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記者探訪之前，腿腳不便的魏義民剛
剛病癒出院，身體狀況並不理想，但

是思維依然清晰。他現在獨居在河南鄭州
一個老舊的居民小區，家中的沙發、電視
等傢私看起來都是「老古董」。2月初是
當地天氣最凍的時候，但是老人家中並無
暖氣。見到記者來訪，魏義民用厚重洪亮
的聲音說：「年輕人能關注老玩意兒，我
很高興。」

保家衛國一度放棄
一個戴着臉譜面具的泥猴，通過木棍和
線的操作，泥猴就會像「提線木偶」一樣
將面具摘下又戴上，就好像變臉一樣，這
就是「猴加官」。其實這是取意頭的叫
法，諧音「侯加官」，寓意官上加官，古
時達官顯貴都喜歡「猴加官」的祝福。不
過其製作工藝卻頗為複雜，不單止要在小
小的泥球上捏出栩栩如生的猴臉，還要有
高超的繪畫技巧以描繪京劇臉譜。
「融合了泥人、布藝、繪畫、雕刻等多
種技藝，那時候拜師學藝，學成至少要3
年，而我當時在幾個徒弟中算是有天分
的，2年就掌握了所有訣竅，就可以自己
獨立製作了。」魏義民得意地說，「那個
年代，一個『猴加官』要2個銅板，相當
於30斤米麵，只有大地主家的孩子才能擁
有這種奢侈的玩具，都是富人家的孩子

玩，窮人家的孩子看。」
魏義民的家鄉是河南南陽，當時因家中
貧困，14歲的他便拜師學製「猴加官」，
同時還要幫師父做各種苦力，如挑水砍
柴，更要照顧眼睛已半瞎的師爺。「那時
候學東西，哪像現在的娃兒們條件這麼好
呀。」
正當1944年，魏義民能夠「獨擋門面」

時，南陽淪陷了。「家都沒啦，還做這幹
啥。」魏義民於是決定參軍抗日，保家衛
國，其後更是參與了第二次國共內戰。共
和國成立後的1950年10月，魏義民又作
為坦克兵奔赴一線，參與朝鮮戰爭。如今
在他家中，依然懸掛着與志願軍戰友的合
照。
「打仗的時候咋能不害怕啊，那時候啥
也不考慮了，能活着回來就行。」魏義民
就這樣從「手藝人」變成了「戰士」。

為了生計重拾手藝
歷經中國近現代史上多次著名戰爭的魏

義民，退伍轉業後成為了一名巴士司機，
並且娶妻生子、落戶鄭州。1960年代，魏
義民提前退休，但是每月60餘元的退休金
實在無法支撐一家大小的開支。這時，他
的妻子說：「老頭子，你小時候不是學過
一門手藝嗎？還能拾得起來嗎？」
妻子的一句話點醒了魏義民。憑着家中

存留的幾個「猴加官」，以及少年時積累
的紮實手藝功底，魏義民利用家中的舊棉
布床單，日夜兼程趕製出逾600個「猴加
官」。
「春節期間，我和太太分別在河南開封
和鄭州擺攤售賣，賣得可好啦，幾天就賣
了200元，那可是接近半年的退休金啊！」
魏義民又將簡單的步驟教給妻子，二人一
個負責捏泥人、描臉譜，一個負責組裝，
「夫妻檔」開得不亦樂乎。逢年過節，夫
妻就在公園、廟會擺攤，推廣自己的作
品。
可惜好景不長。沒過幾年，魏義民的妻
子因突發急性病去世了，用他的話來說：
「家裡半邊天都塌了」。沒了妻子的
協助，製作「猴加官」
對於上了年紀的魏義民
來說，變得更加困難。
而且隨着時代發展，
越來越多的
新鮮事物湧
入 大 眾 視
野，孩子們
的玩具亦有
越來越多的
種類，許多
人對「猴加
官」逐漸失
去了興趣。

欲復興欲復興 泥猴泥猴

一款河南獨有一款河南獨有、、被稱為被稱為「「猴猴

加官加官」」的玩具的玩具，，在當地已經流在當地已經流

傳傳300300年年，，曾經只有富貴人家曾經只有富貴人家

才買得起才買得起。。後來抗戰爆發後來抗戰爆發，，加加

上文革期間的上文革期間的「「破四舊破四舊」」等運等運

動動，，導致導致「「猴加官猴加官」」一度絕跡一度絕跡

失傳失傳。。所幸的是所幸的是，，8686歲的老兵歲的老兵

魏義民魏義民，，在退休後重拾會變臉的在退休後重拾會變臉的「「猴加官猴加官」」的製作手藝的製作手藝，，一度成為一度成為

這一河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唯一傳承人這一河南省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唯一傳承人。。在他的感召之下在他的感召之下，，

兩位兩位「「8080後後」」青年如今亦加入到青年如今亦加入到「「猴加官猴加官」」的傳承當中的傳承當中。。

■■文文 // 圖圖：：記者記者 劉蕊劉蕊 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李暶燁李暶燁 鄭州報道鄭州報道

變變臉臉
老兵情繫非遺

河南省於2004年啟
動「民間文化保護工
程」，希望搶救、發掘
並保護民間藝術。熱心的
鄰居替魏義民報了名，最後
「猴加官」入選，並於2009
年被納入河南省非物質文化
遺產保護名錄。
魏義民因此成為這一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唯一傳承人，只是當
時的他已經80歲高齡，少年時同他

一起學習製作手藝的師兄弟都已相繼
離世。他突然意識到，如果不將這門
手藝傳承下去，那麼未來就再無人知
曉「猴加官」了。「做這個太慢，還
不賺錢，自己的孩子都不想學。」
然而在政府的幫助下，魏義民開辦

了「猴加官」學習班。不過「猴加
官」的製作工序十分複雜，需要極大
的耐心，所以就算是有興趣的年輕人
加入，亦多數是三分鐘熱度，沒人能
夠堅持學下去。
就在魏義民憂心這門手藝後繼無人

的時候，傳統文化愛好者顧鵬在一次
文化活動中，接觸到了「猴加官」。
他叫上同樣對傳統文化感興趣的同事
楊潔，一同去拜訪魏義民。楊潔有一
些繪畫功底，立刻對「猴加官」產生
了濃厚的興趣並沉迷其中。顧鵬和楊
潔兩位「80後」青年的真誠打動了魏
義民，他於是正式收二人為徒弟。
「老祖宗留下這麼好的東西，我不

能讓它丟了！」顧鵬表示，「猴加
官」需要純手工製作、耗時長，能保
留到現在已屬不易。而為了製作和推
廣「猴加官」，楊潔更是辭掉了原本
待遇優厚的工作，專心致志在家鑽
研，全身心投入這項面臨失傳的民間
藝術。
如今，魏義民終於能夠欣慰地說：

「就算哪天我走了，『猴加官』交給
這倆孩子，我也死而無憾了。」

■魏義民正在製
作「猴加官」的
面具。

■■一盒完成製作一盒完成製作
的的「「猴加官猴加官」。」。

■■通過木棍和線的操作通過木棍和線的操作，，泥猴就會像泥猴就會像「「提提
線木偶線木偶」」一樣將面具摘下又戴上一樣將面具摘下又戴上。。

■■魏義民同他的兩位徒弟魏義民同他的兩位徒弟
一起展示一起展示「「猴加官猴加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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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蘇鎮江揚中市八橋鎮，有一對老夫妻
皆已近百歲，男的叫范子喬，其妻范杜氏。按
當地風俗，農曆正月初三、初四，他倆一起過
「百歲」壽辰，夫妻倆五代同堂，光是子孫就
有一百多位，日前連辦兩天100桌的生日宴場
面壯觀，赴宴的親友總數超過了千人。據悉，

范老夫婦已結婚近八十年。按照結婚60年為
鑽石婚的說法，兩位老人早已超越鑽石婚齡。
范子喬夫婦分別是家中長子、長女，兩人

21歲那年結婚時，各自都沒了父母，他們還
要撫養9個弟妹，最小的一個只有6歲。長嫂
為母，家裡十幾張嘴等着吃飯，范杜氏背上背
個孩子，手裡牽着一個，還要給丈夫送飯，灶
頭田間，裡裡外外，硬是撐了下來。感念妻子
不容易，范子喬對妻子特別體貼，家裡的事都
由她說了算。范老夫婦在雙百壽宴席間，還不
忘「秀恩愛」。拜壽活動一共進行了一個多小
時。一百多人同照全家福，壽星坐中央，子孫
繞身旁。
很多羨慕的網友也留言祝福：我能想到最

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過100歲。
■《現代快報》

經過一個春節的暴飲暴
食、瘋狂娛樂之後，許多
民眾患上了各種「節日

病」。記者在多間醫院獲悉，除
了傳統的急性腸胃病、醉酒患
者外，過度使用手機、IPAD等
電子設備引發一系列新式「節
日病」的患者也不在少數。

在北京某醫院的眼科門診部，春節期間每天都有十餘名因過度使用手
機等電子設備而引發不適症的患者，這些患者多為20歲至30歲的年輕
人，10歲以下的兒童也不在少數，有患者甚至被確診為視頻終端綜合
症。據醫生介紹，視頻終端綜合症的症狀包括視力疲勞、乾眼、眼部
發癢、燒灼異物感、視物模糊、視力下降、眼部脹痛等。同時，還可
能伴有肩頸腕部症狀如肩頸、腕部出現麻木、壓痛以及腰背部酸痛不
適，嚴重者還會出現頭痛、頭暈、額頭壓迫感、噁心、失眠、記憶力
減退、脫髮等神經衰弱症狀。 ■本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手機病爆發手機病爆發 變新變新「「節日病節日病」」
北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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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歲夫妻慶壽 千人見證「超鑽」愛
前日在陝西省
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兵馬俑一
號坑，在挖掘
修復現場，一
些修復中的兵
馬俑被工作人
員用保鮮膜覆
蓋着不同部
位，讓遊客對
兵馬俑修復工
作有了更加直
觀的認識。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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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被評為「2010年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內蒙古
哈民史前聚落遺址，新出土陶、石、玉、骨、角、蚌

器等150餘件史前遺物。曾因出土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骨遺骸而轟動
一時的哈民遺址，2014年度的發掘面積為1,000平方米，共計清理房
址13座，墓葬一座、灰坑4座。
據悉，此次考古發掘清理的房址佈局成排、規整統一，平面呈「凸」
字形，半地穴式，門道朝東南。房屋間隔3米至5米左右，房址面積8平
方米至20平方米不等，居住面保存較好。圓形土坑灶位於居室中部，正
對門道。另外，還發現一座墓葬，墓內僅見幾枚蚌殼，無其他隨葬品。
哈民史前聚落遺址位於內蒙古通遼市境內，年代距今約5,500年。
從2010年起，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吉林大學邊疆考古研究中
心開始對其進行大面積有計劃的考古發掘。 ■新華社

大型文獻紀錄片
《孔府檔案》在春節
期間首登熒屏，這也

是孔府原始檔案首次對外公
開。
據悉，這部紀錄片由山

東曲阜市文物局與山東電
視台於2014年聯合拍攝，
六集成片在這個春節期間
播放。紀錄片《孔府檔案》依託豐富的孔府檔案資料，利用電視媒體、
鏡頭語言將孔府檔案中鮮為人知的史實表現出來，講述孔府從鼎盛到衰
落的歷史，展現這個延續千年的中國最大貴族家庭的真實面貌。
孔府是孔子嫡系長子長孫居住的地方。孔府檔案記錄了孔府從明嘉

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400餘年的政治、經濟、思想、宗族等
方面的情況，內容分為襲封、宗族、屬員、刑訟、租稅、林廟管理、
祀典、宮廷、朝廷政治、財務、文書等，是孔子嫡裔在中國封建社會
長期「世襲罔替」生活的真實記錄。 ■新華社

從事年畫創作30多年的張運祥
來地壇廟會快7年了，他介

紹，這次廟會，帶來了60多種年
畫，從人們熟知的門神、鬥神，
到裝裱精美的細作年畫，再到張
運祥自己創作的年畫工藝品，顏
色鮮艷。他說：「製作的人越來
越少，年味也越來越淡，這也是
在北京市場上很難買到的原
因。」

財神門神最搶手
一張年畫的製作工藝複雜，需

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同時
很難賺錢，「養家餬口也都勉勉
強強。」張運祥表達心中的無
奈，他希望將傳統文化保留下
來。張運祥的生意也還不錯，每
天能賣百八十張，最好賣的應該
是財神、鍾馗、門神這些人們比
較常見的年畫。
另外，後繼無人也是年畫師傅

們更大的困擾。為了傳授技藝，
張運祥在中央美院給學生講課。
「一開始我信心不大，但學生的
熱情很高，最多一個班能報八十
多人，學生們總有新想法，再融
合我的傳統方法，更能促進年畫
創作。」

接受客戶定製年畫
作為依靠年畫生活的商家，張

運祥不停嘗試新方法去銷售。
「平時我會接受各種客戶的定製
需求，來集中製作年畫。」
面對網絡銷售的逐漸興起，張

運祥也開起了網店。「我聽說微
信交友量廣，朋友圈強大，兩三
個月前，就開了一家微店。」
除了張運祥的微店，網絡上也

有很多銷售木版年畫的店舖，價
格也從幾元到幾千元不等。這種
傳統手工藝，在互聯網大熱下，
正重現生機。

「「網戰江網戰江湖湖」」尋生機尋生機
傳統春節傳統春節，，市民都會購置年畫裝飾家居市民都會購置年畫裝飾家居。。時至今日時至今日，，許多人以為年畫已經在市場上絕跡許多人以為年畫已經在市場上絕跡

了了，，然而然而，，北京的年畫師傅們北京的年畫師傅們，，已將年畫陣地轉移至網絡已將年畫陣地轉移至網絡，，通過線上銷售和宣傳通過線上銷售和宣傳，，讓傳統手讓傳統手

工藝與網絡擦出火花工藝與網絡擦出火花。。地壇廟會售賣木版年畫的張運祥開了一家網店地壇廟會售賣木版年畫的張運祥開了一家網店，，一方面可以銷售年一方面可以銷售年

畫畫，，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微信進行推廣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微信進行推廣，，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到木版年畫讓更多的年輕人了解到木版年畫。。 ■■《《新京報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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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病在春節後顯著增加。網上圖片

內蒙古史前聚落新挖內蒙古史前聚落新挖150150遺物遺物
����������

孔府原始檔案首現熒屏孔府原始檔案首現熒屏
山

東

■《孔府檔案》開機儀式在曲阜孔府舉
行。 網上圖片

■■民間年畫家張運祥的店舖裡民間年畫家張運祥的店舖裡，，掛滿了各式年畫掛滿了各式年畫。。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壽宴現場，兩位老人在切生日蛋糕。
網上圖片

保鮮兵馬俑

■■ 年 畫 仙 子 送年 畫 仙 子 送
雞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