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这个双狮舞最精彩的就是
‘狮子吃碟子’这个节目了。”何宝刚
说，这个节目一场表演下来需要近两
个小时。“这个节目有完整的剧情。”
他告诉记者，“罗汉”宴请宾客，桌子
上摆了 16 个装有鲜美菜肴的碟子，

“狮子”要偷吃这些菜肴，“罗汉”去
护，整个节目围绕着一偷一护展开表
演。“狮子”每吃一盘菜肴，就会就地
翻滚，并做出各种动作，直到桌子上
的菜肴全被吞完。看到菜肴被吃完后
的“罗汉”大怒，训斥“狮子”，“狮
子”觉得惭愧，便将菜肴原封不动一一
吐回。

“‘狮子’吐回去的菜可是原封不
动的，吃的是什么，吐出去的就是什
么，这个是整场演出的精华。”何宝刚
说，他举例告诉记者，比如，“狮子”
吃进去的是一盘蔬菜，那么吐出来还会

是一盘蔬菜。他说，以前他们演出时，
别人为他们准备的菜都是刚炒好的热
菜，最后衣服上弄的全是油水。“衣服
虽然弄脏了，但是节目表演完之后很多
人给我们喝彩，还是挺高兴的。”

当记者询问他，菜被“狮子”吃进
去之后放到哪里？他告诉记者，这是他
们不能外传的秘密。“这个技巧是师傅
一对一告诉我的，以后，我也只能告诉
我的一个徒弟。”

何宝刚说，以前他们表演这个节目
的时候一般都会选择晚上。因为晚上

“双狮”两眼回发光，“罗汉”手里拿的
绣球也成了火绣球。随着舞步，伴着鼓
点，这一明一暗，神吃妙吐之后，狮子
还能吐出带火的莲花灯。“但是这个吐
莲花灯的技巧我们也不是每次都能表演
成功，这个技巧也快失传了。”说到此
处，何宝刚轻轻地叹了口气。

有故事有技巧 更有不外传的“绝招”

接着，为了让记者更好地体验到东
关双狮舞的绝妙，何宝刚亲自披挂上阵
扮上了“罗汉”，而今年已有74岁高龄
的闫振国与 68 岁的刘全安扮起了“狮
子”，在院子内开始了表演。虽然没有
带着“罗汉”道具，但何宝刚走起罗汉
步的气势依旧十足。而舞狮的两位老
人，舞起50多斤重的“狮子”，动作依
然活灵活现。

经过这一段简单的表演，舞狮的两
位老人已是满头大汗，但他们脸上却充
满了喜悦。“我们干这个纯粹是爱好，
如果不是喜欢，就不会到这个年纪还在
坚持。”74岁的闫振国眼含热泪告诉记
者，他们这群老人不想让这门民间艺术
在这里断了传承。

“现在虽然有一些年轻人来学，但

是由于资金和其他一些原因，他们并没
有学到精华。”何宝刚说，如今，靠舞
狮这个行当想要挣钱养家确实很困难，
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不少年轻人不愿
意学舞狮，更吃不了这个苦。

“过年的时候，我们因为经费问题
没出去演出，后来就听到老百姓说，今
年过年咋没见到东关双狮舞呢？”何宝
刚说，听到老百姓这样说，他心里很难
受，就与大伙商量，去黄河广场等开阔
地带为老百姓免费演出。

“困难再多，我们也要想办法克
服，那么多老百姓惦念的双狮舞，不能
在我这里断了传承啊！”何宝刚说，接
下来，他会想办法克服困难，教更多的
年轻人舞狮，把东关双狮舞更好地传承
下去。

希望把东关双狮舞更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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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话题之四

百年双狮舞 期盼第二春
每年春节每年春节，，郾城区东关都是郾城区东关都是

锣鼓喧天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热闹非凡，“，“罗汉罗汉””和和
““狮子狮子””嬉闹新春嬉闹新春，，人们争相观人们争相观
看看。。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增
添了欢乐的气氛添了欢乐的气氛。。如今如今，，东关双东关双
狮舞这个项目已被列为河南省非狮舞这个项目已被列为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近日近日，，记者见到记者见到
了第三代传承人何宝刚了第三代传承人何宝刚。。

□文/图 本报记者 李林润

11月16日下午，记者在郾城区文
化馆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在黄河路与
陵园路交叉口附近，见到了何宝刚。

据了解，东关双狮舞始于清朝末
年，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中间
由于战乱、灾荒等原因，曾几度衰落。
改革开放以来，得以复兴和发展。2008
年被市政府命名为漯河市第一批非物
质文化遗产。2009年被省政府命名为
河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何宝刚今年58岁，头发灰白。他
在2017年成为东关双狮舞项目的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三代传承人。据他
介绍，东关双狮舞成立于1897年，由
吴聚才从南阳拜师学艺归来组建，起
初叫“东关故事会”，以“双狮舞”为
主打节目，配有“竹马”“二鬼绊跌”
（又叫“二鬼摔跤”）、“九节鞭”“大
过桥”“二郎担山”“狮子灌药”“狮子
驮桥”等，共由“狮子吃碟子”“古树
大盘根”“玩灯”三部分组成，整场演
出大约要三四个小时。其中的“玩
灯”在夜晚演出效果更好，灯又叫绣
球，夜晚发亮。“后来，杨大雷跟着吴
聚财学舞狮。但是当时吴聚财教大家
的是单狮，最后杨大雷开创了双狮
舞。”何宝刚说，“我就是跟着杨大雷
学的双狮舞。”

何宝刚告诉记者，他一开始学的
是“罗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大
头”。以前条件不好，一般都会在晚上
趁着月色练习。“因为晚上有月亮，月
亮能照出影子，通过影子看自己的姿
势摆得咋样。”何宝刚说，那个时候没
有镜子，只能这样练习。旋风脚、罗
汉步、偷步……各种和“罗汉”有关
的动作都要一一练习。“练习的时候还
要顶着‘大头’，这个头将近八斤重，
练完后特别累。”何宝刚说，在他练习
中，他认为最难的就是罗汉步。“这个
罗汉步主要就是走路的姿态和别人不
一样，要走出气势，否则就很难看。”

除了刻苦练习，表演时所用的一
切道具，都是自己制作。“这些东西都
买不到。”何宝刚说，之前他们的道具
有所损坏，他跑遍了我市的戏曲商
店，甚至还跑到周边地市的戏曲商
店，都没有买到让他满意的道具。“买
不到道具只有自己做。”何宝刚说，他
就模仿20世纪50年代传下来的那只老
狮头去做。

“老师当时教导我说，艺术离不开
模仿，学啥要像啥！”何宝刚说，他们
的双狮舞之所以精彩，他认为一方面
是他们动作上的细节比较到位；另一
方面就是他们的道具精美，正是因为
这两方面的原因，双狮舞才受到老百
姓的喜欢。

东关双狮舞 始于清朝末年

□刘颖峰

从书法进课堂，到大学不断扩招
书法专业学生，从机关、企事业单位
渐浓的书画氛围，到书画作品更多地
进入寻常百姓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
最具代表性的书法艺术，正以独特的
魅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许多人还会
情不自禁地临摹或创作，沉浸在书写
的愉悦之中，冥冥之中体会习书的无
穷乐趣，正如宋代大文豪苏东坡所体
会的：“明窗净几，笔硕纸墨，皆极精
良，亦自是人生一乐。”

中国书法历史久远、受众广泛，
它深深植根于文人、士大夫书斋和大
众日常生活之中，在民族艺术丛林独
受亲宠，这便是书法艺术的魅力。

首先，书法以汉字为载体，汉字本
身有象形式、丰富性和点画形式的多变
性。最初的汉字依类象形，“随体诘屈，
画成其物。”每个字都蕴含着图画的意
味，这便为汉字的书写提供了可以充分
展示想象和艺术表现的巨大空间。汉
字系统是一个丰富的大家族，从书体
看，古文字时代有甲骨文、金文、大篆、
小篆，“隶变”后的隶书、草、行、楷书；秦
统一汉字之前，由于地域辽阔，汉字的
形、音、义也存在着差异，书写表现形式
有较大的选择空间。很重要的一点是
汉字的构成，其基本元素是点、线、笔
画，点线形态的表现具有多变性，会带
给观赏者不同的视觉效果，“一画之间
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
芒”（孙过庭《书谱》），从而使实用的汉
字组合点线，成为艺术表现的富有情性
的点线。

其次，是书写工具的特殊性。与契
刻、刻石相比，毛笔、墨和宣纸的使用，
更具艺术表现的功能。毛笔柔软且有
弹性，提按顿挫间会产生各种形状和质
感的点画，或凝重质朴，或温润含蓄，或
清峻遒美。墨的浓、淡、干、湿会让人产
生不同的心理感觉，丰富的“墨韵”会增
添艺术感染力。宣纸是一种经过特殊
工艺制作的艺术专用纸，具较强的渗化
性能，有细腻表现笔情墨韵的能力。正
如古人所表：“润似春草，枯如秋藤。”

再次，情感的表达让书写上升到极
高的艺术境界。书法既是笔墨表现的
艺术，更是抒情达性的艺术，书者寓性
情于笔端，速度或疾或涩；力度或重或
轻；用笔按与提、方与圆；用墨浓与淡，
枯与湿；结体疏与密、正与欹；字形大与
小、横与纵等，把笔随心，变化万千，使
书法能够摹状拟物，于天地山川，得方
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
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
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随手万
变，任心成所。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
万物之情状矣。

书法艺术的魅力

何宝刚手里拿着棍子，走起了罗汉步。

何宝刚扮演的何宝刚扮演的““罗汉罗汉””拿棍打拿棍打““狮子狮子”。”。 何宝刚演出时所使用的何宝刚演出时所使用的““狮子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