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4年 2月 6日 星期二

文艺创作表演 文艺交流策划
舞台造型策划 舞台设备租赁

地址：经济开发区柳莺路樊庄文化产业园
QQ：345014025@qq.com
电话：0352—5375933

大同市歌舞剧院

文旅
第
一
房
产

责编 版式 赵永宏广告经营许可证号：1402004000009 广告热线: 0352—2023122

元明瓷器上的龙纹演变
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

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
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
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管子·水地》

中 华 民 族 对 龙 的 喜 爱 和 崇 拜 ，
使得龙纹成为古代工艺美术品上最
常 见 的 装 饰 之 一 。 无 论 是 在 古 建
筑、玉器、青铜、陶瓷、家具还是
绘画等器物上都可以看到大量龙的
形象。从古至今，龙的形象不断演
绎进化，完成从古朴到细致、从抽
象到写实的转变。元明时期，瓷器
龙纹风格多样，于细微之处体现出
强烈的时代特征。

元代龙纹：矫健威严，大气彪悍
元 代 时 ， 随 着 制 瓷 工 艺 的 发

展 ， 龙 纹 形 象 在 瓷 器 上 大 量 涌 现 。
此 时 的 龙 纹 逐 渐 脱 离 了 宋 代 刻 、
划 、 印 等 胚 体 装 饰 技 法 ， 向 绘 画 转
变 ， 在 瓷 器 龙 纹 发 展 史 上 具 有 里 程
碑式的意义。

元 代 的 龙 纹 造 型 艺 术 特 点 是 ：
龙 身 修 长 似 蛇 ， 细 颈 ， 身 饰 圆 弧 鱼
鳞 纹 或 斜 网 格 状 纹 。 龙 头 呈 扁 长
形 ， 光 头 无 发 或 脑 脖 处 飘 数 绺 长 发
后 扬 ， 龙 角 似 鹿 角 后 展 ； 龙 眼 有
神 ， 睫 毛 不 明 显 ， 龙 眉 形 如 火 焰 ；
张 口 露 齿 ， 龙 嘴 上 翘 。 通 常 仅 下 腭
有 须 ， 上 颌 部 不 见 双 须 。 四 足 肌 肉
结 实 ， 关 节 弯 曲 ， 爪 张 而 有 力 ， 龙
尾 较 秃 ， 肘 毛 、 尾 鬃 呈 尖 尾 或 火 焰

状 。 元 顺 帝 时 期 对 龙 纹 的 使 用 有 了
明 确 的 规 定 。 曾 颁 布 禁 令 “ 禁 服 麒
麟 、 鸾 凤 、 白 兔 、 灵 芝 、 双 角 五 爪
龙 、 八 龙 、 九 龙 、 万 寿 、 福 寿 字 、
赭黄等服” （《元史·舆服》）。故
从 现 存 元 代 瓷 器 来 看 ， 龙 纹 多 为 三
爪 龙 、 四 爪 龙 纹 ， 五 爪 少 见 。 龙 纹
四 周 多 以 海 水 、 云 气 及 火 焰 装 饰 ，
构 图 多 样 ， 形 成 了 云 龙 纹 、 海 水 龙
纹等固定样式，一直沿用至明清。

整 体 来 看 ， 元 代 龙 纹 矫 健 威
严 、 大 气 彪 悍 ， 其 凶 猛 的 气 势 形 态
与元代帝王善战、重武制相吻合。

明代龙纹：威仪棣棣，雄伟端庄
明 代 早 期 ， 龙 纹 承 袭 元 代 特

征 ， 小 头 ， 细 颈 ， 细 长 身 ， 鳞 状 龙
纹 。 龙 爪 有 三 、 四 、 五 趾 ， 多 为 五
趾 。 洪 武 年 间 一 度 出 现 “ 猫 脸 龙 ”，
龙 脸 呈 圆 形 猫 脸 状 ， 憨 态 可 掬 。 永
乐 、 宣 德 时 期 ， 龙 纹 一 改 前 朝 之
式 ， 龙 首 变 大 ， 长 睫 毛 ， 披 发 或 竖
发，呈怒发冲冠之势，张嘴 上 唇 鼻
凸 起 翻 卷 似 象 鼻 ， 闭 嘴 如 猪 嘴 。
宣 德 左 右 ， 龙 须 变 长 ， 竖 直 向
上 。 龙 体 和 四 肢 粗 壮 ， 鹰 爪 ， 锋
利 刚 劲 ， 龙 趾 前 后 相 连 成 一 圆
圈 ， 俗 称 风 车 掌 。 此 时 的 龙 纹 ，

无 论 造 型 立 意 或 构 图 描 画 都 极 显
威 猛 之 姿 ， 透 露 尊 贵 之 气 ， 恰 似
一 个 年 轻 王 朝 意 欲 开 疆 拓 土 的 勃
勃 野 心 ， 明 代 龙 纹 自 此 确 立 了 自
身 风 格 。

至 明 代 中 期 成 化 、 弘 治 、 正 德
时 期 ， 龙 纹 又 有 所 变 化 。“ 土 木 堡
之 变 ” 后 ， 明 朝 政 策 由 向 外 开 拓
逐 渐 转 向 内 敛 守 成 ， 这 个 时 期 瓷
器 龙 纹 的 矫 健 、 威 猛 气 势 渐 消 ，
变 得 精 巧 清 秀 、 温 润 亲 和 。 龙 身
修 长 ， 头 长 眼 圆 ， 如 意 状 上 唇 ，

短 须 ， 鬃 毛 上 飘 ， 整体平整而缺少
变化。

明晚期嘉靖后，大明王朝逐渐走
向衰败。龙的形象随之变得呆板，纤
瘦无力，呈张牙舞爪之姿。嘉靖年开
始出现正面龙。崇祯时，龙纹形态更
趋保守僵硬，龙脸明显瘦尖，蓬头散
发 ， 龙 须 下 飘 ， 爪 似 蟹 爪 ， 不 再 锋
利，呈老态龙钟之势，失去了象征皇

权的威严之感，直至明朝走向终结。
纵观有明一朝，早期龙纹绘工精细，
后期画工逐渐简化。

明 清 两 朝 是 瓷 器 龙 纹 发 展 的 全
盛 时 期 。 进 入 清 代 ， 珐 琅 彩 、 粉 彩
等 工 艺 的 运 用 使 得 龙 纹 的 表 现 形 式
更 加 丰 富 多 彩 。 清 朝 的 龙 纹 又 有 何
特 色 ？ 早 中 晚 期 是 否 各 有 不 同 ？ 快
来 同 博 一 层 临 展 厅 “ 龙 壁 之 城 话 龙
年 —— 大 同 龙 年 生 肖 展 ” 中 寻找答
案吧。

元明瓷器上的龙纹演变
大同市博物馆 张晶晶

在刚刚闭幕的由文化和旅游部、四
川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京剧
艺术节上，一部讲述北魏著名女政治家
冯太后“太和改制”的大型新编历史京
剧《文明太后》，受到与会嘉宾和成都观
众的一致好评，该剧同时荣获“优秀剧
目奖”。近日，记者专访了该剧编剧、市
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剧作家景彦斌。

景 彦 斌 1966 年 8 月 出 生 于 阳 高
县。幼年时京剧现代戏响彻全国，京剧
丝竹鼓板以及优美的唱腔在景彦斌幼
小的心灵打上深刻的烙印。京剧的韵
律、唱腔竟是那样入心入耳，京剧艺术
的魅力像磁铁般吸引着他，“这导致我
后来对京剧特别偏爱，也为我从事戏剧
创作奠定基础。”景彦斌告诉记者。

1983 年，还在阳高一中读高中的
景彦斌就开始剧本创作，而且还给上海
京剧院编剧黎中城先生写信，黎中城先
生是京剧《杜鹃山》编剧之一，是全国久
负盛名的剧作家。当时还是孩子的景
彦斌敢给全国著名剧作家写信，这是多
么大胆的举动，足见他的自信和执着。
时隔不久，黎中城先生回信了，信中满
是鼓励，并说了些中肯的话，对他的创
作提出了一些建议。“黎中城先生的回
信对一名高中生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
励，也让我对戏剧更加热爱。”景彦斌说。

1983年 7月，17岁的景彦斌走出校
门步入社会。他开始扎进书堆，正式搞
起剧本创作。家里一条农家炕，一张小
方桌，一支水笔和铺开的纸张，让他的
灵感如泉奔涌。

景彦斌第一次把目标定在一个至

高的高度上，他要写发生在山西古战
场上的秦赵长平之战的故事。这是中
国历史上的著名战役，也是世界军事
史上最壮烈的重大战役。写这样的大
型历史题材剧本，即使是一个成熟的
作家也会犹豫却步，而对于初学者的
景彦斌来说却把它确定为开门之作，
这是具有怎样的创作激情呢？

寻找书籍资料，请教教过他的几
位老师，探究那一时代的纷繁历史。
打开思路，立起提纲，剖析推敲秦赵长
平之战胜负的关键因素，景彦斌认为，
不就是双方的换将么，赵国明来换赵
括易廉颇，而秦国暗中用白起易王龁，
于是他把双方换帅立为主题。经历了
酷暑与严冬，三万字的大型新编历史剧

《双易帅》终于成稿。后来，当时的雁北
地区文化局召开剧本创作会，景彦斌的

《双易帅》引起与会人员的重视。这让
景彦斌信心倍增，对剧本进行二次修
改，定稿改名《长平遗恨》，之后参加雁
北地区 1986 年度剧本征文，荣获剧本
创作奖。1987 年雁北艺校招生，景彦
斌被破格录取，主修剧本创作。

在此期间，他相继在刊物发表了
反映唐代和隋朝末年历史风云的大型
新编历史剧《上官婉儿》《红颜劫》，引
起轰动。

人生的路上有成功的喜悦，同样也
有烦恼与坎坷。景彦斌一度时期情绪
低落，剧本创作陷入了低潮。时任上海
京剧院院长的黎中城先生来信说，不要
走太多的弯路，如果立志创作，就要坚
持，即使机遇未到也不松懈、不放弃。

我市著名作家、编剧李秀峰也在他人生
最困难的时候给了他极大的帮助。

景彦斌鼓起信心，此后接连推出
电视剧本《伸出你的手》（中央电视台
拍摄、播出）、电影剧本《血祭黄河》（荣
获全国首届红色题材影视剧本征集优
秀剧本奖）、戏曲剧本《上官婉儿》（《上
海剧稿》杂志发表），并出版长篇小说

《起义第一将》等，在全国引起反响。
2006 年，景彦斌应大同市政协等

部门邀请，参与编写《古都大同》系列
文化丛书。在浩繁的史籍中寻觅、研
究古代大同历史时，北魏王朝和杰出
女政治家文明太后进入他的视野。

可是写北魏的戏很多，大大小小
的情节都是熟悉的路径和熟悉的面
孔，继续写下去，无疑是一件难上加难
的事。他有点迟疑，一时间陷入难以
抉择的境地，也考虑过是否另换其他
的主题。经过慎重思考，他还是坚持
顺着这条路走下去，在熟悉的门庭内，
在纷杂的宫庭争斗中寻找新的切入
点。他像行走在茫茫黑夜里的夜行
者，终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文明太
后的雏形在脑海形成，他要浓墨重彩
地写好这一伟大女性。

《文明太后》剧本初稿完成于 2015
年10月，获得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大
型舞台剧创作资助，当年年底，山西省京
剧院组建剧组，由上海戏剧学院导演系
主任、博士生导师卢昂教授执导，北京京
剧院戏曲音乐家朱绍玉作曲，京剧表演
艺术家梅葆玖先生弟子、山西省京剧院
当家旦角单娜担纲主演，2019年 3月底
在太原惊艳亮相。此后7年来，山西省京
剧院组织召开了 8次国家级戏剧专家研
讨会，剧本大小修改18稿，推出了4个演
出版本，演出效果一次比一次好。

专家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出具有

鲜明时代印记，浓郁鲜卑风情，冲突剧
烈、激情澎湃、苍劲有力、史诗恢弘的
抒情历史京剧。”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主席、中央文
史馆馆员仲呈祥评点，“编剧的历史观
正确。剧本大气厚重，通过再现冯太后
改革的艰难，帮助我们照亮昨天、看清
今天、洞察明天”；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
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季国平认为，“剧情
跌宕起伏，结构好、情感抓人，人物也有
性格，文辞古朴”；中国艺术研究院原常
务副院长、中国戏曲学会会长薛若琳表
示：“作者尊重史实，文学形象丰富饱
满，冯太后的形象立起来了。”

京剧《文明太后》继入选国家艺术
基金 2018 年度大型舞台剧项目资助
后，又相继入选国家艺术基金 2020 年
度大型舞台剧滚动资助项目、国家艺
术基金 2023 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
目，实现了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大满
贯”；2020 年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
创作工程百年百部创作计划重点扶持
作品，连续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九届、
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展演，并且荣
获“优秀剧目奖”。此外，该剧还曾荣
获山西省第十七届“杏花奖”最高奖
——新创剧目奖，编剧景彦斌还荣获
了单项奖——编剧奖。

2019 年底，景彦斌被山西省委宣
传部评为“山西省基层宣传思想文化

（文 化 创 作 类）优 秀 人 才 ”；2022 年 5
月，被文化和旅游部评为“千人计划”
第五届高级编剧研修班“优秀学员”。
中国文联《中国文艺评论》2023 年第 8
期杂志发表文艺评论家韩玉峰先生专
访文章，将景彦斌列入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山西省戏剧创作“在全国影响不
凡”的十大编剧之一。

丹丹 青 难 写 是 精 神
——访剧作家、京剧《文明太后》编剧景彦斌

本报记者 冯桢 通讯员 马润

北魏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个
重要节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首
个且存在时间较长的朝代，从建立到
分裂历经 17 帝共 148 年 （分裂后不计
在内），其间的平城 （今大同） 时期
为 96 年。欲高屋建瓴、简明扼要地了
解北魏，需重点剖取和审视以下五个
切面。

建立北魏看道武帝拓跋珪
拓跋珪素有志向，他立志开疆拓

土 ， 首 先 统 一 中 国 北 方 ， 先 在 盛 乐
（今内蒙古和林格尔） 修建 了 皇 宫 和
都城，接着于公元 395 年指挥了著名
的“参合陂之战”，重挫了北方第一
强权后燕的实力，之后于 398 年定都
平 城 ， 使 北 魏 势 力 顺 利 进 入 中 原 。
第 二 年 便 开 办 国 子 太 学 ， 将 三 千 贵
族 子 弟 和 各 地 选 送 来 的 寒 门 学 子 ，
悉 数 安 排 就 学 ， 力 求 将 其 锻 造 成 为
国 之 栋 梁 。 他 大 胆 重 用 汉 臣 和 儒
生 ， 在 建 立 朝 纲 等 重 大 问 题 上 ， 听

取 汉 臣 的 建 议 。 还 召 集 众 多 博 士 和
儒 生 研 究 孔 儒 之 道 ， 编 著 约 四 万 字
的 既 作 为 教 材 又 可 指 导 治 国 理 政 实
践的理论著作 《众文经》。

然 而 ， 他 轻 信 “ 黄 老 之 术 ”， 长
期服用“寒食散”，中毒后致性情昏
乱 ， 神 志 恍 惚 ， 疑 神 疑 鬼 ， 喜 怒 无
常 ， 动 辄 斩 杀 无 辜 朝 臣 。 他 效 仿 汉
武 帝 推 行 残 酷 的 “ 子 贵 母 死 ” 制
度 ， 自 己 最 终 被 次 子 清 河 王 拓 跋 绍
杀害，葬在盛乐的金陵。
完成统一北中国大业看太武帝拓跋焘

拓 跋 焘 是 北 魏 历 史 上 年 龄 较
大 、 统 治 时 间 较 长 的 皇 帝 。 他 12 岁
带 兵 出 征 柔 然 ， 灭 掉 夏 国 、 北
凉 、 北 燕 ， 反 击 南 宋 ， 北 方 的 十
六 国 于 太 延 五 年 （439） 终 结 ， 从
此 南 北 朝 对 峙 的 局 面 真 正 形 成 。
公 元 443 年 ， 拓 跋 焘 为 追 思 先 辈 撰
写 201 字 祭 文 ， 派 使 臣 前 往 嘎 仙 洞
祭 奠 ， 并 请 艺 人 工 匠 将 祭 文 刻 于

花 岗 岩 石 之 上 。 拓 跋 焘 诛 杀 汉 臣
史 官 崔 浩 是 北 魏 历 史 上 一 个 重 大
悲 剧 性 事 件 。 崔 浩 先 后 辅 佐 道 武
帝 、 明 元 帝 、 太 武 帝 三 朝 ， 参 与
军 机 大 事 ， 立 下 汗 马 功 劳 。 还 向
太 武 帝 力 荐 道 士 寇 谦 之 ， 使 道 教
处 于 国 教 地 位 。 他 受 命 耗 时 10 年
时 间 完 成 国 史 ， 但 因 秉 笔 直 书 ，
详 备 而 无 所 避 讳 ， 且 刻 碑 立 于 通
衢 大 路 旁 ， 引 发 鲜 卑 贵 族 众 怒 ，
拓 跋 焘 最 终 不 得 不 将 崔 浩 一 干 128
人以“暴扬国恶”罪杀害。

拓 跋 焘 继 承 祖 业 ， 外 拓 疆 域 ，
内 治 朝 纲 ， 一 世 威 武 。 然 而 ， 在 位
期 间 却 轻 信 且 错 用 恶 太 监 宗 爱 ， 留

下后患，最终被宗爱害死。
开凿云冈石窟看文成帝拓跋濬
拓 跋 濬 是 北 魏 第 五 任 皇 帝 ， 享

年 26 岁 ， 在 位 14 年 。 云 冈 石 窟 、
《皇 帝 南 巡 之 颂》 等 北 魏 文 化 遗 迹 ，
都与拓跋濬有关。《魏书》 里的 《高
宗纪》 对拓跋濬有千余字记载。

拓 跋 濬 主 要 从 统 治 汉 人 、 稳 定
半 壁 江 山 的 考 虑 出 发 ， 将 从 印 度 传
来 的 佛 教 奉 为 国 教 。 当 接 触 了 解
到 高 僧 大 德 昙 曜 精 通 梵 语 和 汉
语 、 能 说 会 道 、 博 学 多 能 ， 尤 其
善 于 设 计 策 划 等 优 点 后 ， 便 大 胆 启
用 ， 甚 至 以 诏 书 的 方 式 宣 示 ： 人 力
物 力 财 力 任 其 裁 用 。 为 了 给 佛 寺 提

供 国 家 出 资 、 佛 寺 管 理 的 充 足 劳 动
力 ， 昙 曜 提 议 创 立 “ 僧 祇 户 ”“ 佛
图 户 ”。 在 昙 曜 的 直 接 指 挥 下 ， 并
不 高 大 的 武 周 山 被 雕 成 公 元 5 世 纪
世 界 文 明 的 神 祇 之 地 ， 成 为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不 可复制的重要篇章。

“太和改制”看冯太后
冯 氏 的 祖 父 为 北 燕 国 君 ， 其

父 于 北 燕 未 亡 时 降 魏 ， 生 冯 氏 于
长 安 ， 后 因 坐 事 被 诛 ， 冯 氏 入 宫
为 奴 于 洗 衣 房 ， 被 任 太 武 帝 拓 跋
焘 左 昭 仪 （ 仅 次 于 皇 后 的 嫔 妃 ）
的 姑 母 训 教 长 大 。 冯 氏 14 岁 时 ，
文 成 帝 拓 跋 濬 即 位 ， 将 其 选 为 贵
人 ， 后 按 照 朝 规 现 场 “ 铸 金 人 ”
成 功 ， 立 为 皇 后 。 冯 氏 24 岁 时 ，
拓 跋 濬 驾 崩 ， 12 岁 的 献 文 帝 拓 跋
弘 即 位 ， 冯 氏 临 朝 称 制 一 年 半 。
拓 跋 弘 生 皇 子 拓 跋 宏 后 ， 冯 氏 专

心 抚 养 ， 不 再 临 朝 称 制 。 拓 跋 宏 5
岁 即 位 孝 文 帝 ， 年 号 “ 太 和 ”， 但
拓 跋 弘 依 然 牢 控 军 权 ， 率 军 南 征
北 战 ， 引 发 专 权 的 冯 氏 嫉 恨 ， 冯
氏 便 与 人 合 谋 毒 死 自 己 亲 手 抚 养
大 的 拓 跋 弘 ， 再 次 临 朝 听 政 ， 连
续 15 年 。 此 间 ， 诛 杀 政 敌 十 余 家
数 百 人 ， 从 而 扫 清 执 政 障 碍 ， 然
后 实 施 班 禄 制 、 颁 布 均 田 制 、 建
立 三 长 制 ， 国 力 增 强 ， 大 大 推 进
了 北 魏 的 封 建 化 、 汉 化 进 程 。 不
过 ， 史 书 还 是 把 功 劳 记 在 孝 文 帝 拓
跋 宏 身 上 ， 是 谓 “ 太 和 改 制 ”。 冯
氏 死 后 葬 于 大 同 城 北 25 公 里 处 的
方 山 。 拓 跋 宏 为 表 孝 心 ， 在 方 山 永
固 陵 东 北 约 一 里 处 ， 为 自 己 预 建 寿
宫 万 年 堂 ， 拟 百 年 后 也 埋 葬 于 此 ，
永 伴 虽 无 血 缘 关 系 但 悉 心 培 养 自 己
长大的祖母冯氏。

删繁就简看北魏
李生明

本 报 讯（记 者 赵永宏）笔墨歌盛
世，红联映古都。为打造“文化大同、文
明大同、微笑大同”新名片，丰富市民文
化生活，扮靓“我们的节日”，给龙年新
春增添浓浓年味儿和喜气，由市委宣传
部指导，云冈研究院、市文明办、市文
联、大同日报社主办，大同市楹联研究
会承办的“云冈杯”“联咏盛世 春满古
都”龙年新春征联活动于近日结束。

本次征联活动主题为“联咏盛世 春
满古都”，征联分为自撰联与应对联两种。

应对联（1）上联是：“龙腾虎跃万
众一心共筑中国梦”，征集下联。（2）下
联是：“龙章凤彩，四时佳气满古城”，
征集上联。自撰联以龙年新春联及云
冈石窟、大同古城等大同名胜景区景
点 楹 联 为 主 ，描 绘 新 时 代 ，歌 颂 新 生
活，抒发龙年美好愿望。

本次活动自 2023 年 12 月 5 日开始
面向社会广泛征集佳联，活动吸引来
自福建、黑龙江、吉林、北京、天津、河
北、内蒙古、海南、重庆、湖北等地 600
余 名 楹 联 爱 好 者 踊 跃 投 稿 ，《大 同 日
报·文 旅 周 刊》开 设 专 栏 刊 登 优 秀 作
品。这些作品关注大同，用楹联的方
式表达了对古都大同的热爱，起到良好

的宣传效果。大同市作家协会、大同市
诗词学会、大同市楹联研究会、平城区
楹联研究会等也积极组织本地楹联爱
好者参赛，截至活动结束共收到来稿
3000余件。

经过评委认真评选，应对联和自拟
联各评选出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
奖5名、优秀奖8名。其中，应对联一等奖
获得者是杨德奎；二等奖获得者是杨
杰、穆亮、马萍萍；三等奖获得者是李
登峰、林兴明、吴和平、刘水清、魏飞鹏；
杨威、刘洲、梁颂晴、章海林、张吉虎、傅
渝、陈自如、骆文胜获得优秀奖。

自撰联一等奖获得者为刘洲；二
等 奖 获 得 者 为 吕 永 亮 、张 吉 虎 、郑 瑞
霞；三等奖获得者为张德新、田鑫、穆
亮、任义；获得优秀奖的是田鑫、严席
文、晋荣业、任立书、林兴明、侯建忠、
徐磊、薛志勇。

另外，“万卷龙章，邀春作序；百年
骏 业 ，让 梦 开 花 ”一 联 存 在 著 作 权 纠
纷，主办单位决定取消其三等奖资格。

请获奖者于 2 月 6 日开始持身份
证到御东行政中心办公楼 2215 室大同
日 报 文 旅 周 刊 部 领 取 荣 誉 证 书 和 奖
金。 联系电话：18503528788

龙年新春征联活动评选结果揭晓

本报讯 （记者 李炯） 1 月 30 日，
灵丘县举办了以“欢乐中国年 奋进
新征程”为主题的传统年画展。此次
年 画 展 不 仅 作 品 题 材 多 样 、 构 图 饱
满，而且寓意丰富，充满了人间烟火
气，为群众带来别样的艺术享受。

本次年画展分“瑞兔辞旧岁，金
龙 迎 新 春 ”“ 千 年 传 说 ， 灿 烂 中 华 ”

“传统年画，吉祥灵丘”“牢记使命要
求，坚定文化自信”“典籍里的中国，
名著中的年画”“如歌岁月，沧桑巨
变”和“天下大同，清廉灵丘”七个

版块，共 248幅作品，件件作品展现出
传统年画的艺术魅力。

大同弘连文化传媒公司负责人田
德宏介绍说，年画和春联一样，是传
统艺术风格与民间文化内涵的完美结
合，反映了人们朴素的风俗和信仰。
挂贴浓墨重彩的传统年画给千家万户
增添喜庆气氛，也是潮流与传统的结
合，让年轻人感受中国年，了解春节
习俗，学习中华传统文化，祝福新年
吉祥如意。

展览将持续至 2月 28日。

灵丘县举办传统年画展

元青花云龙纹罐 中国国家博物馆 藏

明宣德青花海水龙纹钵
故宫博物院 藏 明永乐青花云龙纹天球瓶

故宫博物院 藏

元景德镇窑青花云龙纹梅瓶
故宫博物院 藏

《《文文明太后》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