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艺嵩岳

李白、杜甫、白居易、景日昣、杨兰春等，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用文字
和艺术构筑起嵩山及华夏辉煌悠久的文明。

如今的嵩山，又聚集了许多优秀的“文化人”，构筑了嵩山文化的风骨……
为此，《郑州晚报·登封时报》联合登封市文联共同开设“文艺嵩岳”专栏，

关注、支持、研究、宣传嵩山文化现象，将大师们的生活、创作的片段以及他们
对未来文化艺术的憧憬、发现一一记录。

本期讲述登封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韩少锋的艺术人生。

浣溪沙·戊戌暮冬与飞鹏莫非黄懿苒盛巡游少室玉皇沟
荡尽残花凛冽风，相偕孤寺问仙踪。赫然一帜寂寥红。
拨触雄心销几度，逡巡蕉鹿幻成空。野桥凝伫数声钟。

本报讯 7月 1日，郑州市
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大庆带
领副主席杨少勇等一行到登封
开展调研活动。调研组参观
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登封
窑博物馆。登封窑博物馆展
示了从隋唐、两宋 1000多年来
登封及周边地区遗留下来的
陶瓷珍品，徐大庆对登封窑的
发展历史、艺术水平及生产过
程作了详细了解，并对登封窑
的传承创新提出建设性指导

意见。
之后，调研组与登封市文

联、登封市文联所属各协会
进行了座谈，主要听取了登
封市文联和所属各文艺家协
会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下
半年工作思路、会员发展情
况、存在问题及建议的汇报，
建议各基层协会积极主动与
上级部门对接，不断发展壮
大文艺队伍。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图

郑州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徐大庆来登调研

不断发展壮大基层宣传文化队伍

本报讯 近日，登封市启动
“奋进新时代、登封更出彩”文
艺作品征集活动，面向社会各
界及广大网友征集文艺作品，
以全面深入“发现登封之美”。

此次文艺作品征集活动，
意在激励社会各界、广大网友
及来登游客，拿起相机、手机

和手中的笔，记录“镜头里的
登封”“舌尖上的登封”“诗意
中的登封”“书画中的登封”
“音乐中的登封”，多个角度反
映登封崭新面貌，发现登封之
美，记录登封之美，传播登封
之美，为登封市建设郑州国家
中心城市次中心营造良好的

文化氛围。
据了解，“奋进新时代、登

封更出彩”文艺作品征集活动
由中共登封市委宣传部、今
日头条河南分公司主办，作
品征集分为三类，重点包括
反映登封市历史文化、自然
风光、社会人文等方面的微

视频、摄影、散文（诗歌）。征
稿时间从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征稿结束后，组委会将组
织专家对征集作品进行评选，
结合网友评选情况，设置奖项
进行表彰。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登封市征集文艺作品“发现登封之美”

登封民间壁画文化
迎来大发展

本报讯 7月 10日上午，中国民
协副主席、河南省民协主席程健君
一行至登封市考察民间文化。在登
封市民协主席冯昶富、副主席冯明欣、
宋溧珉等陪同下，参观考察了少林
寺初祖庵大殿内彩绘壁画。

登封市嵩山文化专家吕宏军，
天地之中文化咨询公司董事长黄建民
等介绍了登封民间文化发掘传承情
况。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我省自然资源科普基地
首届联展在登封启动

本报讯 近日，由河南省地质博
物馆、登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嵩
山世界地质公园博物馆共同承办的
第一届河南省自然资源科普基地联
展（嵩山站）启动仪式在嵩山世界地
质公园博物馆广场举行。河南省地
质博物馆精选了从 2亿多年前到
6600年前的各类古生物化石珍品近
30件标本进行展览，旨在通过这些
史前生命证据的展示，激发社会大
众和青少年探索生命演化的奥秘
的，了解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的历史演变，普及地学科普知识，保
护好河南省的地质遗迹资源，为建
设美丽河南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
极贡献。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庆七一颂祖国”
诗歌朗诵会举行

本报讯 近日，由登封市文联主
办，登封市作协、登封市民协承办的
“庆七一颂祖国”诗歌朗诵会在登封
市蓓蕾幼儿园举办。

活动以诗朗诵为主线，朗诵会
共分3个篇章28个节目。朗读者们
通过朗读《青春中国》《我爱你，中
国》等作品，讴歌了走过98年风雨历
程的中国共产党，歌颂伟大的祖
国。28篇诗歌内容生动感人，朗诵
者声情并茂，获得了在座听众的一
致好评。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颍阳镇李洼村喜事多
为曲剧“庆生”
为道德模范颁奖

本报讯 7月15日，“河南曲剧诞
辰93周年活动暨李洼村道德模范表
彰大会”在登封市颍阳镇李洼村举行。

李洼村主干道的两边，有群众
自发组织的演出，以专场折子戏及
地摊戏为乡亲献上一份精神食粮，
精彩的演唱不时博得阵阵热烈的掌
声，给传统古老的龙王庙会增添了
一道亮丽的风景，显示出曲剧之乡
颍阳镇的人民群众喜爱曲剧、演唱
曲剧、传承曲剧的广泛性和草根文
化的独特魅力。同时，村里还对道
德文明、家庭美德、好婆婆、好媳妇
等6位道德模范予以表彰，弘扬正能
量。 登封融媒记者 胡梦婉

以无私奉献精神弘扬中国传统诗词文化
——记中华诗词学会会员、登封市作协副主席韩少锋

“韩少锋，中岳嵩山
人。善饮好客、爱诗词。”在
登封文学艺术圈里，韩少锋
是一位对传统文化和家乡
充满无限热爱与赤子情怀
的青年诗人，他的诗词情
感深沉，心怀悲悯，作品语
言节制、凝练，富有张力。
登封融媒记者 孙淑霞
文/图

痴迷诗词创作十九载
1969年 5月生于河南登封

的韩少锋，网名“泠月一痕”。韩
少锋自幼喜欢传统古典文学，
专注于学习创作格律诗词 19
年。后专注于词，师从津门曹
公长河门下。学诗早期喜欢
太白、子美、王龙标，后尤痴迷
子美、刘梦得、杜牧之。学词

喜欢稼轩、放翁以及蒋春林、
文廷式、陈其年和王半塘，犹
痴迷于稼轩、其年和半塘诸
公。尊崇“文章合与时而著，
歌诗合与事而作”的方针。词
创作遵循师祖梦碧公“情真、
意新、辞美、律严”的 8字原则，
辛勤耕耘，作品曾发表于《中

华诗词》《诗刊》《中州诗词》
《中州词集》等刊物。著有《泠
月轩词诗稿存》，为中华诗词
学会会员、世界汉诗协会会
员、河南诗词学会理事、登封
嵩山诗社副社长、登封诗词楹
联学会副会长、中州词学研究
会会长。

“让传统文化的哲思照耀今人的征程”
“让传统文化的精粹融入今

天的生活，让优秀文化的哲思照
耀今人的征程，我们才能怀着自
信从容前行。”为弘扬传统文化，
韩少锋2013年初与著名词人黄
飞鹏、尹立震、曾广斌共襄创立
中州词学研究会，至今已编辑出

版《中州词集》七卷，发表会员精
品词作2000余首。为了提高词
的创作质量，并组织部分会员到
全国各地去拜访诗词界名家求
教学习。7年来组织会员与全国
各地10多家诗词组织进行了多
次创作交流和研讨。时人于诗词

多不屑为之，谓无补于功名、无益
于富贵。韩少锋却一笑置之，驹
隙灯前，心为形役，乐在其中。他
与词学会同道为不负中州数千年
文化渊薮之誉，为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为词学的创作和研究可谓
是不遗余力，乐以忘忧。

附韩少锋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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