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市浦口区外国语学校非常重视中国

传统民俗文化的传承。 为传承民俗喜贺新春，

近日该校特地邀请金陵民间艺人向快乐雏鹰

假日小队的学生们传授剪纸与书法技艺，让

学生们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艺术

魅力。 图为剪纸工艺师宏占久向该校快乐雏

鹰假日小队的学生讲解创作剪纸《百猴闹春》

的技巧。 蒋旦 唐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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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元宵佳节，到南京夫子庙、老门

东、 大报恩寺遗址公园观景赏灯的人络绎

不绝。 人们漫步在流光溢彩的灯海中，更

能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喜庆祥和的氛围。

秦淮扎灯人个个发挥艺术想象

今年，南京各景区展出的彩灯与往年相

比，不仅题材更加丰富，而且都以创意取胜。

记者在大报恩寺遗址公园采访时看到，该景

区展现的“观音赐福灯”与“鲤鱼报恩灯”，人

物形象栩栩如生，灯光效果五彩缤纷。 走进

南京夫子庙大成殿，又发现大成殿中几组大

型彩灯巧打“国际牌”， 彩灯的造型中西合

壁，既寓意着中国儒学思想环游世界，又让

赏灯人从中感受到浓郁的异域风情。

当记者跟随观灯人群来到南京夫子庙

东牌楼灯市，仿佛置身于秦淮彩灯的“海

洋”。在东牌楼灯市，既可以欣赏到荷花灯、

菠萝灯、兔子灯、狮子灯等传统彩灯，又可

以观赏到各种造型的猴灯。 由于秦淮扎灯

人个个充分发挥艺术想象，所以每个人创

作的猴灯无论形态与创意都不一样。 有的

猴灯就像毛茸茸的“顽猴”，有的猴灯就像

漫画中的“变形猴”，有的猴灯巧妙反映历

史典故与成语故事，还有的猴灯装上轮子，

可以让孩子们当玩具一路拖行……

他从动画片《大闹天宫》中获得

扎灯灵感

在东牌楼灯市展销的各式各样猴灯

中，非常具有创意的猴灯当数“一品状元花

灯”展位挂出的“大圣归来灯”与“金猴送春

灯”。由于这两种猴灯姿态生动、形象可爱，

每天都吸引许多游人驻足欣赏与拍照。

南京秦淮彩灯区级非遗传承人郑峰，

就是“大圣归来灯”与“金猴送春灯”的设计

者。听他谈这两种猴灯的创作过程，记者感

到很有趣。“我从去年 ３月份开始设计猴

灯， 刚开始在纸上画出 10 几种猴灯的造

型都觉得不太理想。 就在我朝思暮想却想

不出更好的猴灯设计方案时，有一天晚上，

我观看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介绍动画片《大

闹天宫》主创人员艺术人生的节目，不仅勾

起我对童年时代爱看这部动画片的怀想，

而且还激发我创作猴灯的灵感。 ”当时，郑

峰心想动画片《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形象

那么美妙，那么深入人心，如果我借鉴动画

片中美猴王的形象设计与制作猴灯， 一定

会受到众人的喜受，而且，还能勾起人们对

童年往事的回忆。

创作“大圣归来灯”突破道道难关

当猴灯设计找准了定位， 郑峰感到非

常开心，那天晚上，他连夜设计“大圣归来

灯”骨架的图纸，忙得不亦乐乎。 但是当他

在实际操作时，却感到难题很多。 首先，用

镀锌铁丝加工与焊接齐天大圣的头部与全

身，由于曲线多、焊点多，焊接工序很复杂。

好在郑峰下岗前曾经在航空工业部下属的

501 厂干过冷轧工与装配工， 焊接技术非

常熟练， 因此用铁丝焊接复杂的猴灯骨架

并没有难倒他。

为让“大圣归来灯”显得威风凛凛，生

动逼真， 郑峰在创作此灯过程中特地为美

猴王设计了一身盔甲。然而，在纸上画盔甲

比较容易，在彩灯上制作盔甲就有难度了。

郑峰说：“幸亏我对古代武将身穿的盔甲很

感兴趣，喜爱研究，对各种盔甲的结构与图

案都了如指掌，所以这一关也难不倒我。 ”

当郑峰在母亲与妻子的协助下， 将第

一盏“大圣归来灯”制作成功后，心情非常

激动， 立即邀请一位工艺美术设计师前来

观摹与提提修改意见。 这位设计师在欣赏

“大圣归来灯”时，看到“齐天大圣”左手紧

握金箍棒， 右手向前伸

展， 双腿呈腾云驾雾状，

觉得这盏猴灯很威风、很

逼真， 而且动感十足，因

此，他预言“大圣归来灯”

在猴年夫子庙灯市上一

定会非常引人注目。

突发奇想， 又创

出“金猴送春灯”

由于制作“大圣归来

灯”展现美猴王孙悟空全

身动态太复杂、 太费时

间，焊接 110 盏“大圣归

来灯”的骨架就用了近两

个月时间，所以郑峰又发

挥奇思妙想，想到将扎美

猴王的全身改为扎头像

试试看。

郑峰设计猴头灯更

加注重面部形象的刻划。 为让猴头灯具有

灵气， 他特地到四川峨嵋山去观赏自然界

野生的猴群， 并且抓拍猴子的各种表情作

为参考资料。在此基础上，他又结合猴戏脸

谱的艺术表现手法， 终于设计出人见人爱

的猴头灯。 为让猴头灯在视觉上不显得单

调， 郑峰又在美猴王披肩的两旁各设计出

一朵祥云， 在美猴王头像的前方设计出一

个春桃， 并且将最终定稿后的猴头灯取名

为“金猴送春灯”。

郑峰说：“我设计的‘金猴送春灯’包含

着许多吉祥美好的寓意。 其中猴灯正前方

的春桃， 表达在猴年向人们送上春天的温

暖，送去新春的祝福。 而猴灯两旁的祥云，

表示祝愿人们猴年吉祥、幸福安康！ ”

他与家人制作的猴灯供不应求

据郑峰介绍， 他与家人扎出的各种彩

灯将近 4000 盏， 其中两种猴灯合计达

560 盏。 由于郑峰设计的“大圣归来灯”与

“金猴送春灯”独具创意，猴年春节前夕在

夫子庙东牌楼灯市一亮相， 就吸引着众人

的目光。许多游客对这两种猴灯都很喜欢，

有一位无锡游客还特地买了五六盏猴灯表

示要送给好友们。据了解，郑峰与家人限量

制作的 110 盏“大圣归来灯”仅仅展销四

天就卖完了，而且 450 盏“金猴送春灯”在

灯市上也供不应求。

“大圣归来灯”与“金猴送春灯”如此畅

销， 郑峰与家人都非常开心。 郑峰感慨地

说：“我和家人从事扎灯手艺许多年来，并

非将彩灯当成商品来做， 而是始终将彩灯

当成艺术品进行设计与制作，因此，每年扎

灯在技术上力争精益求精， 在创意上始终

追求与众不同。 ”正因为如此，郑峰与母亲

阮寿珍于去年年底被评为南京秦淮彩灯区

级非遗传承人。

秦淮扎灯人一年忙到头。 郑峰告诉记

者：“明年是鸡年，元宵节过后，我就要动脑

筋设计鸡灯了。 扎鸡灯也比较难，我又将迎

接新的挑战。 ”

记者 汤雅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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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2 日，著名艺术家、空政文工团创作

员阎肃在北京逝世， 走完了 86 载艺术人生之

路。

空政文工团扬州籍歌星汤非对阎肃先生

很崇敬，对阎肃的艺术创作成就也很了解。 据

汤非回忆，阎肃生前不仅创作过歌剧《江姐》、

《党的女儿》以及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敢

问路在何方》等经典作品，而且曾为扬州创作

了一首歌曲《下扬州》，他在歌中写道：“虽不是

烟花三月,我也要下扬州。 瘦西湖赏二分明月,

平山堂悟六朝风流……”阎肃创作这首歌表达

了他对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的喜爱与留恋。

《下扬州》这首歌由阎肃作词，丁于作曲，

歌词诗意盎然,仿沸呈现出一幅优美的扬州画

卷。“阎老创作《下扬州》的歌词非常投入，他为

了写好这首歌，查阅了很多与扬州历史文化相

关的书籍。 ”汤非说，扬州厚重的人文让阎老非

常赞叹。

汤非对阎肃先生深情缅怀。“我刚进空政

文工团的时候，就有幸结识了阎肃这位艺术前

辈。 在我的印象中，阎老非常平易近人，而且非

常开朗豁达，就像个‘老顽童’。 ”

汤非说：“就在阎老昏迷的日子里，为弘扬

阎老对艺术的奉献精神，文艺界还专门举办了

一场音乐会《一片丹心向阳开———时代楷模阎

肃作品音乐会》。 在这场音乐会上，我演唱了阎

老作词、印青作曲的歌曲《当兵前的那晚上》。 ”

“阎老酷爱读书, 很多创作灵感都是从书

中获得的。 ”据汤非介绍，阎老非常爱看古典名

著《西游记》，因此在创作《西游记》主题歌时，

他很快就写出前几句“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

来日出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可

是再往下写就写不出来，陷入“僵局”了。 在过后的两个星

期中,阎肃曾一筹莫展。 有一天，阎肃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时，突然想起鲁迅有部作品《故乡》,并且还想起这部作品

中有这两句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便成了

路。”于是，他一下子萌发出创作灵感，写出了“敢问路在何

方，路在脚下。 ”这句非常美妙的歌词。

桂国

庆猴年扎猴灯以创意取胜

郑峰与妻子刘玉芳向游客介绍“大圣归来灯”与“金猴

送春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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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版电视剧《西游记》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几乎

人人爱听爱唱。 这首经典歌曲的曲作者就是著名音乐家

许镜清。

今年 74 岁的许镜清曾心怀三个梦想：一是出一本与

《西游记》相关的书籍，二是开一场《西游记》音乐会，三是

将《女儿国》 这段故事变成歌剧。 他的第一个梦想已在

2012 年完成，书名为《西游记中的歌与画》。如今，他依然

在为实现另两个梦想而努力。

据许镜清介绍，当年《西游记》在央视首播轰动全国

时，他就萌生了举办《西游记》音乐会的想法。由于当时他

自认为尚未成名，因此这个想法便被搁置多年。 2000 年

之后，音乐界举办专场音乐会的越来越多，他又动心思想

举办《西游记》音乐会，但是，却因为负担不起举办音乐会

的费用，而难以如愿。

2012 年，有个网友通过微博给许镜清留言，想得到

他的许可使用《西游记》的音乐。在聊天时，许镜清提到了

举办《西游记》音乐会的想法，这位网友建议他通过微博

求助。2013 年 1 月 11 日，当时还不太会玩微博的许镜清

发出了“求助”微博。 许镜清这条“求助”微博已经获得 6

万次的转发、3 万多次点赞，上万条评论，而且许多网友

还建议许镜清为这场音乐会作众筹。随着猴年的到来，许

镜清又看到了新的希望。最近，许镜清在新发的一条微博

中表示：“2016 年是开办《西游记》音乐会的契机，我再努

力一把。 ”

说起与《西游记》的缘分，许镜清回忆，1983 年开春

的一个傍晚， 刚吃完晚饭的他在中国农业电影制片厂传

达室翻阅报纸， 突然接到电话， 让他第二天去和电视剧

《西游记》音乐编辑王文华见面。“那时候，我都不知道剧

组已经找了彭修文、王立平等全国有名的六七位作曲家，

谁都比我有名气。 ”许镜清说。

1983 年 10 月，王文华交给许镜清一首歌词，是由阎

肃作词的《敢问路在何方》。王文华告诉他，主题歌创作已

交给了作曲家王立平，这首歌只是作为插曲。 许镜清说，

当时我觉得《敢问路在何方》这首歌词写得很棒，尤其是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场场酸甜苦辣……”格外能打动人

心。“在为这首歌作曲时，有一天，我坐公交车途经一个农

贸市场，看到那么多人都在为生活而辛勤奔波，我突然反

问自己‘人一辈子活着是为了啥？ ’突然间，‘一番番春秋

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的旋律就在我的脑海中喷涌而

出。”那天，许镜清下了公交车，就趴在路边电线杆上将想

出的旋律写在了烟盒上。当他回到办公室，顺着这份情感

思路，仅用 20 分钟就完成了《敢问路在何方》的作曲。

在电视剧《西游记》正式播出前，央视曾进行过十几集的“试

播”。 当时片头主题歌用的是由王立平作词谱曲、吴雁泽演唱的《可

叹世间多为难》，片尾是由女中音歌唱家张暴默演唱的《敢问路在何

方》。 在 1986 年《西游记》正式播出时，《敢问路在何方》仍然放在片

尾，但是这首歌已由插曲“晋升”为主题歌。 而且，在电视剧《西游记》

正式播出时，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的演唱者由张暴默变成了蒋大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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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李国立担任总导演，郑伟文执导的古

装剧《女医明妃传》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

热播。 该剧不仅在颜值、剧情、服装造型上都

收获了广泛赞誉，而且刘诗诗、霍建华、黄轩

三大主演之间的情感交锋也扣人心弦。 在江

苏卫视幸福剧场发起的为剧中荧屏情侣投

票活动中， 网友更是热衷为剧中人点起了

“鸳鸯谱”，仅情人节一天投票量就高达一万

多次。

在古装剧《女医明妃传》中，霍建华和黄

轩两大男神荧屏对决， 是该剧的亮点之一。

剑拔弩张的明王朝权力斗争大戏就在兄弟

二人之间上演，他们兄弟两人在权利漩涡中

从和平共处到针锋相对， 最后朱祁钰称帝，

朱祁镇处境多磨。 两人同爱谭允贤的情感线

交织其中， 让该剧的情节走向更为引人入

胜。

《女医明妃传》开播两天时，由刘诗诗饰

演的谭允贤和霍建华饰演的朱祁镇、黄轩饰

演的朱祁钰完成了“初次相逢”，在“钰贤初

见”这段情感戏中，上演了一出“美女救英

雄”的好戏。 早在古装剧《步步惊心》中，女主

角刘诗诗曾穿越到清朝开始了一段与诸多

皇子的情缘。 此次在《女医明妃传》中，刘诗

诗又让霍建华与黄轩和她上演了一出“双龙

对决”， 难怪网友将刘诗诗封为“男神收割

机”，笑称“刘诗诗真有本事，让明清帝王都

在‘江山与美人’的抉择中进退两难。 ”

江鸿

《女医明妃传》剧情扣人心弦

霍建华、刘诗诗主演《女医明妃传》剧照

山东聊城农民工王怀见， 有着传

奇的人生经历。 当年，他在北京、上海、

深圳等城市打工期间， 曾经当过建筑

工人与饭店服务员。 如今他因擅长表

演猴戏而出名， 被人们誉为农民工中

的“美猴王”。

2006 年 9 月 10 日， 王怀见巧遇

偶像六小龄童，没想到这一面之缘，却

改变了他的人生。 当时六小龄童到聊

城参加演出活动， 王怀见得知这个好

消息，及时来到了演出现场。 当六小龄

童在舞台上问：“古典名著《西游记》的

作者是谁？ ”王怀见逮住机会走上舞台

说出了正确的答案“是吴承恩”。 六小

龄童搂着他的肩膀， 风趣地说：“我看

你长得挺像猴。 ”这句玩笑话让从小就

痴迷《西游记》的王怀见萌生了一个大

胆的想法：要学演猴戏。

2006 年底， 王怀见辞去工作来到

北京，去当一名群众演员，他说：“当时

只有一个念头：我要追梦。 ”后来，王怀

见在北京海淀区树村租了一间小屋，

正式开始练猴戏。 他没有任何武术基

础和戏剧表演功底， 更没有师傅手把

手传授演技的机会， 只能跟着网上相

关的视频一招一式地进行模仿。 压腿、

打旋、劈叉、耍金箍棒，这些动作他一

练就是三四个小时。

2010 年， 王怀见回到老家山东聊

城， 他在家乡年集上的一次表演引起

轰动，并且在家乡的电视台露了脸。 时

隔不久， 省内一档电视节目也对他做

了专访。 从此以后，王怀见经常被省内

外电视台邀请去演出， 但王怀见平时

很低调， 他说：“虽然经常在荧屏上亮

相，但是，我只是一个热爱艺术的农民

工。 ”

从 2011 年开始，王怀见从痴迷猴

戏表演转向自编、自导、自演有关孙悟

空的影视作品。 他拍出的第一部作品

是《游梦》，其中孙悟空开三轮车的镜

头在网络上非常火。 如今，王怀见已拥

有七部影视作品，其中新作《紫霞恋悟

空》颇受各界好评。

张晓黎

农民工王怀见变成“美猴王”

王怀见扮演喜爱开三轮车的孙悟空

新春佳节期间，山清水秀的南京珍珠泉风

景区令游客们流连忘返，尤其是该风景区野生

动物园举行的驯兽表演，既惊奇又有趣，让观

赏者感到惊喜多多，笑声连连。

珍珠泉风景区的野生动物园占地 800 亩，

有 300 多只珍禽野兽在此安家落户与表演节

目， 形成了一个以猛兽文化为特色的主题公

园。 在室内驯兽表演场，每天有 30 多只老虎、

狮子、狗熊同台进行表演，其中狗熊高空飞车、

老虎过独木桥、狮虎滚桶等节目，都令游客非

常喜爱。

在室外的“百兽盛会”表演场，各种驯兽

表演也很精彩。 小猴骑车、狗熊耍棒、马术表

演等节目在演出时，都赢得人们阵阵喝彩。 尤

其是马术表演更加有趣， 马术队的演员们有

的装扮成关公和侠女； 有的扮演孙悟空与猪

八戒，他们将马背当成了舞台，在骑马飞奔的

过程中，为观众表演马上倒立、马上变脸、马

上耍刀等各种惊险刺激的高难度动作。 其中，

马术表演———“八戒”骑马追“猴哥”，显得更

加风趣幽默。 扮演“八戒”的小伙子在马背上

表演功夫非凡，他在马背上表演站立、倒立与

左右翻腾，身手相当敏捷，而且表情与动作都

很搞笑，因此，他的表演赢得了更多的掌声与

喝彩声。

记者 汤雅洪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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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追“猴哥” 逗乐众游客

传承民俗贺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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