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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县文化馆

公益培训点亮多彩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孙海）合唱、

舞蹈、书法、绘画、戏曲……连日

来，在太白县文化馆，一场场公

益培训活动从早到晚接连开展，

满足了群众多种艺术需求，为百

姓幸福生活增色添彩。

在舞蹈培训室，一群热爱舞

蹈的学员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

尽情舒展着优美的舞姿，从优雅

的古典舞到热情奔放的广场舞，

从雍容华贵的旗袍走秀到独具

民族风情的民间舞，多样的舞蹈

课程满足了学员的兴趣和需求；

在合唱培训室，声乐老师教 80余

名合唱爱好者从最基础的简谱

认知开始，气息训练、合唱发声、

视唱练习、声部教学，循序渐进掌

握合唱的基本要领和演唱技巧

（见上图）；在戏曲培训教室，学

员们认真聆听，积极参与练习，从

发声、咬字到身段、表情，每一个

细节都力求精准到位。学员施红

霞说：“我在这里学习书法，不仅

锻炼了身心、陶冶了情操，还认识

了很多朋友。”

太白县文化馆馆长张怀宁

说，文化馆充分发挥文化阵地作

用，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培

训，引导群众积极参与，截至目

前，受惠群众已有近 3000 人。

宝鸡非遗佳作亮相东京

本报讯 （记者 张琼）7月

26日，2024西安传统文化作品展

在日本东京开幕，陕西非遗精品海

外吸睛。其中，宝鸡非遗佳作岐山

剪纸、岐山青铜器复仿制品入展，

并获得海内外观展者的赞叹。

2024 西安传统文化作品展

由西安工程大学等主办。此次展

览展出了来自陕西的青铜器复

仿制品、剪纸、拓片等富有传统

文化韵味的作品，这些作品由

我省非遗传人和西安工程大学

的师生精心制作而成。岐山剪纸

传承人徐引娣、岐山青铜器复仿

制技艺传承人于国昂携精品佳

作参展。在展览上，徐引娣现场

展示了精湛的剪纸技艺，剪刀轻

巧舞动间很快剪出了“龙凤呈

祥”“年年有余”等剪纸作品，引

得在场的日本参观者啧啧赞叹

（见上图）。于国昂介绍说，这次

展览为期两天，父亲于安君和自

己倾心制作的约 50 件青铜器复

仿制品入展，其中包括青铜器复

仿制品何尊、马踏飞燕、鹿尊、周

公东征方鼎等，展示了岐山青铜

器复仿制技艺的独特工艺以及

青铜器的造型、纹饰和铭文。日

本参观者被这些青铜器复仿制

精品所打动，参展和拍照留念热

情高涨。于国昂说：“宝鸡厚重

的青铜器文化，是岐山青铜器复

仿制技艺的魅力源泉，也是打动

海内外友人的文化瑰宝。”

非遗展英姿  明珠放光彩

岐山舞狮斩获全国三项大奖

本报讯 （记者 张琼）日前，

记者从市群众艺术馆获悉，在

2024年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

标赛中，岐山县非遗项目——宝

鸡西岐华英舞狮获得甲组传统

南狮第四名、甲组竞速南狮第二

名、甲组障碍南狮第三名三个奖

项（见上图）。
7月 22 日至 24 日，2024 年

全国青少年舞龙舞狮锦标赛在安

徽池州举办。比赛由中国龙狮运

动协会、安徽省体育局、池州市人

民政府主办，来自全国12个省的

600多名运动员参加比赛。比赛设

置有舞龙、南狮、北狮、彩带龙、创

意龙狮5个大项51个单项。宝鸡

西岐华英舞狮队成立于2009年，

15年来，培养了上百名优秀的舞

龙舞狮人才，目前舞狮队有队员

54人，为 13岁至 55岁的舞龙舞

狮爱好者，尤擅传统舞龙舞狮、

梅花桩舞狮等，编排融合了南北

狮舞法。队伍曾参加陕西省第四

届全民健身运动会龙狮锦标赛、

2023全国冬季“村晚”示范展演、

陕西省关中五市联盟非遗展演等

活动。宝鸡西岐华英舞狮队队长

李咏梅介绍说，6月接到陕西省

民俗体育协会的比赛邀请后，他

们选派6名青少年队员参加，队员

勤奋练习一个多月，在比赛中表

现出色，摘回三个奖项，展示了青

少年舞龙舞狮的精湛技艺，也呈

现了宝鸡非遗绚烂多姿的风采。

保护乡音瑰宝
守好文化根脉

罗琴

“ 额 滴 神 哪 ”“ 美 滴 很 ”“ 侬 晓 得
伐”……近年来，从《武林外传》到《山
海情》，再到年初爆火的《繁花》，影视
剧出现的方言在线上线下被广泛探
讨。可以说，方言让影视作品更加“对
味”。方言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历史和
社会信息，其重要性不容忽视。保护并
传承方言，才能更好地守住文化根脉。 

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并不矛
盾。我们推广普通话，不是不使用方
言 ；而保护方言，也绝非拒绝普通话。
普通话作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在
促进区域交流、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必须大力推广、积极
应用。方言是普通话的根，给普通话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不仅丰富了语
境，也为语言注入了地域特色和人文

情感。作为地域性的交际语言工具，方
言适用于日常生活和非正式场合，这
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普通话与方言的
关系，在恰当、巧妙的使用中，为保护
和传承方言贡献力量。 

方 言 是 联 结 乡 情 乡 愁 的 纽
带。“ 弄 啥 嘞 呀 ”“ 你 瞅 啥 ”“ 好 巴 适
哟”……这些方言口头禅，让人一听
就能立刻进入特定的语言环境。方言
是渲染气氛、强化认同、拉近距离的
重要方式之一，是一个人踏入故乡的

“通行证”。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蕴藏
浓浓乡愁的方言俗语，是无数游子的
精神寄托，也是每个人心底最深厚的
文化情怀。 

方言是解读古籍的金钥匙。比如
陕西方言“咥”字在《易经》《广雅疏

证》等古书中就出现过，至今在陕西方
言中还保留着“咥”字的原音原义，常
说的咥饭，就是吃饭的意思。还有“嫽
滴太”一词，也源于古汉语中的“嫽”

（美好之意）。这些词语的传承和演变，
为我们深入理解古籍提供了新视角，
也为研究古代汉语和方言文化提供了
宝贵资料。 

不仅如此，方言在推动城市文旅
发展方面也在持续加力。当前，全国多
地都在巧妙运用方言热词来盘活地域
文化、带火地方文旅。比如西安的“李
白对诗”等活动，让方言也成了夺人眼
球的流量密码。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一
些方言面临着消失的风险。因此，我们
要重视方言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政府
部门可以广泛搜集资料，为方言建档 ；
结合当地文旅宣传，通过戏曲演出、方
言故事、方言短视频等，扩大影响，吸
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陈仓杂谈

宝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底蕴深
厚、多姿多彩。现在，社会飞速发展变
革，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不断变化。
只有不断创新打造“潮品”，让非遗

“潮品”拥有更多年轻粉丝，才能更好
地助力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非遗需要在守正中不断创新。优
秀传统文化形成于历史进程中，而
发展与前行则是时代进步的趋势。
让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巧妙结合，
让非遗走进生活，这是宝鸡一些非
遗传承人一直在思考和付诸行动的
事情。如年轻的凤翔泥塑传人胡锦
伟，他充分利用泥塑元素，设计制作
成钥匙扣、书签、背包、围巾等泥塑
文化创意产品。马勺脸谱非遗传人
薛亚兵，将创新设计的社火脸谱图
案印到手提袋、镜子、瓷杯等日常用
品上，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非

遗 + 时尚”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潮流，
更好吸引了广大年轻人及青少年关
注、传承非遗技艺，为非遗项目传承
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非遗工艺品的创新可以更加多
元化。我市一些非遗传人还推出了含
有社火脸谱元素的香包、泥塑元素的
刺绣等作品，打破了每一项非遗手工
艺品的“次元壁”，将两项或者多项非
遗品结合、交织或混搭，成为新的文
创品 ；还有将非遗工艺品制作成材
料包，供学生群体进行手工制作等。

“非遗 + 非遗”“非遗 + 手工实践”等，
实现了更加多元化的非遗传承和创
新传播，让人欣赏到拥有全新理念的
潮流手工艺品。

在 创 新 发 展 中，我 们 还 可 以 学
习借鉴南方一些旅游城市的做法，
将 宝 鸡 的 非 遗 加 入 年 轻 人 喜 欢 的
动 漫 元 素，在 老 街 区、旅 游 热 点 地
开设非遗潮品专卖店等，让更多人
看到非遗“潮品”的独特魅力，从而
为 非 遗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贡 献 更 多 年
轻力量。

桑梓情怀
一个岐山进士的

毛丽娜

在清朝咸丰年间，岐山县出了一位进士，名叫张殿元。他曾在京城任“工部屯田

司主事”一职，回乡后又协助知县编纂了《岐山县志》，留下不少动人的故事。

让非遗“潮品”
拥有更多年轻粉丝

麻雪

勤奋好学  一朝金榜题名
“张殿元是岐山益店人，1816 年

出生，1889 年去世，是我母亲张玉梅

的曾祖父。”近日，笔者在岐山县蔡家

坡镇采访了张殿元后代的亲人——74

岁的企业退休干部白鸿江，他向笔者

提供了自己搜集到的张殿元家谱、岐

山县志、故宫博物院“金榜题名录”复

印件以及张殿元墓志铭拓片，上面记

载着张殿元的人生经历。 

张殿元从小酷爱读书，晚上借着月

光都要看书。功夫不负有心人，1853年，

他成功考中了进士，咸丰皇帝下旨封他

为四品官，在京城任“工部屯田司主事”

一职。据《岐山县志》记载：张殿元，字

鼎臣、震西，号震溪，是岐山益店有名望

的人物。白鸿江珍藏的复印件出自故宫

博物院的清代进士“金榜题名录”档案

资料。这份珍贵的文史资料，见证了张

殿元金榜题名的重要时刻。

张殿元勤奋学习的精神，成了家

族里每个人的榜样，特别是后裔张鸿

翼的后辈子孙，幼年虽家境贫寒，但

他们毅然坚持学习，用树枝、石灰块

在地上练字。如今，他们在文化、科

研、教育等领域都颇有作为。

 敬老孝亲  美德传扬后辈
张殿元不仅勤学，更是孝悌传

家的典范。他小时候家里穷，父亲早

逝，由叔祖张正雅抚养长大。叔祖

去世后，他始终心怀感激和遗憾。后

来，他在京城任职期间，一听说叔祖

母病重，便立即请假返乡照顾，亲自

侍奉于病榻前，喂药送汤，无微不

至，在当地被传为美谈，也深深地影

响了他的后代。

作家王英辉是岐山益店人，与清

代翰林宋金鉴后裔宋彦魁先生是忘

年交，他们曾在张殿元故宅见到其墓

志铭拓片，欣喜之余，宋彦魁写下一

段跋文 ：“清季二百六十七年，吾乡

只得一进士，即咸丰癸丑三甲廿五名

之鼎臣公张殿元也……”正是宋先生

赠出的这份墓志铭拓片复印件，成为

目前了解张殿元生平的重要史料。

张殿元的后代张玉梅及其家族

成员，都深受其影响，将孝道代代相

传。白鸿江退休后，也是尽心尽力照

顾年迈的母亲，直到老人 90 岁高龄

去世。

 赈灾修志  回报家乡父老
张殿元情系桑梓，热衷公益事

业。他回到家乡后，看到乡亲们所

受疾苦，毅然投身赈灾工作，以公

平公正的作风，赢得了大家的尊

敬。他还协助知县编纂了《岐山县

志》，这部地方志书详细记载了岐

山的历史、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

情况，对当地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作

出了极大贡献。

据传，岐山太平庄的名字也是由

张殿元起的。白鸿江说，太平庄家族老

人告诉他，最早村里有祁、杨两大姓

氏，村名为“观祁村”。但村子瘟疫蔓

延，被人戏称“鬼家庄”。村民觉得不

太平，张殿元定居此地后提议将村名

改为“太平庄”，寓意本村百姓安居乐

业太平安康。说来也怪，更名后村子平

安、人丁兴旺，还不断扩大，如今这里

分为太北、太南、太西三个村，张殿元

的家在太北，“太平庄”村名也一直沿

用至今。

清代进士“金榜题名录”复印件

张殿元墓志铭拓片等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