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贾 湖 陶贾 湖 陶 、、 面面
塑塑 、、 剪 纸剪 纸 、、 虎 头虎 头
鞋鞋、、木雕……在刚木雕……在刚
刚结束的文化和自刚结束的文化和自
然 遗 产 日 宣 传 活然 遗 产 日 宣 传 活
动现场动现场，，集中展示集中展示
了我市悠久的历史了我市悠久的历史
文化和精致的非遗文化和精致的非遗
民俗技艺民俗技艺，，全新的全新的
视觉感受和近距离视觉感受和近距离
的文化体验让广大的文化体验让广大
市民大饱眼福市民大饱眼福。。

据了解据了解，，我市我市
现有国家级非遗项现有国家级非遗项
目目11项项、、省级非遗项省级非遗项
目目1010项项、、市级非遗市级非遗
项目项目7373项项，，正在申正在申
报的非遗项目也逐报的非遗项目也逐
年递增年递增。。非遗项目非遗项目
虽然种类丰富虽然种类丰富，，但但
传承人高龄化传承人高龄化、、后后
继乏人的现状令人继乏人的现状令人
担忧担忧。。66 月月 1111 日日，，
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记者对此进行了采
访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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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冬玲

当今社会的高度国际
化，使得我们在遵守中华传
统礼仪的基础上，还要兼顾
国际通用礼仪规范。现实生
活中，每个人都免不了各类
社交应酬，各种名目的公司
单位聚餐以及同学亲朋聚会
更是应接不暇。然而，餐桌
上应当注意的礼仪，你是否
真的了解呢？接下来我们细
数一下吧！

一、就座和离席的礼仪
１.应等长者坐定后，方

可入座。
２.席上如有女士，应等

女士座定后，方可入座。
３.用餐后，须等男女主

人离席后，其他宾客方可离
席。

４.坐姿要端正，与餐桌
的距离保持得宜。

５.在饭店用餐，应由服
务生领台入座。

６.离席时，应帮助隔座
长者或女上拖拉座椅。

二、餐巾的使用。
1.餐巾主要防止弄脏衣

服，兼做擦嘴及手上的油
渍。

2. 必 须 等 到 大 家 坐 定
后，才可使用餐巾。

3.餐巾摊开后，放在双
膝上端的大腿上，切勿系在
腰间或挂在上衣领口。

4.切忌用餐巾擦拭餐具。
三、餐桌礼仪的具体细

节。
１.入座后姿势端正，脚

踏在本人座位下，不可任意
伸直，手肘不得靠桌缘，或
将手放在邻座椅背上。

２.用餐时须温文尔雅，
从容安静，不能急躁。

３.在餐桌上不能只顾自
己，也要关心别人，尤其要
招呼两侧的女宾。

４.口内有食物，应避免
说话。

５.自用餐具不可伸入他
人餐盘夹取菜肴。

６.必须小口进食，不要
大口塞，食物未咽下，不能
再塞入口。

７.取菜舀汤，应使用公
筷公匙。

8.吃进口的东西，不能
吐出来，如系滚烫的食物，
可喝水或果汁冲凉。

９.送食物入口时，两肘
应向内靠，不宜向两旁张
开，碰及邻座。

10.自己手上持刀叉，或
他人在咀嚼食物时，均应避
免跟人说话或敬酒。

11.切忌用手指掏牙，应
用牙签，并以手或手帕遮
掩。

12.避免在餐桌上咳嗽、
打喷嚏、打嗝。万一不禁，

应说声“对不起”。
13.喝酒宜各随意，敬酒

以礼到为止，切忌劝酒、猜
拳、吆喝。

14.如餐具坠地，可请侍
者拾起。

15.遇有意外，如不慎将
酒、水、汤计溅到他人衣
服，表示歉意即可，不必恐
慌赔罪，反使对方难为情。

16.如欲取用摆在同桌其
他客人面前之调味品，应请
邻座客人帮忙传递，不可伸
手横越，长驱取物。

17.如系主人亲自烹调食
物，勿忘予主人赞赏。

18.如吃到不洁或异味，
不可吞入，应将入口食物，
轻巧地用拇指和食指取出，
放入盘中。倘若发现尚未吃
食，仍在盘中的菜肴有昆虫
和碎石，不要大惊小怪，宜
侯侍者走近，轻声告知侍者
更换。

19.食毕，餐具务必摆放
整齐，不可凌乱放置。餐巾
应折好，放在桌上。

20.食进行中，不宜抽
烟，如需抽烟，必须先征得
邻座的同意。

21.在餐厅进餐，不能抢
着付账，推拉争付，极为不
雅。作为客人，不能抢着付
账。未征得朋友同意，亦不
宜代友付账。

22.进餐的速度，宜与男
女主人同步，不宜太快或太
慢。

23.餐桌上不能谈悲戚或
尴尬之事，避免破坏欢愉的
进餐气氛。

熟悉了解规范的餐桌
礼仪以后，在未来的各类
聚 餐 场 合 ， 只 要 严 格 遵
守，你定然会如鱼得水，应
变自如。而你的风度和魅
力 也 将 让 所 有 人 刮 目 相
看。

餐桌上的礼仪餐桌上的礼仪

技艺难度高、收入较低、后继乏人……

非遗为何难解传承之困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B

唢呐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乐
器，在我国历史悠久，在召陵
区召陵镇久寨徐村就有这么一
户刘姓唢呐世家，从祖父到增
孙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不管是
在婚丧嫁娶中，还是人们的闲
暇之余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可随着时代的变迁，婚丧嫁
娶，礼乐祭祀已不再需要唢呐
伴奏，唢呐技艺的传承也出现
了瓶颈。

刘朋是“刘氏唢呐”的第
六代传 承 人 ， 擅 长 单 吹 、 双
吹、卡戏等多种技巧，传承
和 发 扬 刘 氏 唢 呐 一直是他的
使命，可是现在，愿意学习唢
呐人越来越少。

“吹唢呐在很多人的眼里都
有一种偏见，特别是在农村，
觉得吹唢呐是没有前途的行
业，再加上外来文化的侵入，
不少人觉得吹唢呐是一件很土

的事情，会吹唢呐已经不再像
祖辈时那样风光了。”刘朋告诉
记者，为了将唢呐的技艺传承
下去，扩大唢呐的影响力，他
带着唢呐这门技艺参加了很多
展演活动，并创办了民间乐器
传习所，在教孩子学习其他民
间乐器的同时，着重教孩子学
习唢呐，可是专门学习唢呐技
艺的人很少。

“孩子们觉得吹唢呐很土，
家长觉得吹唢呐以后没有好的
前途，为了保护好前人留下来
的精神财富，我现在只有把传
承的希望寄托在自己孩子身
上。”提起唢呐技艺的传承，刘
朋百感交集。

和刘朋同样困惑的还有木
梳传承人陈庆伟。陈庆伟的祖
父 100 多 年 前 师 从 邻 村 老 教
师，专修制梳手艺。陈氏祖孙
三代把学来的手艺不断发扬光

大，完善创新，技艺也越发精
湛。

他告诉记者，由于木梳制
作工艺烦琐，现在像他这样手
工制作木梳的人越来越少，随
着时代的发展与工业技术的进
步，再加上电脑雕刻机的出
现，使传统的手工雕刻木梳受
到了很大的冲击。

“手工雕刻木梳耗时长，可
如果用雕刻机的话，一次可以
出多件成品，而且机器加工
的每一件木梳图案都特别精
准，所以用手工木梳的人越
来 越 少 ， 而 且 现在年轻人也
沉不下心来干苦差事。”陈庆
伟说，祖辈们之前学习手工木
梳是为了养家糊口，如今手工
木梳已经不能产生较大的经济
效益，一些人学习这门手艺也
只 是 当 成 业 余 爱 好 来打发时
间。

老手艺传承后继乏人

据介绍，我市部分非遗项
目如面塑、剪纸、双王镰等民
间手工艺术，随着生存环境的
改变而日渐式微；传灵舞、脑
阁、铜器舞、高跷等民间舞蹈
正在衰落或被同化；沱沟东岳
庙会、六月六烙焦馍等民间传
统文化习俗正在淡化、消亡；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器
物有的正在毁灭或消失。由于
许多传统技艺难度高、强度
大、耗时多、收入低，很少有

人愿意学，令不少民间艺术传
承人面临无弟子或弟子太少的
尴尬境地。

市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他们在调研中发现，抢
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
虽然有了良好的开端，可有的
人重申报而轻保护，种开发而
轻管理，把申报成功当作目
的，而成功之后就不再考虑后
续的发展。

“现在有很多非遗项目都开

始产业化，非遗保护的初衷并
不是产业化，而是把老祖宗留
下来的技艺保存下来，在生产
保护中去传承，在此基础上进
行创新性发展。”市文化馆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为了提高人
人认识非遗，人人参与非遗保
护的意识，他们在日常宣传中
将静态展览和动态展览相结
合，让非遗保护与传承成为全
民共识，让市民认识到保护非
遗就是保护我们的精神家园。

倡导人人参与非遗保护

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手工制作的鞋垫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手工制作的鞋垫、、虎头鞋虎头鞋、、香包等香包等。。

↑↑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栩栩如生的面塑作品。。
→→传承人贾楠展示面塑传承人贾楠展示面塑

技艺技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