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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4日这个春意渐浓的日子里，武陟县乔庙
镇冯丈村被一片喜庆与热烈的氛围所笼罩。鼓乐齐
鸣，传统非遗的韵律在空气中悠扬回荡，仿佛穿越时
空的使者，将古老的文化韵味带到这片充满生机的
土地上。来自焦作和新乡的17项国家、省、市级非
遗项目在这里轮番上演，为村民们带来了一场视觉
与听觉的盛宴。

随着一阵阵欢快的锣鼓声，哼小车表演灵动传
神，仿佛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童趣与梦幻的世
界。耍老虎艺术更是精彩绝伦，每一个动作都透露
出匠人的精湛技艺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而黄
河龙狮的登场，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那气势磅
礴、威风凛凛的姿态，展现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与
不屈精神。观众如痴如醉，掌声雷动，非遗之光在冯
丈村熠熠生辉，仿佛每一道光芒都在诉说着千年的
故事，传承与创新在这里交汇，共同书写着中华文化
的华彩篇章。

冯丈村，这个位于武陟县城东20公里的河南省
特色文化村，拥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底蕴。
全村2400多口人，薛、丁、杨三大姓氏在这里繁衍生
息，共同守护着这片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其中，薛
姓更是元代吏部尚书、被誉为“元代一柱”薛澍的后
人，这分荣耀与传承，让冯丈村在中原大地上独树一
帜。

在冯丈村的文化瑰宝中，行水（也称为火神祭
祀）、东路怀梆、哼小车三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尤为引人注目。这些项目不仅承载着冯丈村的历
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更是全国罕见的非遗瑰宝。为
了办好一年一度的农历大年初七“行水”活动，冯丈
村专门邀请了国级非遗项目中州大鼓、省级非遗项
目大泉旱船等十几个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项目前来
会演，共同为村民们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行水”作为豫西北地区特有的春节祭祀火神活
动，已经在冯丈村流传了好几百年。这项活动不仅
是对火神的敬仰和对幸福的祈求，更是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与弘扬。在活动现场，专程从新乡赶来的河
南师范大学非遗专家丁永祥为我们揭示了“行水”活
动的深厚内涵。他说：“‘行水’活动在冯丈村已经传
承了数百年，它见证了村庄的兴衰变迁，也承载了村
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如今，这项活动依
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人们不但热情不减，而且越
办越热闹，越办越有特色。”

今年来参加文艺会演的非遗项目琳琅满目、异
彩纷呈。冯丈舞狮以其矫健的身姿和威猛的气势，
赢得了观众的阵阵喝彩；冯丈大鼓，则以其浑厚的鼓
声和激昂的节奏震撼着每一个人的心灵；哼小车、武
术、舞龙等表演更是各具特色，让人目不暇接。此
外，还有董宋抬鼓、景明耍老虎、景明河蚌舞、中州大
鼓、老汉背妻、秧歌骑驴、踩高跷、西营大鼓、二鬼摔
跤、黄河飞龙、大泉划旱船和东路怀梆等项目轮番上
演。

在这场文化盛宴中，我们看到了冯丈村对传统
文化的坚守与传承，也看到了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这些非遗项目不仅丰富了村民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让古老
的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本报记者 王学典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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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品围绕主要人物，即考上清华大
学却因父亲脑梗决定弃学、留在家乡创
业发展的于春宝展开。初中只上了两
年半就辍学的郑娥眉和初中毕业没考
上高中的枣花，是于春宝高中以前的同
村同学，这就有了情感世界的盘根错节
和曲曲折折。于春宝这个独子，因家庭
经济基础薄弱和现实条件不具备，虽然
春宝父母及钟情于自己的郑娥眉都支
持他去深造，可于春宝反复权衡，还是
毅然决然放弃了他被录取的清华大学。

在创业发展过程中，虽然于春宝起
始也遇到了鱼塘鱼死、山药粉发霉变质
等挫折，可在于春宝悉心照料下逐渐康
复的通古达今父亲的引导下，尤其是在
现实中“红旗渠”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
又信心十足地投入到初创的事业中
去。这里不能不提到于春宝初中时期
的两位女同学的相助。当初，郑娥眉在
于春宝被清华大学录取后，就凑到1万
元资助他去上学。当于春宝创业遇到
困难时，枣花又拿出打工存的3万元帮
助他渡过难关。这不能不说金钱在人
际交往中的润滑和益有作用。

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郑娥眉去了
日本打工，枣花跟进到于春宝的感情生
活中去，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于
春宝的创业路，由于自己得天独厚的秉
赋和比较高尚的道德情操，使其创业风
生水起，基本是顺风顺水。当在老党支
部书记张亮的支持下，全票当选新党支
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时，于春宝面对全
村父老乡亲，把自己苦心经营起来的鱼
塘、山药粉厂、食品加工厂、制鞋厂、苹
果园、罐头厂都奉献出来归属村集体所
有。这昭示着于春宝已由“小我”走上
了“大我”。于春宝在党支部书记和村
委会主任“一肩挑”期间，村里又建起了
党员活动中心、养老院、文化活动广场、
图书室、阅览室、民俗文化馆，还敞开村
门，进行招商引资，办更多、更大的企
业，以资造福乡梓。

作品在青年男女爱情方面，人物的
情爱和事业密切相联。这个作品，基本
而深沉的底色，是通过故事情节的跌宕
起伏、人物形象的个性化塑造，显示了

正确的价值取向。其基本方法是比较，
这种方法，也是人类世界最为正常的方
法。虽然，世间有“人比人，气死人”的
说法，但事情的另一面是“不见高山，不
显平川”。只有比个你高我低，人生才
算有意义。

二

就其作品而言，以于春宝为“坐
标”，面对郑娥眉和枣花的爱意，春宝坚
守住了爱情的初心，郑娥眉也坚守住了
爱情的初心。郑娥眉在日本福冈大型
电子企业打工，山阳市华裔副董事长原
田川泽向郑娥眉示爱，被她婉拒。原因
是郑娥眉认定自己的故乡在中国，自己
的父母在中国，自己的姊妹在中国，自
己的爱情也在家乡于春宝这个人身
上。这就是说，在郑娥眉的思想深处和
精神世界里，中国家乡的于春宝和日本
福冈的原田川泽比，她思想感情的天平
显然是向家乡的于春宝倾斜。都说环
境改变人，可在郑娥眉身上，并不是随
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是于春宝
的人格魅力，吸引着郑娥眉。

在中国牛角川的河湾村，在郑娥眉
没有回来之前，以枣花为“坐标”。在枣
花心里，有红毛即邢家昌和于春宝的比
较。在红毛没去南方打工之前，枣花倾
心春宝，而红毛倾心枣花。如同春宝、
枣花、红毛站成一横排，一齐向右看，枣
花看春宝、红毛看枣花这种“剃头挑子
一头热”的态势。不过在这三个人的爱
情处理上，笔者认为，作品并没有给其
简单化的处理。红毛追枣花，就在春宝
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个游手好闲，惯于
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红毛说动跑货车
的父亲转借给春宝5万元，并且是由枣
花的手递向春宝。这一计招，赢得了枣

花对红毛的好感。而且，枣花的父亲和
红毛的父亲平时以兄弟相称，是无话
不说的好朋友。可枣花的思想倾向
仍在于春宝那里盘旋和打转。红毛
的改变，是到南方打工，因自己红头
发被搬运工这个岗位拒招，到理发店
复原了自己头发的颜色，这才被另一
个拌灰的岗位招用。经过一段艰苦
且隐忍的劳动锻炼，红毛身强力壮起
来，这给他一次“英雄救美”的机会，
赶走一胖一瘦两个流氓，赢得陶招娣
的芳心。红毛在北方的河湾村是“富
二代”，是“没用”的独子。到了南方，
他却改变了自己。郑娥眉到日本，环
境变了，爱国之心没变，爱父老乡亲
之心没变，爱父母之心没变，爱春宝
之心没变，这是多么宝贵的“没变”之
心。红毛由北方的牛角川到南方打
工，所处的方位变了，环境也随即变
了，生活习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
化，由不劳而获变成了自食其力，由游
手好闲变成了勤劳勇敢。红毛从固有
的圈子走出去，开阔了视野，锤炼了自
己，修得了能耐，铸造了灵魂。这是一
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简直是一种蜕变。
可以这么说，在红毛身上，我们看到了

“浪子回头”的实证和诠释。在河湾村，
红毛的家庭经济条件算是优裕的。在
南方，陶招娣的家庭条件应该更是优
渥。两相比较，红毛的家庭就属于相对
的“穷人”家了。但红毛不羡富贵、不慕
奢华，毅然放弃南方，回到河湾村。要
问理由，我想仍然是他舍不得北方的家
乡河湾村，也舍不得心中的偶像枣花。

三

整个作品，在所有人物中，薛霸是一
个反面人物。在这个情节中，作者采用

烘托手法，更体现出春宝的“大我”人
格。养老院开院也是采用烘托的写法。
这也说明，在作者心中，家乡是最美丽
的，这里的一砖一石、一草一木、一花一
鸟，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都在作
家心里打上了深沉而向好的印记。这部
作品的作者，是一位热爱家乡的乡土作
家。在家乡的这个环境中，他辛勤创作，
笔耕不辍，连同这部作品已出版了12部
长篇小说。

作品随着故事情节自然而然地推
进，在主角登场的同时，也有辅助人物
的出现。这种主线与副线，主要和次要
人物在作品中的安置和布局，都是恰如
其分、入情入理的。作品属传统写法。
环境中的景物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和
心理描写，可以说是贴切而细致的。尤
其是景物描写，在这几种描写手法中是
凸显的。其次是肖像描写，也值得称
道。这里只说点景物描写。景物描写
的成功，是作家长期生活在这个环境中，
注意观察生活，熟悉生活，对天、地、风、
云、禾、红丝河、浣衣石、石拱桥等风物都
赋予着深厚的感情。作家的描摹准确，
描绘细腻，在描写景物的字里行间能感
受到其对这片热土的真情和挚爱，是发
自肺腑的。也可以说作品的景物描写，
是准确服务了情节的有效展开和推进，
是准确服务了人物的心情和心境。所以
说，这部小说的景物描写是成功的。语
言的运用特点，是把俗语、民谚、常用语，
根据人物情节推演的需要，自然地镶嵌
融入在语言的组织和运用当中。这一
点，与有的官场小说不同。描写官场的
长篇小说《二号首长》，整部作品擅长描
写人事纠缠和瓜葛，却无一处景物描写，
原因是仄逼的人事场景和明争暗斗所造
成的结果，是来不及也不屑于用景物描
写来表现和衬托，是官场险恶一极的直
接反映。作品中的肖像描写也值得叙
写，这里不再赘述。

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在于总体上
语言描写的手法老到，思想传统而成
熟，是从古至今沉淀下来的，也是以后
人们所秉持的价值取向和趋向，还是符
合乡村振兴及美丽乡村建设文学版本
生动形象的有益呈现。

——评李法培长篇小说《陌上花开》
□杨清喜

纵览《陌上花开》，是一个形象而宏大的比较

场，其手法是运用对比。这个描写方法，或许作者意

识到了，或许没有意识到。所谓的比较，就是比较物

质条件、比较人格魅力、比较道德情操。作品就是在

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徐徐展开，渐次推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