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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演

为了让亿万炎黄子孙能了解大典、收看大
典实况，今年，本报除了继续对大典进行持续、
深入的报道外，还首次采用了新媒体，对这一盛
事进行微博直播。在“最新动态”中，我们及时
播报拜祖大典活动消息，保证第一时间传播大
典盛况，在“独家新闻”、“名记跑大典”中，我们
记者亲临现场，通过采访嘉宾，爆料大典背后的
那些故事，为您发现、播报大典上好玩的、热闹
的故事，力求呈现出立体的、全面的、权威的拜
祖大典报道。

截至昨日中午 11点拜祖大典结束，《郑州
晚报》官方微博陆续开通“最新动态”、“独家新
闻 ”、“名记跑大典”、“走马观花”等栏目，已发
布或转发百余条关于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微博，让网友近距离、多角度、全方位及时了
解拜祖大典的动态。

本报的努力赢得了网友和读者的赞誉和认
可，有不少网友纷纷在微博上留言，“郑州晚报用
微博来拜祖，很有创意，而且有很多有意思的新
闻，这种微拜祖是一种新形式，以后晚报可以多
尝试。”“晚报今年做得好啊！微博直播拜祖，开
了新局面，给力 ！加油！”

拜祖大典结束后，还将举行中原文化周精
品图书展销、中原经济区论坛等一系列活动，我
们也将继续发布这些活动举行的时间、地点等
信息，如果您想参与其中，请随时关注我们的微
博。

如果你想及时了解拜祖大典的后续活动，
想对今年的拜祖大典谈谈自己的看法，都可以
来聊聊。广大网友、读者及市民朋友可通过关
注本报的微博平台来发表观点，参与各种形式
的互动。

参与方式：登录新浪微博，关注“郑州晚报
官 方 微 博 ”，或 点 击 http://t.sina.com.cn/
2034347300开展互动。

中原地区是北狮的发源地
昨日记者在展演的现场见到了新郑的舞狮老艺人贾天印，他如

今是新郑舞狮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代传承人。
据资料记载，舞狮源于三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贾天印

告诉记者，中原地区是北狮的发源地，并代代传承下来，如今在郑州
的新郑、新密、巩义地带传承很好。30多岁时，贾天印从村里一名小
有名气的舞狮老人手中接下了技艺，如今第一代传承人早已去世，自
己的师傅也80多岁了，他现在已把舞狮技艺传给了十几名徒弟。

贾师傅担心，舞狮这项技术有一天可能会失传，因为村里愿意学习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希望政府能出面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根金线绣出美丽“江山”
一根金线，上下游动，不久便可以绣出一条金光灿灿、活灵活现

的金龙和一条飘逸的金凤，然后用银色的线做眼睛和点缀，便是一幅
让人惊叹的盘金绣作品——“龙凤吉祥”。让人惊奇的是，盘金绣有
个特点：一幅作品中的一个颜色，只用一根线来完成。昨日上午，在
中原民间传统文化展演现场，61岁的民间艺术家初进福带着自己的
绝活，让不少市民大开眼界。

已经从事盘金绣工作50多年的初进福昨日还带来了自己的珍藏
作品——《清明上河图》，这幅作品虽然只有一平米见方，但是却花费
了她两年的时间。初进福说：“如今从事盘金绣的年轻人不多了，我
希望这种传统文化能有更多的人来继承、发扬。”

用纸剪出“天下太平”
75岁高龄的连师傅可能是展演上年纪最大的工艺大师，一幅幅

华丽的剪纸在阳光下红得非常显眼。

“这些剪纸，每一幅都有寓意，像这幅菊花、鹌鹑就寓意‘安居乐
业’，这幅锦鸡、绣球花就寓意‘锦绣前程’，这幅‘天下太平’上是天竺
葵和太平鸟。”连老说。

在记者离开时，连师傅轻轻说了一句，“所有的艺术，根都在民间。”

小豆子也可作出美丽画卷
昨日的文化展演区，省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蔡建华的豆雕展演

很受市民偏爱。蔡建华说，一次，她不小心把家里几个装豆子的瓶子
打碎了，发现各种豆子混在一起很好看，有的还有图案，由此受到启
发，想到做豆雕，到现在已经做了三年了。

据介绍，这些豆雕作品都是经过选豆、粘豆、上色、上油这些过程
装裱而成。蔡建华创作出来的每幅豆雕作品都很生动，而且非常生
活化：有唱大戏的，有全家福，还有表现娶媳妇的。其中的小人是用
黄豆、绿豆、梅豆等做成的，作品中的人物都穿着戏服，十分生动。

“所有的艺术，根都在民间”
舞狮、盘金绣、剪纸、豆雕舞狮、盘金绣、剪纸、豆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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