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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 淇） 10
月28日，由中国文字学会、中
国训诂学研究会、河南省文字
学会和漯河市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的第四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
会在许慎文化园开幕。来自韩
国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
以及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高
校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开
幕式。

本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
以“新时代许慎文化的传承与
弘扬”为主题，把许慎的功绩
成就与新时代紧密结合，深入
开展研讨交流。

“2005年以来，中国文字学
会和训诂学研究会与漯河市合
作，已连续四次举办许慎文化
国际研讨会。十多年来，我们
目睹了漯河市经济社会的快速

发展和巨大进步，尤其是漯河
在传承许慎文化精神、建设汉
字文化名城方面所取得的成
就，让我们深受鼓舞。”开幕式
上，中国文字学会会长、清华
大学教授、出土文献保护与研
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黄德宽表
示，通过连续三届许慎文化国
际研讨会的召开，将传统文字
学、训诂学和“许学”的研究
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漯
河打造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这
个学术品牌，不仅体现了漯河
人民对先贤的尊崇和礼敬，对
发扬光大先贤精神的自觉，也
为中国文字学、训诂学的当代
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了解，从 2005 年起，我
市连续成功举办了三届许慎文
化国际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

知名专家学者为“汉字文化名
城”建设凝心聚力，许慎文化
国际研讨会也已成为许慎文化
研究乃至汉字文化研究的高水
平国际化高峰盛会。第三届许
慎文化国际研讨会期间，决定
研讨会由五年一届改为三年一
届。本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
就是更改会期之后举办的第一
次会议。

开幕式上，中国训诂学研
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朱小健；长江
学者特聘教授、清华大学中文
系主任李守奎；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汉
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主任
王立军等 5 位专家进行了精彩
演讲。

“汉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最
核心的内容，许慎文化既是汉
字文化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十分荣幸
能够来参加此次许慎文化国际
研讨会。”在韩国京畿大学就读
的博士生韩磊对记者说，这是
他第二次前来参加许慎文化国
际探讨会。“漯河弘扬许慎文
化、打造汉字文化名城不仅有
着重要的意义，也将为中华汉字
文化名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对
传承许慎文化、弘扬许慎精神，
提升许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有
着深远的影响。”韩磊说。

开幕式后，与会的专家学
者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参观了
许慎文化园。

传承许慎文化 弘扬时代精神
第四届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 杨 光 实习
生 李 潘） 10月27日上午，河
南省第二届心意六合拳大赛暨
漯河市心意六合拳推广普及展
演大会在沙澧河风景区红枫广
场开幕。开幕式上，我市 3000
多名学子进行了心意六合拳集
中展演，来自全国各地的心意
六合拳名家们登台亮出绝活，
给观众带来一场武术盛宴。

作 为 心 意 六 合 拳 的 传 承
地，河南省首届心意六合拳大
赛2017年在漯河举办。本届大
赛赛程为期两天，按年龄分为
五个组别，项目设传统拳术
（单式、套路）、传统器械和对
练。共有来自省内外的43支代
表队 552 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比
赛。

武术名家登台表演

开 幕 式 上 ， 来 自 漯 河 医
专、市育才学校、源汇区许慎
小学、舞阳县太尉镇初级中
学、市第一中专、郾城区实验
小学等学校的3000名心意六合
拳爱好者进行了集中展演，同

学们精神抖擞，脚步落地铿锵
有力，整齐划一，场面令人震
撼。

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武
术名家也先后登台表演。记者
了解到，这些武术名家年纪均
在六十开外，虽然头发花白，
但他们动作麻利，丝毫不亚于
年轻人，让观众感受到了中国
传统武术的博大精深。

“心意拳”从漯河发扬光大

本届心意六合拳大赛吸引
了全国各地的爱好者前来参
赛、观摩。“以前我在健身中
膝盖受伤。两年前我开始练心
意六合拳，如今膝盖伤病轻了
很多。”来自浙江台州的陈风
珠是一名退休职工，她告诉记
者，心意拳的动作要领比较容
易掌握，对颈、肩疾病有很好
的缓解作用，目前台州有40人
多名爱好者经常在一起训练。
通过这次交流学习，希望能让
台州的心意六合拳水平更上一
层楼。

“心意六合拳不仅在漯河全

面推广，国内外都有大量练习
者，作为传承人我们很欣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意六
合拳传承人李洳波告诉记者，
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爱好者来
到漯河，学习切磋武艺。

“心意六合拳是我国三大内
家拳之一，在过去比较保守，
基本不外传。为了打开这种局
面，将武术发扬光大，1999 年
在漯河市召开了心意六合拳研
讨 会 ， 全 国 只 有 50 人 参 加 。
2000 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心意
六合拳比赛，是心意六合拳开
创 400 年 来 的 首 次 交 流 活
动。”李洳波告诉记者，心意
六合拳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
动，2008 年心意六合拳成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今
年河南省武术协会心意六合拳
研究会成立。如今心意六合拳
练习者越来越多，仅漯河市就
有上万人，一些企业也把心意
六合拳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
分，组织员工训练。心意六合
拳已经成为漯河的一张武术名
片，向世界展示着它的独特魅
力。

省第二届心意六合拳大赛在我市举办

高手齐聚 以武会友

本报讯 （记者 杨 淇）
10月26日上午，由中国书法
家协会主办，中国文联书法
艺术中心、中国书法家协会
篆书委员会、漯河市人民政
府、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承办
的全国第三届篆书作品展开
幕式在市科教文化艺术中心
举行，全国各地有数千名书
法爱好者前来参观。本次展
览将持续至11月4日。

在现场记者了解到，本
次 展 览 自 今 年 5 月 征 稿 以
来，全国书法爱好者积极响

应、踊跃投稿，共收到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
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来稿9148
件，最终评出 206 件入选作
品。本次展览作品中既有传
统的甲骨、大篆、小篆等，
也有简帛书、六国文字等书
体风格。作品取法明确，注
重传承，取材广泛，形式多
样，既注意把握古文字的规
律，又注重艺术个性的表
现，是“植根传统，鼓励创
新，艺文兼备，多样包容”
创作理念的具体体现。

全国第三届篆书作品展
在我市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参观许慎文化园。 本报记者 杨 淇 摄

作品展现场。 本报记者 杨 淇 摄

10月26日，由省委老干部局主办，市委组织
部、市委老干部局承办的河南省第十一届老年书画优
秀作品（漯河）联展在市会展中心举行。据悉，此次
展览共展出书画作品561幅。

本报记者 李慧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