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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大家站好队，一排 4 个人，我们准
备开始啦。”3 月 26 日上午，在商南县文
化馆前的广场上，花棍舞队员穿着整齐
的队服，50 岁的领队江秋莲示意她们昂
首挺胸、做好准备工作。

随着《鼓舞商南》配乐响起，队员们手
握花棍，迈开矫健步伐，欢快地舞动起来。
约 5分钟的歌曲演奏完，队员们身体逐渐
发热，筋骨慢慢舒展开来，再跳上两三首歌
曲的时间，她们就结束了早晨的活动。

9岁那年，江秋莲接触并学习了花棍
舞。退休后，她重拾花棍舞，跟随团队参
加了商南县各类演出。

“花棍舞不仅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也
练活了我的身体。现在每天早上不跳一
跳，还觉得浑身不舒服呢！”江秋莲说，“像
我们这个年纪的花棍舞队有好几支，分散
在县城的各个广场上，每天早晨有领队组

织大家练习，既能娱乐又能锻炼身体。”
目前，商南县日常参与花棍舞这一

群众性文化活动的人数达 3万多人。
商南花棍舞属于我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历史久远。该舞蹈与武术相结合，兼
具艺术欣赏价值和强身健体的功效，生动
活泼的形体展示和富有韵律的表演手法
深受群众喜爱，是商南县群众具有代表性
的文化活动项目。成年人手持的花棍长
约 1米，两端有红黄彩穗，棍身缠绕丝带，
随着音乐有节奏地用花棍敲击肩、腰、背、
腿等穴位处并附有跳跃性的舞蹈。

近年来，为了传承和开发利用花棍
舞，商南县作了很多独特的探索，其中花
棍舞进校园最具代表性。

“非遗不仅是民族的记忆，也是艺术
创造的精神源泉，而青少年是最年轻的继
承者，他们决定着非遗的发展和未来。”商

南县文化馆副馆长雷燕说。
商南县制定了《中小学生花棍舞学

习培训普及办法》《花棍舞小小传承人管
理办法》等制度，建立以志愿者、文化馆
专业干部、培训机构老师、学校文艺辅导
员、学生家长为成员的培训团队，在全县
15所中小学开展培训。

“2023年培训的基地数量、培训教师
人数、学生参加培训人次、活动开展场次，
相比2021年增长均在40%以上。”雷燕说。

在学习、培训、推广花棍舞过程中，
不仅增强了学生身体素质，花棍舞也得
到保护与传承。

商南县城关小学五年级 5 班学生金
煜涵说：“我刚开始学习花棍舞时，手脚

不协调，用花棍击打的位置也不对。通
过老师耐心指导，我逐渐找到了感觉，越
练越有意思。花棍舞不仅丰富了我们的
课余生活，让我们的身体得到锻炼，还体
验到了传统文化的乐趣。”

近两年，商南县选聘了 24 名花棍舞
小小传承人，让花棍舞在祖国未来的手
中持续传承和发扬下去。

如今，花棍舞已成为商南县中小学校各
类文化艺术活动中的保留节目，在各类大型
文艺演出中频繁出镜。2022年“文化和自然
遗产日·非遗进校园”活动中，400名学生表
演开场舞《花棍舞鹿城》，在线浏览量达1.5
万人次。2023年3月，在富水镇中心小学开
展的“非遗花棍进校园·文化传承助‘双减’”
活动中，学生与非遗传承人共同表演的生动
画面，获得观众的极高评价。今年 3月 28
日，商南县城关小学举办第五届乐享健康体
育节，400名学生在运动会开幕式上表演了
花棍舞，他们动作娴熟、笑容灿烂、活力四

射，现场观众送上热烈掌声。
商南县城关小学副校长王晓畅

说：“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是商南县
文化馆‘非遗花棍进校园’成果的
集中展示，也是这些年我们不断
开展馆校共建，持续提升青少年
精神素养带来的明显变化。”

雷燕表示：“‘非遗花棍进校园’是
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不仅能丰富学

生校园文化生活，还能让学生与非遗文
化近距离接触，增长见识、拓宽视野，感受

非遗文化的魅力。接下来，我们会持续开展
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的活动，让更多学生参
与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扬中来。”

几十年来，闫英杰在书画、篆刻
等领域孜孜以求，在古体诗词的创
作上也潜心钻研，是一个“诗、书、
画、印”俱佳的多面手。他性格温存
和善，逢人总是面带笑意。

闫英杰出生于洛南县四皓街
道闫村，自幼天资聪慧、勤奋好学，
对书法、绘画、篆刻情有独钟。中
学毕业后，出于生活方面的压力，
他先后干过搬运工、收过破烂、搞
过销售等。而立之年，他又重新迈
向 艺 术 创 作 之 路 ，与 翰 墨 丹 青 为
友，与篆刀印石为伴。近年来，他
专攻篆书，逐步形成了飘逸俊秀、
典雅善变之风格。在篆刻领域，他
下刀狠准、意境高古。

书法篆刻是一门涉及范围极广
的艺术，它要求作者既要有渊博的
学识，还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只有不
断地学习求索，才能使个人的艺术
素养得到丰盈和提升。每年高考前
后，闫英杰都要书写许多激励学子
积极进取、祝贺学子金榜题名的贺
词。每年元旦、春节前夕，他要为亲
朋好友和乡亲书写各类祝词或春
联，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

闫英杰创作兰花水墨画有独到
之处，以水墨画其形，以古典诗词明
其神，诗画结合，文雅显贵。他能画
竹，亦更喜兰，他笔下的水墨画兰
花、竹子皆清新淡雅，惟妙惟肖，自
然天成。

一般人刻一方印之前需精心
设计印稿，再写在硫酸纸上过稿，
其 后 才 下 刀 。 可 他 治 印 不 用 起
稿，且下刀之快，真是令人眼花缭
乱。其实，他下刀之前稿已在胸，
制印下刀快而准，入石稳而狠，刀法浑然天成，印面虚实相
生，意蕴悠长。

闫英杰出生在清贫人家，受父亲影响，自幼对诗、书、
画、刻字产生浓厚兴趣，无论走到哪里，眼睛总是盯着这
些，心里想的也是这些。读初中时，有一位老师课堂上没
收了他自画自题自刻章自盖印的小作，让他惴惴不安了一
天。次日，老师又将画作交还于他，并意味深长地看了他
一眼。他接过来一瞧，上面多了一行批语：挖掘得越深的
人，才能得到甘甜的泉水。老师这一句话，成为英杰更加
执着追求的力量源泉。

酷爱艺术的闫英杰，早年因诗书画印皆喜，篆隶楷行皆
习，在奠定了坚实基础之后，专攻篆书和印刻。2015 年，闫英
杰多方努力，成立了商山印社，搭建了交流平台，促进了商洛
文化事业的繁荣。他把多年的篆刻作品编成 40 多册印谱供
大家借鉴，把呕心沥血一笔一画完成的 20 米帛书长卷展示给
大家以资学习。他不图回报，为每一个真心学习者指点迷津，
推荐碑帖，桌上示范，纸上演习。他的书房很少上锁，春夏秋
冬、阴晴早晚，男女老幼、鸿儒白丁，往来不断。

功夫不负有志人，一枝红杏终出墙。十年画家，二十年书
法家，三十年篆刻家，前人总结的箴言在他身上得到了验证。

今年 56 岁的闫英杰在“诗、书、画、印”的田园里继续精耕
细耘，他的辛勤付出必将迎来花香满园、硕果盈枝，走出一片
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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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一对一指导学生练习花棍舞老师一对一指导学生练习花棍舞

△花棍舞培训老师现场教学

商南县城关小学学生在运动会上表演花棍舞商南县城关小学学生在运动会上表演花棍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