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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周若愚）日前，著

名作家二月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

表书评文章《还原真实的张三丰》，

称赞南阳一作家创作的《张三丰》是

“一部好看的书，引人入胜的书，教

化众生开启智慧的书”。

《张三丰》是卧龙区委宣传部副

部长、区作协主席陈春建创作的一

部长篇历史小说，去年由中州古籍

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再现了张三

丰一生深藏道法、广具神通的活神

仙形象，绘制了一幅生动的明代风

俗画卷。

二月河是历史小说大家，曾研

读过各类史书。他在文章中介绍了

正史中的张三丰，感叹当下一些影

视剧戏说成风，将张三丰写成一个

和凡人无二的道人，“歪曲了张三丰

的形象”；有的小说为吸引眼球把张

三丰写成皇帝的幕僚，又明显违背

了历史真实，极大地误导了后人对

这一人物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二月

河认为，陈春建的长篇小说《张三

丰》成功刻画了张三丰这一文学人

物：说话含蓄谦和，风趣幽默，往往

以童真般的言行，出人意料地解决

了不可思议的难题，显示出巨大的

神通和高超的本领，似疯似癫中隐

藏着无限的机智。

为创作《张三丰》一书，陈春建

曾沿着张三丰的足迹，遍历辽滇鄂

等地，采访了许多道人和民间老艺

人，收集了大量的素材，翻阅了大量

的史料。二月河在介绍陈春建这段

创作经历时，称他“怀着一种使命

感”。累累累3

二月河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书评

历史小说名家力推《张三丰》

□王燕争

内乡县衙自 1984年对外
开放以来，在教育形式上积极

进行探索创新,始终走在时代
的最前沿，以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形式新颖的陈列展览，先后

获得河南省廉政教育基地、河

南省文博系统优秀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河南省社会科学普及

基地和南阳市社会科学普及基

地等一系列荣誉。内乡县衙以

继承和传播发扬中华文化、积

极开展社会公益性文化教育为

己任，进行有益的探索和实践，

创新教育形式，在社会教育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内乡县衙坚持“文

化与旅游同行，保护与开发并

重”的指导思想，把人文景观变

静为动，先后推出60余个单体
陈列展览，展出面积达6500平
方米。在新开辟和更新的展览

中，均按声、光、电一体化要求

布展，利用电子互动、电子翻

书、电子触摸屏、电子抢答等现

代展览展示设备，让文物变静

为动，鼓励观众动手，积极参与

学习和探索，让游客在了解历

史文化的同时潜移默化接受传

统文化熏陶。展品设计注重科

学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

不但使展览美感效果突出，也

迎合了新时代游客的审美需

求，同时也更为形象、直观地让

游客欣赏展品、认识展品在历

史产生时代的背景及特点，以

及展品背后隐含的历史文化。

利用传统节日，积极开展

丰富多彩活动让社会大众了解

博物馆、走进博物馆、热爱博物

馆，内乡县衙先后拍摄了电影

《五品县令》、微电影《楹联背后

的故事》和《官德启示录之魂游

南阳》等影视作品；建设官德动

感4D影院，集互动观赏性、科
学教育性为一体，以强烈视觉

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展现内乡

县衙700余年的沧桑历史与发
展变化。根据曾在内乡县衙任

职的代表性知县相关事迹，制

作高以永篇、元好问篇官德动

漫微电影3集，并在国内部分
电视网络平台播出，仅3天时
间点击量超过10万人次，收到
了良好效果。先后推出《知县

审案》《鼓乐迎宾》《宣讲圣谕》

《三院禁约碑揭碑仪式》《县试》

《知县招婿》等二十多个节目，

让广大游客以直观方式领略内

乡县衙厚重文化。内乡县衙充

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宛梆这

一优势和剧种特点，推出游天

下第一衙、品天下第一腔《品茶

听戏》活动，让游客在寓教于乐

的氛围中，以直接体验的方式

感受博大精深的官署文化，在

游客心中留下深刻记忆。

内乡县衙在利用景区主要

教育场所的基础上，通过临时

展览进学校、进社区，并走出去

举办展览等形式，更好发挥博

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内乡县

衙正不断创新以独特的方式展

现无穷魅力，更好服务社会大

众。累累累3

内乡县衙博物馆

创新形式 发挥社会教育功能

本栏目由内乡县衙博物馆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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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曾碧娟)“设
计免费了，其他费用呢？”自从

上周五本报刊出与福建碧水蓝

天装饰征集 12套样板房消息
以来，咨询不断，已有4位业主
选择并签约，大家关心的问题

也越来越深入。

多数无资质装修队以“无限

低价位”为噱头，隐蔽了很多前

提条件，等业主签单后分期收

费，再显露出来坐地涨价，中间

必定产生很多矛盾。记者到家

电大世界四楼碧水蓝天装饰亲

身体验：燃气、地暖通路合理，生

活用水、热水、污水分流，灯、空

调、家用电器、网线，强弱电专线

单管单线、六管分装，五层漆面、

三层地砖、吊顶四大分割空间都

是其工艺展厅直面业主的放心

牌。福建碧水蓝天秉承15年装
修技术，连续9年获福州前十强
的工匠精神，一定做真材实料、

健康环保、艺术至上的装修工

程。低价行销是对客户的不负

责任，福建石材和装修施工技

术，全国品质第一。

新年伊始，福建碧水蓝天

装饰携手建设银行进驻南阳，

与本报一起，寻找 12套样板
间，提供零利率装修贷款，让您

不花口袋钱，要的是初入市场

的口碑。本次活动公益助力，媒

体监督，征集欧式、中式、简约

式、家庭影院、健身房、收藏馆、

复式、洋房、私墅、宾馆、酒店等

装修，只要你拨打报名电话

63167177/63167277，2018持续
给你惊喜。累累累3

装修不花口袋钱
品质第一赚口碑

本报讯 （记者周若愚）绿叶

万枝拥翠蕊，浮香千朵斗芳菲。

这是南阳市第六小学一学生创作

的诗句，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该校

书香诗韵校园建设的丰硕成果。

市六小和南阳诗词学会近年

来 联 手 开 展 诗 词 作 品 征 集 活

动，先后征集格律诗、词和楹

联作品百余篇 （副），作者群涵

盖各个年龄段，既有出生于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干部，中

年作者，也有青年教师和小学

生；征集作品也被业内人士认

为“体现了南阳古诗词创作的

现状和整体水准”。

市六小前身为明朝成化年间

创办的志学书院，有着悠久的育

人历史。近年来，该校启动中华

文化经典诵读活动，坚持举办校

园读书节，让诗词教育走进校

园，融入孩子们的生活中。他们

邀请南阳诗词学会的名家走进校

园，与孩子们一起读诗品诗写

诗。因推广经典文化成效显著，

该校被确定为首批南阳中华诗词

教育基地，并入选全国古诗文诵

读优秀学校。累累累3

校内校外齐发力 黄发垂髫同提笔

百余篇古体诗词颂古校

本报讯（记者周若愚）我市第

四届少儿故事大赛日前完美收官，

来自西峡的单靖棋等夺取大赛一

等奖。

为提高我市少年儿童的语言

表达能力，市教育局和南阳电台数

度联手举办此类活动。本次大赛

参赛选手年龄在3岁~6岁间，经各

县区层层选拔，共有61组百名选手
过关斩将，登上复赛舞台。较之往

年，本届选手所讲故事更加注重原

创和情节，在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也

有不同程度创新，《猫假虎威》、《杜

鹃鸟》、《花母鸡比蛋》等故事，不仅

突出了友爱、孝道、荣誉、智慧等主

题，更展现了小朋友的童真童趣。

经过激烈角逐，单靖棋，王珑

■，刘梓麟、马研馨、宋若溪、张

语萌，黄浩祖、支启蒙，王好雨

等五组小选手技高一筹，最终拿

下大赛一等奖；其余二三等奖项

分别由25组选手获得。孩子们的
精彩故事将于近期在南阳电台城

市广播播出。累累累3

童声讲故事 清脆又动听

我市举办第四届少儿故事大赛

本报讯 （记者王鸿洋） 1月
17日，历时10个月的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三弦书普查工作结

束，在普查工作结项评审会上，

大家一致认为三弦书传承保护工

作不容乐观。

此次普查活动由市说唱团承

担主要工作。10个月来，剧团行
程7600多公里，采集组的工作人
员对我市各地的三弦书艺人进行

了全面普查，走访了各地演出团

体和民间三弦书说唱艺人，■集

了大量来源于民间的三弦书原生

态唱腔和唱词，采集音像资料

3500分钟。经过 10个月的普查
工作，最终结果不容乐观，目前

我市会唱三弦书的艺人仅余 48
人。累累累3

三弦书普查结束

传统非遗亟待传承

百年草编
精巧手工
□王鸿洋

方城县小史店镇草编作为一项民

间手工技艺，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如

今，这项传统手工技艺入选我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

据老艺人介绍，小史店镇草编的

起始年代已无从考证，据传该镇的刘

洼村于清代初期草编就有一定的规

模，当时家家户户都会草编技艺，这也

是该村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年编织的

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凉帽，草筛子、麦

筛子、竹篮、凉席，苇席等。小史店镇

草编虽具有群体传播性质，但只在本

村内传播，并世代传承，历史线索较为

清晰，传承有序。

小史店镇草编第三代传承人刘伟

须介绍，草编制品主要用料为竹子、高

粱秆、芭茅秆，使用的工具有锯、砍刀、

窄刀、勒刀等。它的制作过程既无图

纸也无文字记载，全靠一代又一代艺

人口传心授。草编制品造型多样，图

纹精美，例如即将失传的针线活筐上，

编有凤凰双展翅、双喜临门、乱棍打枣

等图案，曾是姑娘出嫁必带之物，更是

融合了中华文化的精髓，具有浓厚的

地方色彩。

方城县文化馆负责人告诉记者，

小史店镇政府已经出台优惠政策，鼓

励刘洼村村民参与到草编工艺制作当

中，同时该村已成立村组合作社，使草

编制作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产供销一

体化的格局。累累累3

通讯员 李雪山 靳丹淅

日前，“唱支村歌给党听”第九

届全国村歌大赛组委会传来喜讯，

由淅川词曲家耿长生、王雅作词谱

曲的歌曲《渠首人家》光荣入围。

这是该首歌曲在荣获河南省网络

精品创作“七个一”工程奖的基础

上，获得的又一项殊荣。

近年来，淅川县借助悠久丰富

的非遗项目、民间民俗、水文化、旅

游文化等资源以及南水北调中线

渠首所在地特殊的区位优势，组织

广大文艺工作者“出作品、出精

品”，在词曲创作中取得了丰硕成

果。

谱新曲 唱一方热土

“近五年以来，我的家乡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方面的发展

都令人惊喜。我再也按捺不住激

动的心情，就一气呵成写出了《西

簧好风光》，找人谱成曲，让大家都

来传唱，讴歌家乡的新变化！”该县

歌词创作者邢健民谈起当初的创

作感受至今还激动万分。

近年来，该县以申报国家、省

“五个一工程”为契机，围绕中国

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中国

成立68周年、喜迎十九大、脱贫攻
坚等重大主题，积极组织开展词曲

创作。

去年3月，为让淅川人唱淅川
歌、淅川歌赞淅川美，该县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了行业地方原创歌曲

征集活动,全县共征集到乡镇街道、
公安、教育、卫生、林业、移民、农

信、电力、旅游等部门的地方行业

原创歌曲60多首。其中《美丽的盛
湾我的家》《香花香花》《古镇马蹬》

《秀美仓房》《我们商圣人》《我的家

乡叫滔河》《上集速度》《历史文化

名镇荆紫关》等乡镇街道创作的充

满地域风情的乡歌镇歌，表达了浓

浓的家乡情。《一条丹江河》《我是

渠首农信人》《淅川一高校歌》《石

缝飞歌》《姐妹逛淅川》等旅游、金

融、教育、林业、交通、卫生、南调、

移民等部门行业之歌，表达了特色

亮点、责任担当。《不忘初心 继续

前进》等歌曲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

无限热爱。去年10月份，该县教育
系统又启动了校歌创作活动，共征

集到优秀校歌60余首。一大批展
现淅川地域特色、行业特点、精神

风貌的词曲精品精彩呈现，词曲创

作呈井喷之势。

推新作 融乡情眷恋

作词谱曲写家乡，说到初衷，

很多人表示：“愿家乡乘着歌声的

翅膀，愿更多人了解淅川”。

淅川县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

设，从政策、资金各个层面对词曲

精品创作给予支持、激励和保障，

每年都积极组织词曲精品参与全

国、省“五个一工程”和重大赛事活

动，对获奖作品进行隆重表彰。同

时，充分利用淅川县音乐家协会的

“桥梁、纽带、协调”作用，积极为会

员搭建展示自我、相互交流、共同

提高、取长补短的平台。

去年9月底，该县委宣传部、县
文广新局、广电中心、淅川县音乐

家协会联合举办了以“爱国爱家爱

岗”为主题的“庆祖国华诞 喜迎十

九大 唱响淅川美”原创歌曲展演

大赛，各乡镇街道、公安、教育、卫

生、林业、移民、农信、电力等近40
个单位组织代表参加。去年10月
初，淅川县音乐家协会又参与组织

了该县举办的第二届青年歌手大

赛，城乡170多名歌唱爱好者参加，
目前决赛正在筹备中。去年秋期

以来，该县教育系统还在全县中小

学校举办《堂堂正正一辈子》歌唱

展演活动，培养青少年学生的音乐

素养和兴趣爱好。

捧大奖 为家乡代言

该县以音乐家协会为平台，定

期组织会员采风创作，召开词曲创

作研讨会，提高全县文艺工作者的

词曲创作水平。在协会的激发带

动下，田野、周华瑞、陈黎、王雅、耿

长生、吴浩雨、王剑钟、邢健民、白

小飞等一大批词曲创作人崭露头

角、快速成长，作品在各种比赛中

频频获奖。

青年作家周华瑞原创歌词《公

仆颂——焦裕禄》荣获“感动中国”

第六届新创词曲二等奖；周华瑞、

李习芳创作的《石缝飞歌》，在“唱

响中国——2016首届大型展演盛
典”活动中，被授予“中国歌曲创作

最佳（词曲）金牌作品”荣誉称号；

冀建成作词、陈黎作曲的扶贫主题

歌曲《追梦》荣获“唱响中国——

2017第二届大型音乐活动”词曲金
奖；王剑钟作词的儿歌《面对未来》

获全国“儿歌爷爷杯”银奖；耿长生

作词、王雅作曲的歌曲《有一个圆梦

的地方》和《你在家乡还好吗》荣获

南阳市“五个一”工程奖；草根艺人

白小飞作词谱曲演唱的2017岁末新
歌《爱你不后悔》上线酷狗音乐。

“今后我还要创作更多的歌颂

美丽家乡、展现发展新貌的词曲作

品，积极参加国家省市各种赛事活

动，通过歌曲的形式积极向外界推

介淅川、宣传淅川，力争让更多的

外地人都来传唱淅川歌、体验淅川

美。”淅川县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词

曲创作家陈黎坚定地表示。累累累3
上图：唱响原创

通讯员 李雪山 靳丹淅 摄

近年来，歌唱淅川好山、好水、好人的词、曲越来越多——

“愿家乡乘着歌声的翅膀” 本报记者 曾碧娟

雪已住，天已晴。蓝天下，山

陕会馆的屋脊被积雪掩映，青灰

色的砖瓦和飞檐从白雪中半露出

俏色，如同水墨画。会馆前古老

的瓷器街某处隐隐传来朗朗的读

诗声，这情这景，这声这韵，让人

感觉，雪后初霁，古镇和读诗如同

绝配。

1月13日上午，由社旗县文
联主办的“冬天在古镇读诗（第一

季）”活动在赊店古镇成功举办，

吸引了南阳众多诗人文友及文学

爱好者参加。

激情饱满、如同号角的诗歌

奏响了开篇“颂歌——献给十九

大”。在第二篇“诗歌——伟大

传承”中，社旗县中华国学堂的孩

子齐诵《笠翁对韵》，用清脆的童

声读出古韵古风，主持人面对孩

童深情朗诵《教孩子们伟大的

诗》，展 现 诗 歌 传 承 。 在“ 古

镇——赊店畅想”这一篇章，诗

人们依次朗诵了他们讴歌古镇赊

店的精品佳作，诗人或用瑰丽的

想象，或用细腻的情感，或用精准

的描绘，为大家献上了不同视角

的古镇风情和诗意情怀。第四

篇“致敬——南阳诗人”，诗人们

诵读了南阳这块热土上的前人佳

作。第五篇“家园——返乡之

旅”，集中表现诗人们的别样乡

愁，诗作或悲或喜或怨或叹，听后

让人唏嘘感怀。活动在一首宁静

却饱含生机的《春水》朗诵中圆满

结束。

朗读表演间隙，主办方还穿插

了绘画、舞蹈、演唱等传统节目，使

整台诗会高雅而不沉闷，沉静而又

灵动，让人沉醉。时过中午十二

点，诗会才结束，大家意犹未尽，

反而相谈甚欢，迟迟不愿散场。

下午，诗人们相继参观了山

陕会馆、明清一条街和赊店古城

墙等社旗的标志性景观。古镇美

景如同诗画，游览中，诗人们热情

不散，尚未返程，诗意又起，纷纷

又吟新作，纪念此行，并期待第二

季的碰撞。累累累3

古镇古诗交相辉映，南阳众诗人——

冬天在古镇读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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