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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天 阴有小雨，16℃~22℃

多云，16℃~25℃明天

后天 多云到晴，15℃~27℃

市气象局提供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石 磨 、 老 式 独 轮 车 、 纺
车、风箱……新店镇游庄村的
一间屋子里，承载着数十年乡
村变化的物件有序地陈列着。
这里展示的老物件都是游庄村
村民家里留下来的“古董”，它
们承载着社会的发展，也唤醒
了村民们的乡愁。近日，记者
进行了采访。

在游庄村的中心路，记者
见 到 了 这 座 古 色 古 香 的 记 忆
馆。院内郁郁葱葱，几朵小花
不经意地开在角落的草丛中，
花坛两侧摆放着休闲座椅，几
位刚参观结束的村民正在座椅
上畅谈。

“这个记忆馆今年刚开放，
是用俺村的旧院改造的。旧院
主人在镇上的养老院居住，院
子就荒着无人打理。”村支部书
记游明德告诉记者，和房屋主
人沟通后，他们将旧院改造成

了“游庄记忆馆”。
记忆馆由东西两间组成，

东侧房间里主要存放着村里的
老旧物件，按物品的不同类别
划分了多个区域，展示的有茶
饮 器 具 、 照 明 器 具 、 生 产 器
具、农耕器具等；西侧房间则
以文图形式展示了游庄旧貌、
游庄新颜、村情概况、村情风
貌等。

“我们都是农民，现在生

活条件好了，很多人对以前的
农村生活越来越模糊，对艰苦
奋斗的记忆也越来越模糊。这
个记忆馆，不仅可以帮助大家
回顾艰苦奋斗的精神，还可以
让村民们记住乡愁。”游明德
说，记忆馆建好后，不仅是本
村村民，还有不少附近村子的
村民也经常过来参观。这些展
示的物件，勾起了他们共同的
回忆。

□文/图 本报记者 尹
晓玉

六百多年前，元代画家
黄公望以杭州富阳富春江两
岸风貌为对象，绘就了中国
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富春
山居图》。六百多年后的今
天，漯河三名大学生赖东
阁、田丰源、杨加磊，历时
两个多月，用坏 70 多把刻
刀，制作出 10 米长的剪纸
作品《富春山居图》。

赖东阁、田丰源、杨加
磊是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
设计系室内设计专业的大三
学生。9月17日，记者采访
时，田丰源正在校外实习，
只见到了赖东阁和杨加磊。
两人从学校的剪纸工作室捧
出一个卷轴打开，只见江
水环山而过、山上亭台掩
映树木之间、两叶扁舟漂
在江上……《富春山居图》
被他们以剪纸的形式表现出
来，装裱成了 10 米长的画
卷，令人非常震撼。

因为喜欢传统艺术，赖
东阁、田丰源、杨加磊三人
一入校就加入了陈明杰老师
的剪纸工作室。在工作室，
他们参与过 《清明上河图》

《开国大典》等大型剪纸作
品的创作。

明年他们就将毕业，在
毕业作品设计上，他们希望
可以展示一下大学期间所学
的剪纸技术，就选择了制作

《富春山居图》。为在毕业前
完成作品，今年 5 月开学
后，他们就开始了创作。

“基本上每天宿舍一开门就
出发去工作室，宿舍锁门前
才回去睡觉。其间除了吃
饭，都在创作。”赖东阁告
诉记者，他们共用坏了 70
多把刻刀，每天都要在工作
室坐上十几个小时，到7月
底完成了作品。

“因时间紧迫，他们创
作过程非常辛苦，好在孩子
们都比较喜爱剪纸艺术，也
坚持了下来。作品算得上是
专业水准了。”陈明杰告诉
记者，准备推荐这个作品参
加“创意河南”和“大学生
艺术展演”等比赛。

“主要是发自内心地喜
欢剪纸，想要致敬经典，也
想为大学生活划上一个让自
己满意的句号。”杨加磊告
诉记者，创作的过程也算是
青春的记忆，虽然辛苦，但
现在回头去看却很充实。

3名大学生刻出
10米长《富春山居图》

一屋村史载乡愁

9 月 21
日 ， 我 市 持
续降雨，气温
明显下降，让
人 感 受 到 凉
意。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赖东阁（左）和杨加磊展示剪纸作品《富春山居图》。

记忆馆内展示的老旧物件记忆馆内展示的老旧物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