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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武术 传承民族文化

刘德胜：

马 军 文/图

刘家拳，是根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一门武术流派，从形成到发展历经坎
坷，不仅是黄土地上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精髓，更是该地区的精神财富。
2014 年，刘家拳被列为西吉县首批非遗传承项目，刘德胜获评西吉县非遗传
承人。

刘德胜是刘家拳第四代传承人，身材挺
拔，步履轻盈，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走进西吉
县青少年武术培训基地，52岁的刘德胜正在教
学生练习刘家拳。目前，该武术培训基地里有
66名学生，均来自西吉县各中小学，年龄从 7岁
到 16岁不等。

刘德胜介绍，刘家拳第一辈习武人名叫刘
胜武，是当时某大户人家的家丁，为了看家护
院，东家请了武师每天来府操练，喜欢武术的刘
胜武跟着学了几套拳法。后来，机缘巧合之下，
刘胜武又拜到甘肃省甘谷县张姓拳师门下学
武。1950年，刘胜武去世后，他的儿子刘正清带
着一家老小从甘谷县来到西吉县苏堡乡龙川村
（今震湖乡龙川村）落户。

刘正清每天下地劳作之前，都会打一套

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道刘正清会武术
的村民越来越多，刘正清逐渐有了名气，也
有了创造刘家拳的想法。1956 年，刘正清将
张氏拳术和父亲的拳法融会贯通，创造出刘
家拳。经过几十年的演练、革新，最终形成
了稳健、敏捷、刚劲有力、奇巧多变的武术
风格。

在刘德胜的印象里，刘正清是一位稳重、
正直的人。每年秋收后，他总会驾起马车，拉着
自家多余的粮食去外地换别的农作物。“那个年
代只有马车，一天走不了多少路程，爷爷外出一
次总会历经一月有余。”刘德胜说，刘正清会把
多余的农作物换给村民们，渐渐地，乡亲们亲切
的称呼他为“刘把式”，名声也逐渐传遍宁夏、甘
肃、陕西。

“我 7岁就跟爷爷习武，练就了一身武术。”
刘德胜介绍，刘家拳具有完整的技术体系，保留
下来的武术总共有 48套，其中软拳有 14套，主
要包括：拳术、器械、对练、功法和训练方法练习
等。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八步转、七步功、小红
拳、大红拳等；鞭杆有五虎迟堂鞭、子龙鞭、白蛇
三探头、小栓子等；长棍有黄龙排子、黄龙枪、陆
合枪等。

“刘家拳注重阴阳变换，有近身短打，拳
耍五式，棍打三盘等技术特点。”刘德胜讲的
兴起，现场打起了一套刘家拳，只见他动如奔
涛，静如山岳，进如风雨，退若磐石，颇有大家
风范。

40多年来，刘德胜一直奔走在发扬刘家拳
的道路上。他说，刘家拳经四代人的努力才得

以形成与发展，独具一格。当地流传着这样一
首歌谣：“刘家把式功夫好，舞起棍来快密妙。
碗水泼去不沾巾，直叫观众连叫好。大人娃娃
跟着练，刘家把式把功传”。歌谣中所说的是刘
家拳的棍法特点“快”和“密”，正是刘家拳棍法
的精妙之处。

刘德胜 1996年参加了全国民族运动会，获
得 2 个一等奖、1 个二等奖和三项全能亚军；
2013年厦门第三届国际武术邀请赛，获得 2个
一等奖；2014年厦门大卫杜复杯获得 1金 1银；
2017年宁夏国际武术选拔赛获得一等奖；2018
年在四川峨眉山第八届世界武术锦标赛获得二
等奖。2016年西吉县武术协会成立，刘德胜任
会长；2017年任固原市武术协会常务副会长和
宁夏武术协会理事。

40多年 坚持发扬刘家拳

让传统武术走进学校

少年强则国强。近年来，刘德胜在参加武术比赛之余，搭乘
武术进校园“顺风车”，先后在西吉一小、六中、七中、二中等学校传
授武术技巧，为孩子们打下扎实的基本功，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种子种到孩子们心中。

“我女儿刘亮亮是刘家拳第五代传承人。”刘德胜告诉记者，
从小，刘亮亮就痴迷武术。为此，刘德胜在女儿学习之余，教她练
习刘家拳，让她走上了体考之路。刘德胜说，西吉县很多孩子在上
学之余还要和父母下田劳作，有些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学习武术参
加体考或许能让这些孩子有不一样的出路。

近年来，在刘德胜的青少年武术培训基地里学武术的人越来
越多，他们中有人开了武术馆，有人在武术大赛中拿了奖项。

如今，刘家拳已成为西吉县一道亮丽的名片。

刘德胜教学生练习基本功。

在西吉六中的操场上，学生们在练习刘家拳。

“考古绘图，是考古工作者通过实地
勘测、细心观察，同时借助专业工具，使用
绘图技法，详实记录遗址面貌，文物器形、
大小、纹饰、相对位置等原始信息的重要
手段。”金沙遗址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考古绘
图能与照片、文字资料一起，代替文物“说话”。

迄今为止，我国考古绘图主要依赖手工完
成。考古绘图不仅贯穿于考古发掘的全过程，
也是当代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和依据，从我
国考古学建立之初，传统手工绘图就是不可或
缺的工作内容。

在摄影技术不发达的时期，全部考古图录主要
靠专业工作者手绘完成。即使在摄影技术高度发展
的今天，考古绘图工作虽然加入了新的技术，但大量
在现场依照实况和器物手工绘制的图纸，依然是现
场采集的第一手资料。

“以我浅薄的经验来说，目前还没有找到一个完
全能够替代手绘的方法。比如拍照后利用电脑绘
图，绘出的图始终有透视的变化，并且利用其他手段
不一定有手绘的精度高、速度快。”成都市考古研究
院考古绘图师张立超说。

在考古绘图中，精准和直观是基本要求。这也
是它区别于照片和文字资料的最大优势。一般来
说，一处遗址的整体结构、内部情况难以通过拍照直
观呈现，出土文物也可能因为刻痕细微、锈蚀、
埋藏环境等因素导致纹饰不清晰，而这些正是
考古研究中判断文物年代、分析文化源流的关
键信息。

因此，考古绘图便应运而生，它用简明但
精确的线条提取遗迹和文物的“身份密码”，供
更多学者开展学术研究。这些绘图会和文字一
起，被装订成文物的“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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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考古
绘图分为遗迹绘图

和遗物绘图。遗迹绘图主
要是表现遗迹的层位关系、

地理分布位置、有无被破坏等情况；
遗物绘图主要是交代文物的内部结构，文物
的形式特点和其上面的花纹变化等。

那么如何用线条还原文物“本来样貌”？
张立超介绍，拿到一件器物，首先要观

察它是什么类型的器物、它的形制是怎么样
的、它是个壶还是个炉等，观察之后测量文
物的相关信息，随后在图纸上利用工具卡点
绘画草图，包括文物身上的纹饰、凸棱，都需
要细心观察计量。最终再用针管笔等工具
描绘，继而进行排版。

“考古绘图要根据出土遗物上面的纹饰
分布等情况，具体规划出要绘制的文物正
面、侧面、底面，尽量将器物完整地描绘出
来，讲究的是对文物进行正投影，而利用相
机拍摄文物会出现近大远小的透视变化，无
法达到‘见图如见物’的效果。”张立超说。

然而，考古绘图的意义不仅仅是将文物
的原貌完整表达出来。专家认为，作为后期
器物整理、遗址报告中的三大要素之一，考
古绘图也是梳理和陈述考察成果的基本手
段。几乎所有的考古学报告，都要配以大量

的图录，阐述考古过程，明示器物特征，展示
发掘特征，提出新的观点。

好奇的你，或许想知道具备什么专业技
能的人，才能走进考古绘图世界，像这些考
古绘图大师一样将文物的原貌在笔下重现
得淋漓尽致。

张立超认为，考古绘图是一项重要而细致
的工作，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考古专业知识和
美术基础外，最重要的特质就是要有耐心。因
为这项工作比较枯燥，不能很快在学习经验上
见成效，需要你去认知每一种器物的形状、时
代、特征，是一个漫长的“养成过程”。

相关专家同样指出，考古绘图不但要求
绘画者熟练掌握投影作图方法并具有一定
的素描基础，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考古专业
知识。是否掌握必要的专业理论，并对描绘
对象充分了解，是专业绘图人员与普通绘图
工人之间的根本区别。（据《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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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出文物画出文物““标准照标准照””
考古绘图师：

被世人熟知的“琮王”上刻有 8 组精致的神人兽面图案、三星堆青铜大立人身穿
多层长服头戴复杂的兽面冠、金沙遗址玉铖器物下部纹饰装饰由 5 组对称的卷云纹
组成……近日，“妙笔生花——考古绘图展”在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揭幕。走进博物
馆，一幅幅“妙笔生花”的考古绘图立于眼前，这些展图都是考古绘图师对出土遗物大
小形状、花纹和质地的真实反映。

考古绘图是什么？考古专家如何为遗迹和文物绘制“标准照”？对此，记者采访
了相关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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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束 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
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活动，8月 10日开
始，吴忠市盐池县组织文艺志愿者在花马池镇东塘村、柳杨堡
村、惠泽村开展了基层文艺宣讲志愿活动。

文艺志愿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精心
编排了《鲜红的旗帜》《盐池人民就是牛》《红色经典随想曲》《小
康时光》《东南西北舞起来》等舞蹈、独唱、红歌联唱、小品、音乐
快板、秦腔等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盐池县委宣传部工作人员介绍，此次文艺宣讲拉开了盐池
县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基层文艺宣讲
活动的帷幕，接下来，盐池县将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基
层文化活动室、文化大舞台等宣传阵地，大规模开展形式多样、
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宣讲活动，让党的声音走进千家万户。

本报讯（记者 束 蓉） 8月 15日，记者获悉，经 1年多的筹
备，宁夏青年歌手马晓燕红色专辑《跟党走》正式发行。

该专辑对之前的红歌进行了重新编曲、制作和演唱，带领
听众重温党的光辉历史，抒发对党、对祖国、对宁夏的热爱之
情。专辑共收录了《南湖的船 党的摇篮》《映山红》《山丹丹花
开红艳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兰花芬芳》等 16首曲
目，采用了阿卡贝拉演唱形式，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耳目一新的
红歌音乐盛宴。

马晓燕是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自治区政协委员、民建会
员、自治区侨联委员，2004年至 2006年师从中国歌剧舞剧院著
名表演艺术家吕宝珠老师学习民族歌剧的演唱。2002年 5月荣
获中国西部 12省（区）民歌大赛金奖，代表宁夏参加了 CCTV第
11届青年歌手大奖赛；2009年 7月，获“中国红歌会”宁夏冠军，
并参加全国总决赛，被誉为“西部百灵”。

盐池县启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基层文艺宣讲

宁夏青年歌手马晓燕
发行《跟党走》经典歌曲专辑

8 月 14 日，观众在参观“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
年文献展”。

近日，“栋梁——梁思成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文献展”在清华
大学艺术博物馆举办。展览集中展示了大量珍贵文献资料共
计 362 件，包括照片、录像、图纸、模型、书信、手稿以及空间装
置，表现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生前勤勉细致的工作、科学有效的
方法和其所获得的伟大成就。 新华社发

8月14日，观众在中国美术馆参观展出作品。
8 月 13 日，作为“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之一的“同心

协力写丹青——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员美术作品
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展。此次展览从馆藏作品中精选近
200 件佳作，包括中国画、油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门类，分为序
篇和“家国之情”“人民之爱”“河山之美”“文化之魂”四个篇
章。展览将展出至9月5日。 新华社发

刀形墓、双耳陶罐、开元通宝、铁镰铁斧……山西省考古人
员在运城新绛县发现的唐代墓葬，出土一批距今千余年的唐代
文物，为研究盛唐时期的平民葬俗提供了研究资料。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8月12日对外发布消息称，山西省考古研
究院、新绛县文物保护技术中心联合对新绛县侯庄村西北的一批
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有唐代墓和明清墓，3座唐墓保存较完
整，整体平面形状呈刀形，均为土洞墓，由墓道、封门、墓室组成。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晋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白曙璋认为，这种
平面呈刀形的小型墓葬在唐代较为普遍，是唐代小型墓葬中的
主流形制。

出土的双耳灰陶罐与当地绛州大堂唐代地层窖穴出土的 3
件双耳灰陶罐形制、大小基本一致。无耳素面陶罐与西安、临
汾等同时期墓地出土的形制基本一致。此外，铁镰、蚌饰也能
在中国其他省份的墓葬中找到相似物。“可见在唐代小型墓葬
中，随葬铁镰（犁铧）、发饰、蚌饰（壳）等物品是一种十分流行的
葬俗。”白曙璋说。 （据中国新闻网）

山西发现千年唐代刀形墓
再现盛唐时期平民葬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