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 11月 29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周末·乡情 编辑 李 琳 版式 赵 恒 校对 马 丽 组版 王翠翠 A07

（接11月22日A07版）“跟随刘
老师一个月了，你觉得刘老师有什么
特点？”王静听了我的问话，略微沉可
吟一下说：“一是吃饭、穿衣都不讲
究，可对吹奏的细节及方式要求特别
严格，特别注重曲调的内涵、情绪，要
求将曲调的内涵与氛围表达出来。
二是有情怀。他的学生史萌芽家庭
条件不好，刘老师让她在这里任教。
刘老师还对困难学生免学费、免生活
费。”

给我们当面吹奏一曲的同学叫周
盈驰，今年17岁，是焦作十二中的高
三学生，跟刘元明学习唢呐已达10年
之久，而今能熟练地吹奏20多首曲
目。

我自然不会放过采访的机会，问

盈驰：“你在刘老师这儿学到或感觉最
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小姑娘腼腆地低
下头，瞟了一眼刘元明，低声地说：“一
是严格，在规定的时间教的东西必须
得学会。二是技巧，掌握了环循换气
和气拱音。三是因材施教，刘老师的
方法很多，针对不同的学生采用不同
的方法。四是照顾学生，刘老师在教
课时很严格，除此之外他是很乐观的，
从不板着脸，是位温和的老师。”小姑
娘缜密的思维，基本上诠释了刘元明
教学育人的思想。

听着学生们的吹奏和讲述，我在
回味、在遐思：任何技能的掌握都需要
时间和耐心。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
毁于随。其实刘元明比学生还刻苦，

学生练他也练，学生不练他还练。每
天，他和学生们同吃同住，起五更爬半
夜。刘元明感慨道：“不学不行啊，怕
教不了学生呀！”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多年
来，刘元明唢呐培训学校绽放出朵朵
奇葩，累计培养学生1000余人，演奏
方式由原来的单人独奏发展为几人、
十几人、二十几人的合奏，32人相继
凭唢呐特长考上音乐学院，多人在省、
国家级唢呐赛事上荣获金奖。2010
年2月，在亚洲国际青少年艺术大赛
中，学生庞军华的独奏曲《正月十五闹
雪灯》荣获金奖；2012年9月，学生赵
新杰在第八届全国校园才艺选拔活动
总决赛中荣获小学组民乐比赛一等
奖；2014年8月，学生周盈驰在第13

届韩国“首尔杯”国际音乐舞蹈艺术大
赛中荣获最高奖。

作为第三代唢呐传承人，2003
年4月，刘元明被聘为中国音乐家协
会民族管乐研究会会员，同年11月
参加安徽皖派唢呐研究院举办的民
族管乐研讨会。2006年，刘元明被
焦作市音协聘为常务理事，他也在不
同的大赛中荣获优秀教师奖。此外，
刘氏唢呐受到了社会媒体广泛的关
注报道。

“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只要
还能干，我会坚持培养新人，一直传承
下去。”刘元明如是说。秉持着传承精
神，刘元明早期学生之一赵新杰如今
已是刘氏唢呐第四代接班人。

□王保利

中国唯有国魂是最可宝贵的，唯
有它发扬起来，中国人才真有进步。

——鲁迅

作为马村区非遗的代表人，谈到
今后的打算，刘元明直截了当地说：

“自己年纪大了，要多培养人，发扬光
大唢呐事业。”

如今，他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让
唢呐进校园，已经与焦作市七中谈妥，

刘氏唢呐将在这里建设传承基地。他
将免费给学生们讲课，传授技艺。他
希望今后两年，在全市20所学校开办
唢呐的学习基地，让唢呐传承下去，永
不失传。

离开庭院，秋光无限，柿子正
红，悠远而洪亮的唢呐声还在身边
回荡。

唢呐如其他民间艺术一样，被时
代的洪流裹挟着，折射出民间文化技

艺日渐式微的趋势。为此，除了刘元
明他们固守一分信仰、一种传承之外，
还需要社会民众给这些民间艺术一分
耐心和理解，用心体会其艺术魅力，使
之吹出光明的明天。

声声唢呐，蕴含代代相传的演绎
以及厚重文化的质感，渗透到百姓的
肌肤里，让一代代人欢乐下来，也温馨
下来，让听着唢呐声长大的孩子有着
最古朴的情怀。

唢呐声声，清脆洪亮，穿透力
强，传得很远很远，总会于泪光闪
闪中溢出几许乡音的味道。唢呐
声，愈发像越酿越醇的酒，幽韵绵
长。

唢呐声声，自己好像听着心声似
的，时而嘹亮入云端，时而弥漫在谷
涧。时而欢乐，时而低沉。我索性敞
开心扉，不，还有大地、天空，都敞开
了心扉，让其吹拂，让其涤荡。(完）

人们常觉得准备的阶段是浪费
时间，只有当真正的机会来临，而自
己没有能力把握的时候，才能觉悟
到自己平时没有准备才是浪费了时
间。

——罗曼·罗兰

机会真是神奇，它总是给准备好
的人。它给“疑无路”的人带来“柳暗
花明”，能让“屈心抑志”的人从此“青
云直上九重霄”。不难发现，把握住机
会的人早已在机会来临之前，作好了
一切准备。

刘元明深深懂得：最壮丽的风光
就在最高的山顶之上。一如人生的
辉煌，总是在经历岁月的种种磨砺
后才会熠熠闪光。等走过去，一切
都成了过往，才发现此刻多么感激
自己当时的坚强，虽然历经坎坷，但
当身处高山之顶，极目远眺，一望眼
前无涯的云海，波涛翻滚、气势磅
礴，眼界的开阔，让人顿然明白天地

有多么宽广，你也会瞬间明白所有
的辛苦和付出都会得到远超出自己
想象的回报。

说到成绩也好，荣耀也罢，刘元
明最看重的还是央视“村晚”。这是
对他20多年辛勤付出的肯定。有关
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为了展现群众
更充实、更红火的精神文化生活，
2023年《我的“村晚”我的年》融媒体
直播节目丰富了现场表演内容。从
热闹欢腾的开场锣鼓演奏《喜庆锣
鼓》、歌舞表演《咱们村里有“村
晚”》，到优雅又不失灵动特色的舞
蹈《浣染》；从满怀希望、喜迎丰收的
舞蹈《种子》，到遒劲高亢的老腔演
唱《黄河谣》，再到明快喜悦的唢呐
演奏《喜庆丰收年》，乡村民俗文化
丰富多彩，民间表演异彩纷呈。节
目为全国新农人提供了展示机会，
在广大群众自编自导、自演自赏的
节目中呈现浓浓的文化乡情，烘托出
当下新农村的文化氛围，绽放出新农

村的魅力群文之花。河南省焦作市
马村区刘元明唢呐表演队表演了压
轴节目《喜庆丰收年》……

唢呐合奏《喜庆丰收年》由刘元明
唢呐表演团队演绎，展示了人们在收
获的喜悦中迎接到来的中国春节和乡
村振兴的文化脉动。同时，热情的焦
作人民也希望经由“村晚”舞台，将唢
呐演奏展现给全国人民，重新焕发出
非遗文化的生机活力。

谈到“村晚”，刘元明还是相当兴
奋。他说那是2023年1月9日接到了
央视的邀请函，要求在1月13日赴京
彩排，1月14日就要进行《我的“村晚”
我的年》现场直播。拿着邀请函，他既
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刘氏唢呐能在
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紧张的是时间
紧。另外，为了突出热闹欢快的氛围，
还要将原来独奏的5分6秒改为3分
26秒的合奏。

刘元明首先要将《喜庆丰收年》
缩短时间，既不能破坏原曲内容，还

要衔接好，体现出喜庆劲。其次要将
单奏改为合奏，在吹奏方式、方法上
进行调整。吹曲，人人都会，如何吹
齐是一道难关。于是，他们在排练中
吹，在吹中编排。当时的刘元明，不
是在编排现场，就是在编排思考中。
由于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他眼肿了，
嗓也哑了。

央视直播那天，舞台上，当那个
领奏的小姑娘运用不鼓腮循环换气
的方法吹奏，展现出刘氏唢呐的魅力
时，令现场观众啧啧称赞。那时，刘
元明说：“值了！”

中国有句古话：台上一分钟，台下
十年功。我们常羡慕别人的机遇好，
羡慕命运对别人的青睐，羡慕别人的
成功，却没看到荣耀和鲜花背后所付
出的千辛万苦。拿起一把唢呐，我说
这些年要用坏不少吧？刘元明笑着
说：“这没统计过，光哨片一年至少要
用几十个。唢呐，这几十年也吹坏有
40多个了吧。”

高光时刻上“村晚”

尾 声

郭熙文化园的古韵新风
□朱立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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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初冬至，又是一年山里
红。一个暖阳高照的周末，三五老友相
约走进山里采风，采摘品尝挂在枝头火
红的柿子。

虽然已是初冬时节，但艳阳暖暖，微
风拂面。我们驱车进山，路边的野菊花
开得正灿然，一丛丛黄栌正红得热烈浪
漫，一群叫不出名的鸟儿从沟底的大杨
树上扑棱棱地飞向了明净高远的蓝天。
而那些在自家田边地头摘柿子、挖红薯
的男男女女，个个笑逐颜开地享受着又
一个收获的喜悦。

不知不觉，车已停到庆林表弟家门
口了。表弟热情地喊我下车，将我们迎
进了红墙黛瓦、宽畅明亮的两层楼新
家。弟妹秋英更是端茶水、砸核桃，那质
扑的热情，一下子就将我们感动得泪花
闪烁。

稍停片刻，我们一起出发摘柿子。
表弟扛着几根绑着网兜的杆子，提着几
个竹篮子朝位于沟坡下的柿园走去。说
是柿园子，其实既无围墙，也无大门，只

是扎了一圈篱笆。20多棵柿树枝头上挂
满了大大小小、或黄或红、像小灯笼一样
的果子，有疏有密，煞是喜人。表弟手握
杆子靠近目标，用劲一拧，柿子就乖巧地
掉入网兜内，我们再拿出来放入各自的
篮子里。

表弟快70岁了，由于生活在山里，长
年劳动，身体还不错。稍低一点的柿子，
他用杆子够；高处的够不着，他干脆把篮
子挎到肩上，双手抱树，噌噌地爬到树
上。在挪动之间，红彤彤的柿子装满篮
子，他用挂在腰间的绳子吊下来，我们一
边接，一边夸赞他能干。

这时，表弟远远望见几个人围在一
棵高大的柿树下采摘，便高喊：“不要摘
那棵，来这里摘！”

看着我们迷惑不解，秋英告诉我们，
那棵柿子树是邻居成祥家的，成祥老两
口专门为在外地工作的儿女留的，不让
外人摘。

成祥老两口已近耄耋之年，在省城
工作的儿女多次要接他们到城里生活，

但他们就是舍不得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
小山村。虽然儿女和孙辈都会隔三岔五
地回来探望他们，但想让20多口人都聚
齐的确是个难事。于是，成祥就立下一
个规矩，每年初冬季节约定一个周末，不
论远近都要回到太行山里的老家团聚一
次。

每到这时候，成祥一家人围着大柿
树摘柿子，然后削柿皮、串果、搭架子、晒
柿饼，忙碌场面热闹非凡。院子里架起
大锅，蒸馍、煮肉、炸丸子……一家人热
热闹闹，陪着老人喝团圆酒、吃团圆饭。
看着儿孙满堂，成祥老两口乐得合不拢
嘴。所以，当其他人家的柿子陆续摘完
时，成祥老两口守着自家的柿子树一个
也舍不得摘。村里人明白，他们等的是
一家人的团圆。

于是，那棵老柿树就被村里人叫作
“团圆树”，大家一同陪成祥老两口盼着
那个大家庭团圆的日子，宁愿免费让路
人摘自家的柿子，也要为腿脚不利索的
老两口守护那棵老柿树的果实。

坐落在温县城东荣蚰河畔的郭熙文
化园，是在古温史册上闻名遐迩的人文景
观“苏封八景”之一——“郭熙墨迹”在新
时代绽放的绚丽奇葩。它以其历史名人
效应、厚重的传统文化氛围和高雅秀美的
园林景色，吸引了一批批游客前来游览。

郭熙，字淳夫，温县西郭作村人，北
宋著名画家，宋神宗熙宁元年入图画院
艺学，后任翰林待诏直长。“郭熙墨迹”是
指其在家乡留下的大幅山水画作遗迹。
1991年，《温县志》曾为郭熙作传，载郭熙
善作大幅。北宋神宗元丰五年，郭熙的
儿子郭思高中进士，“熙喜其子登科，乃
于县学宣圣殿内，图画水山窠石四壁，雄
伟清润，妙绝一时，自云：平生极得意之
作”。同时，他还为显圣寺“作十二幅大
屏，高二丈余，山重水复，不以云物映带，
笔意不乏”。宋神宗特别喜爱郭熙的画，
在宫内多处张挂，并破例赐予其金带。
历代巨儒名人也对郭熙推崇备至，多咏
诗赞之。大文豪苏东坡赋诗曰：“玉堂昼
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鸣鸠乳燕

初睡起，白波青嶂非人间。”郭熙的画作
《早春图》《幽谷图》《溪山秋霁图》《关山
春雪图》等已成传世珍品。郭熙还是绘
画理论家，有专著《林泉高致》，对后代书
画界影响深远。

郭熙文化园里四季景色秀美，郭熙
遗风随处可见，传统文化氛围浓郁，游
人络绎不绝。每当春暖花开之季，园内
阳光明媚，绿草如茵，百花争艳，蜂飞蝶
舞。盛夏来临，这里林木繁茂，翠竹葱
茏，荷花盛开，雀跃蝉鸣；深秋季节，落
叶缤纷，满目金黄，残荷戏水，芦花飘
飞。到了严冬，雪压青松，冰挂柳丝，河
凝玉带，满园银花。如郭熙亲临其境，
必会乘兴展纸挥墨，绘上几幅北国风光
美景图。

前段时间，我再次来这里观瞻，只见
宽阔的广场中央耸立着郭熙的花岗岩巨
幅雕像。其手握画笔，两眼凝视前方，似
乎仍在鉴赏祖国的大好河山，选择意欲
描绘的壮美画面。三五成群的游人或在
人行步道上慢跑，或在各种器械上活动，

或伴着音乐翩翩起舞。
折身向南，一股股浓郁的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一块块山水石板画竖立在步道两
旁。“画界大师”群雕在冬阳辉映下愈发逼
真灵动，栩栩如生。在刘胡兰、赵一曼等
英雄群像专栏和谢军、黄文秀等新时代楷
模的画像及事迹展板前，一波又一波游人
停下了脚步，与英模进行着心灵的交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大型宣传版画
耸立其间，焕发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昂扬正气和社会新风。

最后来到传承广场。约高3米、横
6米的汉白玉巨雕作品《传承》，在蓊郁
苍翠的龙柏围墙护卫下，肃然高耸在大
型花坛正中。雕塑展现的是一幅翻开
的山水画卷，画面恢宏，撼人心魄。只
见峰峦秀起，岩岫巉绝，古木参天，虬枝
横斜，谷深壑远，溪水跌宕，殿堂巍峨，
云烟变幻，果然是一帧近乎完美传承郭
熙画风的上乘佳作。无怪乎常有画家
来此相聚，瞻仰先贤，谈经论画，交流作
品，相互赏析。

一

一夜北风起，如同舞蹈家
听到了美妙旋律
斑斓的树叶，情不自禁地
跳下枝头
一个精彩亮相
便身姿轻盈滑入舞池
动作之优美、舞姿之优雅
如一首首令人陶醉
又耐人品味的华美乐章

二

眷恋着叶子的韵味与美丽
锲而不舍的寒风
极其用心地
向其表露出爱慕之情

有感于秋风的痴情和执着
叶子不顾家人的反对
义无反顾地携手寒风
开启了四海为家的幸福之旅

三

树高百丈，落叶归根
是绿叶对根的回报
也是绿叶对根的承诺

离开了母亲的怀抱
没有了娘亲的管束
但它始终不离不弃
围绕在母亲身边
这里有它的根和魂
它的牵挂和乡愁

初心不变的它
时刻准备着奉献自己
来报答母亲对自己曾经
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呵护

四

是心疼母亲的不堪重负
还是向往着诗与远方
叶子借着寒风的力量
纵身一跃
带着缤纷的憧憬与梦想
向着心仪的远方奋力飞翔

落叶赋
□侯思亮

□杨凤莲

虚 位 以 待
期待你的加入

1.市中心观澜国际全新房，精典户型，手续齐全，80平方
米、120平方米、69平方米，特价售。2.市区仓库、车间、厂房
出租，住房、写字间低价出租。电话：17803852291

特价售房、仓库、厂房住房出租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5839166889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8797222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广告

婚介服务 出国劳务
地址：解放中路焦煤集团五官医院向东20米路北 电话：15839123398尹老师

焦作市天公中介服务中心

中介服务招
租

焦作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位于山阳区
华宝路中段西侧三层办
公楼现对外招租。
电话：13839166796

招
租

解放区老疾控中心原办公
地址为山阳区太行路与焦东路
交叉口东150米，现对外出租，
有意者请联系解放区机关事务
中心。联系电话：292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