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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记
者昨日从海燕出版社获悉，
该社近日推出了孟会祥著

“竹堂文丛”五种新书，分别
是《读白蕉》《二王名帖札记》

《〈书谱〉译注》《竹堂诗词》
《竹堂闲话》。

其中，《读白蕉》收入孟会
祥多篇评论白蕉的文章，以及
王浩州整理的《白蕉年表》。白
蕉热虽已经持续数年，但专门
研究、评论白蕉的书籍，尚未见
出版，此书当为填补空白之
作。其中，《白蕉言艺录》中的

《临池剩墨》和《客去录》，来源
于新中国成立前杂志影印件，
是目前见到的最完整的版本，
弥足珍贵。作者孟会祥十余年
来读白蕉、临白蕉，此书足资爱
好白蕉书画艺术者参考。

《二王名帖札记》即作者
读“二王”名帖的笔记，共解读
王羲之、王献之法帖 36种，配
图70余幅。36种法帖以传世
摹本为主，可谓囊括了“二王”
最精彩的作品，能帮助有一定
基础的书法爱好者理解法帖。

《书谱》是最重要的古典
书论著作，《书谱》注译类著作
已经出版很多，孟会祥《〈书

谱〉译注》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加以翻译、用简洁的语言加以
注释，力求让读者感到轻松。

《竹堂诗词》是孟会祥诗
词、散文诗的结集，并收入 10
余幅作者书法插图。孟会祥
近体诗和词能遵照格律，风格
清丽婉约，有浅吟低唱之致。
其拟古诗不是严格意义上的
古风，真挚淳朴，略具六朝味
道。作者所写散文诗，缠绵凄
切，深得诗骚传统。

《竹堂闲话》是散文、随笔
集，分为涉事、赏会、人物、感
喟、游语五辑，每辑插入一幅
作者手札，记人记事，平实生
动，颇具有可读性。

2013 年，“竹堂文丛”曾
推出《笔法琐谈》《竹堂笔记》

《书法直言》《襄城》《曾经》等
五种著作，颇受好评。《笔法琐
谈》曾评为 2013 年度优秀畅
销书，《书法直言》获中国文联
文艺评论奖。作者的 10种图
书，全面地展现了孟会祥以文
学为底色、以书法为专业的学
习面貌。其著书不为职称、不
为奖项、不装出一副有学问的
样子，践行着“古之学者为己”
的观念。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文
李焱 图）昨日，河南省工艺美
术大师燕俊峰“百羊迎春”钧
瓷作品展在郑州天下收藏文
化街开幕，各种造型的钧瓷羊
令观众眼前一亮。

燕俊峰，河南省工艺美术
大师、河南省陶瓷艺术大师，非
物质文化遗产钧瓷烧制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师承刘富安、任星
航、韩美林等，先后参与钧瓷研
究所窑炉设计改造重大项目，
其钧瓷作品“豫象送宝”为河南
省人民政府赠香港回归贺礼。
作品先后获得河南省艺术陶瓷
作品展珍品奖、首届中国钧瓷
传承与创新技术大赛银奖、中

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奖等。
羊是一种温顺可爱的动

物。古人在造美丽的“美”字
的时候，就把羊作为参照，羊
大者为美。2015年是中国农
历羊年，燕俊峰历时一年，精
心创作4大系列100余件各具
情态的钧瓷羊，以此来喜迎
羊年的到来。这 4 大系列分
别是钧瓷盘、钧瓷瓶、钧瓷
羊、人物与羊，窑变瑰丽，大
多数为孤品。钧瓷百羊有的
一米多高、有的袖珍可玩，千
姿百态、惟妙惟肖，作品《奋
进》《和谐》《吉祥一家》《聆
听》等展示了燕俊峰对人生、
社会和自然界的理解。

民族音乐交响化

在不了解民乐的人的印象中，民族
乐队只是传统意义上的二胡、笛子、扬
琴等几种乐器的小打小闹。而实际上，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民族乐队早已经变
成多声部的交响化乐队，高胡、二胡、中
胡、大提琴、低音提琴、梆笛、曲笛、新
笛、唢呐、笙、琵琶、柳琴、阮、古筝等已
是组成一个民族乐团的“标配”。

“很多人有种误解，似乎只有西洋
乐才是‘交响乐’，而实际上，‘交响’是
一种题材，它是指多声部的对抗与辅
助，当多种不同风格的乐器共同交织在
一起，传递给听众的是非同一般的震
撼。”河南歌舞演艺集团副总经理、河
南民族乐团音乐总监杜宏亚说。

多年来，西方交响音乐发展迅猛，
相比之下，民族音乐的发展相对滞后。
对此，杜宏亚有着自己的看法：“我们可
以学莫扎特、贝多芬，但最多别人会说
你学得挺像。西方的东西要学，但绝不
能成为他们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弘扬
民族音乐，传播中国声音，是一种文化
自信的表现。”

河南音乐独具优势

河南最知名的两张文化名片当属
武术和豫剧，与它们的发展和普及程度
相比，民族音乐似乎显得默默无闻。而

实际上，长期致力于弘扬民族音乐的河
南民族乐团，已成为国内不可忽视的一
支团队，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

河南民族乐团团长李长明介绍说，
经过多年发展，河南的民族音乐形成了
自己的优势：在古筝艺术方面，河南筝
派（又称“中州古调”）以浑厚淳朴、优美
细腻的韵味，与山东筝派、浙江筝派、广
东筝派并称为“中国四大筝派”。此外，
唢呐作为中国乐器里最接地气、最贴近
大众的乐器，是河南音乐的强项，目前
在中央民族乐团、上海民族乐团等国内
一流的民族乐团里，担任唢呐首席的都
是河南人。而河南民族乐团的唢呐首
席郝晓东，更是得到其父、著名唢呐演
奏家郝玉岐的真传。

在作品方面，河南民族乐团创作并
演奏了一大批富有浓郁河南地方特色
的作品。“唢呐独奏《百鸟朝凤》《全家
福》是河南民族音乐的扛鼎之作，此外，
民族管弦乐《中州韵》《豫调》《编花篮》、
民族交响乐《木兰颂》、民族交响幻想曲

《霸王别姬》等也都在全国很有影响
力。”杜宏亚说，这些作品，将独特的豫
风豫韵播散到全国乃至国外 30多个国
家和地区。

让更多人爱上音乐

河南的民族音乐有着悠久的历史：
河南舞阳县贾湖骨笛的发现证明了我

国有着距今 8000多年的古音乐文化可
考，河南还出土了上千前的骨排箫、
石是箫和竹排箫；阮的发源地是在河
南开封，其发明者是作为“竹林七贤”
之一的河南人阮咸；另外，东汉辞赋
家、散文家、古琴演奏家蔡邕著有我
国古琴艺术重要专著《琴操》，其女蔡
文姬的代表作《胡笳十八拍》更是广
为流传……这一系列传统器乐、乐曲
是祖先留给河南音乐人的一份宝贵
文化遗产，此外，厚重河南还有数不
胜数的灿烂瑰宝可以作为音乐创作
的素材。

生于斯长于斯的河南音乐人，享
受着得天独厚的民族音乐文化的浸
润，也从未停止耕耘。谈到接下来的
工作计划，河南民族乐团副团长陈霞
介绍，今年将重点打造民族交响诗

《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是个大部
头作品，计划与北京的音乐家联合打
造，将选取 36 计中的声东击西、美人
计、暗度陈仓等来作为创作题材，预
计今年夏天与乐迷见面。”

多年来，杜宏亚一直把“让更多
人爱上音乐”作为河南民族乐团努力
的目标。对于未来，杜宏亚信心满
满：“希望能在这个信息爆炸纷乱嘈
杂世界的各种声音里，用纯净真挚的
情感提炼和创作出灵魂的律动，不断
在升腾的大时代里奏响民族气韵。”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2015 刚刚开年，歌手朱杰全
新出发，带来新单曲《不服你
就来》，以硬朗的风格宣告回
归歌坛。简单质朴的声线、
直白而充满气势和力量的歌
词，令人热血满腔。这也是
在阔别歌坛3年后，朱杰交出
的第一首音乐作品。

据了解，《不服你就来》
词作者为少林俗家弟子释德
贺，乐曲由日本著名作曲家
菊地圭介担任制作。在 MV
中，朱杰饰演一个旅游景区

的导游，碰上游客挑衅，为捍
卫尊严和其对擂。在擂台
上，朱杰将“沾衣十八贴”精
妙运用，如舞如画。MV既展
示了中国功夫的威风，又用
实力告诉对方，练功就是为
了“强身健体、惩强扶弱、以
德服人”。

《不服你就来》借助音乐
和影像弘扬中国武术精神，
也希望能够给所有中国人
一种“热血激扬”的感觉，体
会黄飞鸿、方世玉式的武侠
豪情。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记者从在郑州召
开的河南省老年人体育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5月，
备受老年人关注的河南省第 12届老年人体育健身
大会将在周口拉开序幕，16个老年人参与度高的比
赛项目将亮相本次盛会，本次盛会将历时近半年时
间，10月将在焦作举行闭幕式。

据了解，本届老健会将由省体育局、省老干部
局、省老龄办与省老体协联合主办，比赛遵循“安全
第一、淡化锦标”和重在参与、重在交流、重在健康、
重在快乐的原则，共设置门球、太极拳（剑）、健身秧
歌、空竹、象棋、围棋、钓鱼、健步走、广场舞、健身气
功、健身球操、柔力球、乒乓球、台球、网球、气排球
等 16个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健身项目。16个项目的
展示交流会将分散在全省13个省辖市进行，参赛选
手年龄原则上将限制在 70岁以下，男 58岁以上、女
53岁以上。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4日，正在韩国热身拉练
的建业队迎来一场真正的考验，与大学生队相比，
韩国K2联赛球队富川FC的实力明显高出一筹，而
加盟建业的外援在这场热身赛中首次亮相，最终双
方以0∶0打成平手，这样建业队在四场热身比赛中
两胜两平保持不败。

本场比赛考虑到对手实力的原因，建业主帅贾
秀全派出外援戈麦斯和前锋萨哈拉首发，除了两位
外援，内援吴龑、李智超，上赛季的主力顾操、尹鸿
博、肖智等队员也都披挂上阵。下半场建业队多名
年轻队员上场亮相，可惜两个半场两队谁也没有获
得进球，最终以 0∶0结束。尽管没有进球，但贾秀
全对外援的表现还是非常满意，尤其是后卫戈麦
斯，表现出了出色的身体条件，而且速度相当快，不
仅防守稳健力保球门不失，而且也经常参与进攻，
给对方制造威胁，得到了教练组的高度评价。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近日，由陈坤、李冰冰主
演的魔幻大片《钟馗伏魔：雪妖魔灵》在奥斯卡曼哈
顿影城试片，影片打造出一个魔、人、神共存的世
界，视觉呈现极具颠覆，获得观众一致好评。

影片中，斩妖士钟馗（陈坤 饰）受张道仙（赵文
瑄 饰）指引盗得装有魔灵的魔界宝盒，引发魔界反
扑。为阻止魔界大军，张道仙收钟馗为徒，传其万
古魔扇——蝙蝠扇，使其拥有了魔化的能力。魔化
让钟馗容貌大变，身增数丈，生气时的他会发出圆
形冲天火焰，宛如《英雄联盟》中的“火男”布兰德，
只不过在外表上钟馗的气息相对内敛，明火收入体
内成为暗流，能力表现上则展现出异于常人的弹跳
力、恢复力以及超强耐力。当钟馗魔化后从脊椎抽
出斩妖剑时，有种动漫《死神》中黑崎一护斩魄刀的
即视感，难道这把剑也有诸如始解、卍解、崩解、终
解般惊人眼球的进化？

有意思的是，影片中钟馗一直在上演“奔跑吧，
火男”。从刚开始接手张道仙蝙蝠扇，初尝超能力
的钟馗便如同猿猴般在巍峨群山中上蹿下跳，后来
魔王到人间抢夺魔灵，钟馗被张道仙授予蝙蝠扇的
全部法力，进入了奔跑升级版。虽然影片中不少情
节都遭人诟病，但不可否认的是电影对剧情的挖
掘、特效的制作颇费苦心，无论是雪妖（李冰冰 饰）
的冰霜连弹，或者张道仙的金光仙术，在视觉呈现
上都极为震撼。

影片将于19日在奥斯卡旗下的各大影院上映。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天，“谁是球王”争霸
赛北部赛区总决赛在北京结束小组赛，以华中赛
区冠军身份杀进总决赛的我市郑上路小学足球队
在娃娃组小组赛中表现出色，以两胜一负的战绩
成功杀入四强，同组的新疆队以全胜战绩和郑州
队携手出线。

本次总决赛郑州队与河北、山东以及新疆分为
一组，郑州队先后以 1∶0和 4∶2击败河北队和山
东队，在与新疆队的比赛中以 2∶6负于对手，最终
和新疆队携手晋级四强。带队出征的郑上路小学
副校长马骥对全队的表现非常满意，认为该组新疆
队实力最为强劲，最具总决赛冠军相，郑州队与其
还有一定差距，但能够进入四强已经实属不易。今
天，总决赛南部赛区将展开厮杀，获得出线的两支
队伍将与北部出线的新疆队和郑州队进行交叉淘
汰赛，决出“谁是球王”的年度总冠军。

年俗纷呈有深意
——关注年文化之一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李 焱 图

羊 年 春 节
已 进 入“ 倒 计
时”，随着年的
脚 步 越 来 越
近 ，与 年 相 关
的话题和文化
也 备 受 瞩 目 。

什 么 是
“年”，过年有
哪 些 习 俗 ，这
些习俗背后又
蕴含着什么样
的 文 化 含 义 ？
经过两千多年
的 发 展 变 化 ，
年俗有怎样的
改 变 ，现 代 人
如何过年？本
报记者将一一
为读者揭晓那
些与“年”有关
的事。

乡音乡情 奏响民族气韵
本报记者 秦华 通讯员 张海龙 文/图

2015年春节前后，河南民族乐团
将参加文化部“欢乐春节”活动，分四
批奔赴中国台湾、美国、巴西、突尼斯
演出，将独具中原特色的音乐传播到
世界各地。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
当下，民族音乐发生了哪些改变、如
何弘扬我们的民族音乐？连日来，记
者进行了采访。

省老年人健身大会
5月开幕

建业外援首秀

“谁是球王”总决赛
郑州娃娃杀进四强

《钟馗伏魔》试片
顶尖特效受好评

“竹堂文丛”推出五种新书

钧瓷“百羊”迎春来

朱杰新歌弘扬中国武术

民族节庆话过年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
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郑州大学教授、民俗专家高天
星认为，中国传统民俗节日与
岁时节庆是中国农耕文明的伴
生物，它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
中逐渐形成的特定时日。“有太
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和炎黄
子孙生活；有中国人的地方，就
有以春节为代表的民族节庆文
化。”高天星说，春节文化博大
精深，吃年夜饭、拜年、守岁等
年俗更是包罗万象，值得每一
位中国人好好了解和学习。

“首先要弄清楚‘年’的本
意。年通‘稔’，年即谷熟，人们把
谷物成长周期称为年，至今仍有
大年、小年之说。”省民协副主席
乔台山表示，《说文》中有“年，谷
熟也”的说法，《穀梁传》也记载

“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大熟为
大有年”，而我国把“年”正式作为
时间计量单位源于周代，《尔雅》：

“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
乔台山表示，过年、过大年，

最初是人们庆祝丰收的生产活
动，文学观念是地球绕太阳行一
周为一年，由于各代历法不同，
岁首从不同的季节开始。“从农
历正月初一为元，为夏代所开
创。夏历是以孟春正月为岁首，
至汉代颁布《太初历》后被官方
固定下来，一直沿用至今。”春
节，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年俗多样渊源深

乔台山介绍，中国人过年最
重要的习俗莫过于全家团圆，祭
祖、拜年、发压岁钱、走亲戚、逛庙
会、正月十五闹元宵等，每一项年
俗背后，都有着深刻的文化含义。

“吃年夜饭又叫吃团圆饭，
年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是全家团
圆的标志和平台。回家过年一
定要赶上吃年夜饭，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亲亲热热红红火火，熬夜
守岁叙家常，充分体现了家的价
值和温暖，国家国家，家庭和谐
幸福，国也就安全富强了。”乔台
山说，当全家团圆的时候，人们
自然会记挂逝去的先人、会想念
祖先。过去，人们认为是祖宗在
保佑着全家人，祭祖既是对祖宗
的感谢，也希望祖宗神灵在来年
继续保佑全家人，“不能简单地
把祭祖当作封建迷信来看待，祭
祖是人们情感和精神的一种寄
托，是华夏血脉、族脉、文脉、根
脉五千年绵延不绝的美德。”

乔台山还详细介绍了拜年
的基本礼仪和过程：先家内、再
家外。拜年仪礼有下跪、磕头、
拱手作揖鞠躬等，常常是大人带
着孩子挨家拜下去，“拜年是人
们社会沟通交往的重要渠道。
过年时别把亲情和来往断了，或
者邻里有小过节，利用拜年互相

‘一笑泯恩仇’，拜年的社会意义
十分巨大，对营造和谐的乡里氛
围和人际关系十分有益。”

此外，广为熟知的祭灶、送穷、

破五、开笔、花会等习俗，也都是
春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
有着独特的含义和内容。

重在精神说“年味儿”

“年味重在一种文化、一
种精神，而不是外在的形式。”
说到对“年味儿”浓淡的看法，
高天星表示，春节是中华民族
团结向上的纽带，虽然现在过
年的形式各有不同，但其根本
的性质并未发生改变：“过去
大家是挨家挨户拜年，现在虽
然是短信、微信拜年，但数十
分钟内数亿条信息的产生，依
然彰显出‘年’在中国老百姓
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高天星提出，过春节就是
吃好、玩好、乐好，而现在的春
节满足这些要求已绰绰有余；

“春节就是一种交流、团聚，是
人们内心的一次‘加油’，多样
化的过年形式，只是更加丰富
了中国的春节，而不是对年味
的冲淡。”高天星认为，跳广场
舞、穿唐装、挂中国结等，都是
对中国年的丰富和发展。

民众无疑对“过年”有着丰
富和发展，而乔台山也提出，人
们过年的兴趣点在多样化、在
转移，这也是文化多样化发展
的一种趋势。“春节文化设施、
场所和活动比较欠缺，有关方
面也需要进一步加大对春节文
化的引导和丰富。”

题图剪纸：陈霆

2月 4日上午，郑州诗词学会举行迎春诗
会，诗词爱好者欢聚一堂，用吟诵自创诗词的
形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本报记者 李焱 图

春节将近，市民欢欢喜喜贴窗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