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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文化艺术协会的负责人告诉记
者，该镇有 29个行政村，村村都有特色绝
活高手，比如后林村的太极扇、安头村的
盘鼓、北侯村的腰鼓、念子庄村的犟驴等。

在空竹表演现场，农田里的好手都“变
身”空竹高手，空竹在他们手上变成了舞动
的精灵，忽左忽右、忽上忽下，令观众眼花
缭乱。一位老大爷空竹抖到了 10米高，引

来观众一片叫好声。
犟驴表演，其实是一种类似划旱船的

高跷表演，人装扮的“驴子”上山、下坡、转
弯、蹦跳、踢蹬等动作，表演得惟妙惟肖。

戏曲、秧歌、鼓艺、狮舞、太极扇、空竹、高跷、书法、画画、石艺、泥塑、文物考古、剪纸、木刻根艺……这些绝活
儿的主角都是农民，还都是一个镇的，这不能不令人惊奇。昨日，巩义市“第二届鲁庄农民艺术节”拉开帷幕，开幕
式上演了多个民俗绝技，活动现场，弄不清谁是观众谁是演员，围观的当地农民都能来两把绝活儿。“谁说农民不
能是艺术家，我看人家个个都是。”一位郑州来的观众兴奋地说。 晚报记者 孙娟 周炜卿/文 白韬/图

鲁庄镇的另一大特色就是书法，在开
幕式上，展出了一幅长 60米的书法作品，
龙飞凤舞的墨迹，让人简直不敢相信这幅
字画竟是出自60双长满老茧的农民之手。

在鲁庄小学操场内，全校 500多名小
学生展示了一个庞大的书法阵容。一年级

学生铅笔描红，二、三年级学生硬笔临帖，
四、五年级学生钢笔书法 ，六年级学生挥毫
泼墨，一个个楷书、行书颇见功底。观众们
赞不绝口。

鲁庄镇是“河南省首批特色文化产业
镇”、“首批民间文艺之乡”。该镇从事书

画、戏曲、文艺演出等文化从业者 2000余
人。除小相狮舞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外，东庄的秋千、小相村的潜彩画和野菊花
制作也入选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年
鲁庄镇文化已由自娱自乐转向产业化，年
创产值2000多万元。

5只狮子爬上20米高台争霸
在所有民俗表演中，最有分量的要数

“小相村狮舞”。它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
史，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次
应邀参加国庆大典、迎澳门回归等重要活
动，获得“中华第一狮”荣誉称号。主要表
演有挠痒、舔毛、打滚、戏绣球、跳跃、滚翻、
高举、爬桌子、过天桥、爬老杆等，惊险刺
激，扣人心弦。因为难度非常高，一般都在
大型庆典活动中表演。

昨日，鲁庄文化广场竖起了一座 20米
的高台，四面拉着8根绳索，顶端摆放着椅
子，这就是狮子争斗之地。上午 11时许，

“狮子王”先爬上绳子，玩“狮子”的人就沿
着绳索一步一步向上爬，周围没有任何安
全保护措施，晃悠悠快到顶端时，“狮子王”
耍起调皮，将下半身悬挂在空中，十分惊
险，观众都为“它”捏了把汗。这就是“小相
狮舞”的独家绝技之一。

之后，4种不同颜色的狮子从4个方向
同时向上爬，开始争夺“第一把交椅”——
狮王宝座。不到5分钟，5只狮子都爬上了
高台，就在不足 5平方米的高台上互相争
斗起来。艺人们表演了翻、滚、腾、跃、爬、
打、斗、扑、卧等绝技，表演洒脱大方、矫健
灵活，尤其是狮子王夺得第一把交椅时，一
扫王者之风，像人一样扭起屁股，洋洋自得
的样子，惹得观众大笑不已。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昨日上
午，第二届鲁庄农民文化艺术节暨中原民
间舞狮大赛在鲁庄镇开幕，历时 5天。艺
术节的主题活动是中原民间狮王争霸赛，
中原 20多支民间舞狮队和数十位狮王齐
聚鲁庄，争夺狮王霸主宝座，同时也为游客
奉献上一场精彩刺激的视觉盛宴。

艺术节还同时举办雕塑、剪纸、书画、
戏曲、秧歌、鼓艺等民间传统文化展演。

昨日的鲁庄文化广场人头攒动，场面
喜庆。“开心的锣鼓敲出年年的喜庆……”
在《好日子》的歌声中，腰鼓队、高跷队、民
乐队、舞狮队等民间艺人穿梭在人群中，与
前来“观战”的四里八乡的农民互动表演，

气氛十分活跃。民间
戏曲、农民书画作品
展、奇石收藏等 10 多
个展演厅也吸引了大
批观众。开幕式还邀
请到了 20多位国家和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嘉宾。承人作为嘉宾。

村村都有绝活，29个村高手如云

农民艺术节，民俗书画奇石样样有

五狮争霸五狮争霸

犟驴表演，犟驴表演，惟妙惟肖惟妙惟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