春晚歌曲类节目众多，明星大牌云集，精品实
在不少。若说到观众最熟悉的，莫过于春晚结束时的

“招牌曲”——《难忘今宵》。从 1984 年首次在央视春晚
“露脸”，一直到 2011 年，春晚都是在《难忘今宵》的旋律
中谢下帷幕。马年春晚，李谷一将回归献唱，与蒋大为
合唱这首金曲。

逢年过节，少不了各种聚会。在央视马年春晚第三次
联排中，开心麻花团队的小品《同学会》新增登场，围绕过
年时的同学聚会，讽刺了存在于朋友之间的不正之风，主
旋律色彩浓厚。

零点过后的第一个节目将由央视春晚主持“新人”张
国立带来，在竹节声阵阵的快板中对话《年味》，十分契合
新年的氛围。在这个节目中，各种“民俗代表”将上演一场
大联欢，值得骄傲的是，河南的“小少林”们脚踩竹马，代表
塔沟武术学校第12次站在了春晚的舞台。

看联排 品年味儿
杨丽萍

春晚直击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