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精粹

南阳烙画走进新疆

弘扬非遗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南阳烙画

艺术培训班在新疆理工学院开班。 南阳市烙
画厂、南阳市民协烙画专委会组织南阳烙画
传承人精心授课。

本次培训班为期 12 天， 以实际行动推
动“文化润疆”走深走实，助力新疆文艺人才
队伍建设，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
动南阳烙画与现代生活深度融合，进一步增
强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促使南阳烙画
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得
到更大发展。

南阳市烙画厂和南阳市民协烙画专委会
选拔长期从事烙画艺术、 富有创作和教学经
验的南阳烙画传承人，为此次培训授课。 ⑦3

方城县暑期公益晨读活动再掀热潮

全民晨读 浓浓书香满城乡
本报讯（记者 马苏 通讯

员 王小玲） 每天晨曦初露之
时， 清亮悦耳的中华经典诵读
声便从方城县的城市乡村、公
园小区、街边村角“飞”了出来；
返乡大学生、 休假教师纷纷加
入公益晨读队伍， 主动担任领
读志愿者……这个暑假， 方城
县暑期公益晨读中华经典活动
再掀热潮。

日前，记者走访方城县人

民路体育广场刚刚增设的公
益晨读点，参加公益晨读的孩
子们个个精神抖擞，在领读志
愿者的带领下，齐声诵读中华
经典。

在方城县潘河东路一处新
建的游园里， 很多家长陪着孩
子参加公益晨读， 开启新一天
的学习。

在方城县清河镇草场坡
村党群服务中心公益晨读点，

琅琅晨读声悠悠飘扬，浓浓书
香弥漫整个村庄……

方城县妇联主席屈会丽
告诉记者：“公益晨读中华经
典活动自 2019 年启动以来，
公益晨读点从 1 个发展到目
前的 51 个， 参与晨读的人数
突破 30 万人次。 这项活动在
方城县城乡已成燎原之势，为
建设书香方城、助力乡村振兴
注入了新活力。 ”⑦3

市博物院新增“讲解神器”

AR 讲解器 让文物“活”起来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全

媒体记者 李远）品历史文化韵
味，看生动文物讲解，学传统文
化知识。 这个暑假，作为市博物
院数字化提升工程重要载体及
表现形式之一的 AR 讲解器，
深受广大观众尤其是青少年观
众的青睐，被誉为“让文物‘活’
起来的‘解说神器’”。

文物的背面、 内部长什么
样？文物之间有什么关联？文物
背后有哪些有趣的故事？ 市博
物院推出的 AR 视听讲解服
务， 有效解决了困扰观众的这

些问题。 与传统的语音讲解相
比，AR 视听讲解集文字、图像、
语音、视频、三维模型、动画、特
效等于一身，以更加直观、更加
震撼的信息传递方式， 为观众
进行讲解。 在参观过程中，观众
将 AR 讲解器对准文物进行智
能识别， 即可让文物以三维沉
浸式呈现于眼前， 不仅能够详
细了解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故
事，就连“修复”残缺破损文物、
“触摸”无法触碰的珍贵文物也
能信手拈来， 真正做到了让文
物“活”起来。

市博物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博物院高度重视数字化保护
利用工程， 于 2021 年启动智慧
博物馆建设工程，为观众走近文
物架起一座崭新的桥梁，观众可
以通过互动式、 沉浸式体验，在
生动的智慧展品中开启“漫游”
之旅，直观、深入地了解文物背
后的历史与内涵。 同时，通过多
媒体呈现，让一件件珍贵文物帮
助大家大开眼界；借助互联网传
播，让一个个文物展览走进千家
万户，让南阳市博物院与世界触
手可及。 ⑦3

张景碑拓片 李远 摄

我市 5 通古碑刻入选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汉碑亭里 张景造土牛碑传世
□本报记者 王渊博

南阳市新华书店

倡导全民阅读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 通讯员 潘高峰）

日前，河南省新华书店对全省新华书店今年
上半年“最美读书声”社群活动组织先进店
进行表彰，南阳市新华书店排名全省前列。

今年以来，南阳市新华书店围绕“书香
河南”重点工作，高标准推动全省性阅读活
动落地实施， 积极做好各类阅读活动宣传
推广工作， 最大限度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
与。 上半年，南阳市新华书店策划组织“最
美四月天”阅读季、“消夏阅读总动员”、“橙
黄橘绿时”阅读季、“全民阅读大讲堂”等各
类阅读活动 47 场，同时以“最美读书声”阅
读社群为阵地， 组织 357 名读者开展了为
期 9 天的《红旗渠是怎样修成的》全省共读
活动。 ⑦3

社旗县图书馆

送书籍到基层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社旗县图

书馆在该县潘河街道派出所开展图书“七
进”活动。

此次活动，社旗县图书馆精心准备了文
学、历史、政治、法律等方面图书 300 册。 潘
河街道派出所民警驻足阅览，爱不释手。

活动现场，社旗县图书馆工作人员向民
警们详细介绍该图书馆的馆藏图书、数字资
源以及各种阅读活动，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该
图书馆， 充分利用该图书馆的图书资源，更
好享受阅读的乐趣。

此次活动，有效延伸了图书流动服务
链条，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对建
设“书香社旗”、 推进全民阅读起到了积
极作用。 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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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卧龙岗东汉历史蜡像
馆门前有座汉碑亭， 建于 1959
年 9 月份，木质结构，挑角攒尖
顶，四周有回廊。

东汉张景造土牛碑、 汉故
郎中赵君之碑、 李孟初神祠之
碑，均镶嵌于这座汉碑亭。 这 3
通古碑刻均为世所罕见的汉隶
珍品，与著名的汉代史晨碑、乙
瑛碑、曹全碑相伯仲。

南阳市博物院副研究馆
员李远介绍，张景造土牛碑又
称张景碑， 于 1958 年在南阳
故城南城门东侧出土，为东汉
延熹二年（公元 159 年）所立，
保存较好，可识 218 字，是研
究东汉历史的重要资料。 碑文
反映了东汉时期“急政暴赋，
赋敛不时”的严重情况。 碑体
结构严谨，体势开张，波磔自
然，笔势疏放；书法风格秀丽

典雅，简淡冲和，无矫揉造作
之态，是东汉时期隶书代表作
之一，亦是目前南阳境内所知
年代最早的书法碑刻，是上承
古篆、下开楷体的汉代隶书碑
群重要代表。 著名书法家徐无
闻临张景造土牛碑时曾感慨：
“张景碑之精者，在史晨、曹全
诸碑之上。 ”

汉隶， 即通行于两汉的隶
书，广而言之，包括两汉碑铭隶
字及竹木简牍墨迹。 汉碑的极
盛时期在桓灵之际，当时，汉隶
已发展到成熟阶段， 汉碑的精
美程度亦达到高峰， 留下了极
为丰富的书法遗产。 平时所说
的汉碑， 主要就是指这一时期
的碑刻。 桓帝（公元 146 年至公
元 168 年）、灵帝（公元 168 年
至公元 189 年）时期，不到半个
世纪，各秉特色、具有极高艺术

性的名碑就产生了数十种
之多， 张景造土牛碑和李
孟初神祠之碑均为这一时
期的重要碑刻。 ⑦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