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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5日，为期三天的
“奔跑吧·少年”儿童少年主题健身
活动2024湖南省小篮球联赛（邵阳
赛区总决赛）收官。经过激烈角逐，
联赛最终决出6个组别的冠军。

此次比赛由中国篮球协会、中
国中学生体育协会、湖南省体育局
指导，湖南省篮球协会主办，邵阳市
篮球协会承办，邵阳市全民健身服

务中心支持，分为U6组、U8组、U10
组、U10混合组、U12组、U14组6个
组别，吸引了来自全市的100余支球
队（含分赛区）600余名小球员。

运球、传球、突破、上篮、拼抢、
助攻……赛场上，运动员们精神抖
擞，尽情挥洒汗水，严密防守、协同
进攻，动作娴熟、姿势标准。小选手
们把平时训练的劲头都用在了赛
场，充分展示自己的篮球技巧，展现
了朝气蓬勃、热爱运动的精神风貌。
队员们攻守交替，你追我赶、你抢我

夺，比分交替上升，篮球运动的对抗
性和运动员们的专业表现，让比赛
精彩纷呈，场面紧张刺激，为现场观
众带来了一场场大饱眼福的篮球盛
宴。

经过激烈较量，城步乐动体育
战神队、隆回综合球馆（速成二队）
分别夺得U6组、U8组冠军，U10组、
U10混合组桂冠分别被启蒙星梦想
队、城步乐动体育追风队斩获，邵东
时代少年队一举拿下U12组和U14
组的2个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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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8 日，在 2024 法国
巴黎国际博览会上，由我市省级非遗
项目宝庆烙画传承人唐文林、王艳萍
创作的三湘四水 14 个市州名胜系列
作品，以独特的文化魅力引来瞩目的
眼光。

巴黎当地时间5月1日，中国外文
局联合中央和地方宣传文化机构参展
2024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共同举办

“遇鉴中国”中华文化主题展，由湖南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和湖南省宋旦汉字
艺术博物馆承办的“一个字让你爱上
中国”展同步展出。“一个字让你爱上
中国”专题展以汉字艺术作品的形式，
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和独具魅力的
湖湘文化展现出来，展出的作品有汉
字文创、《汉字童年》绘本、三湘四水
14个市州名胜宝庆烙画和湘绣、湘瓷
等湘字号特色文创。

展出的宝庆烙画系列作品由湖南
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及宝庆烙画传承人
唐文林、王艳萍夫妇联合出品。作品使
用手工竹纸材料，以烙画加彩的技艺，
以“三湘四水 相约湖南”为主题，集
中展示湖南14个市州的文旅品牌，受
到法国观众的青睐。展览展出时间持
续至5月12日。

一直以来，唐文林夫妇创作注重平
时积累，经常前往湖湘各地的古镇老
街、风景名胜进行深度采风，收集保留

的素写资料丰富，为此次创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春节前，我们接到了参展邀
请。要创作这么多幅高难度的参展作
品，我们感觉压力非常大。虽然时间很
紧迫，但是急不得，创作必须精雕细琢，
所以我们春节都没休息，每天基本就泡
在工作室里面。”宝庆烙画省级传承人
唐文林说。历经近半年的不懈努力，以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为主题的系列宝
庆烙画作品完美呈现，集中展示了武陵
源天门山、崀山、韶山、岳麓山等湖南各
地最具特色的自然人文风光，推介中华
文明精髓和湖南特色文化，为中法人民
提供更多的途径了解中国文化。

唐文林介绍，这是邵阳非遗传统
美术首次参加巴黎国际博览会，也是

宝庆烙画第一次采用传统卷轴式装
裱，希望可以把湖南各个市州有标志
性的人文山水很好地宣传出去，让国
际友人惊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唐文林表示，能在法国用宝庆烙画
来推广湖湘文化，感觉很自豪。巴黎国
际博览会结束后，这批作品将在省市
内进行长期展览，并做好文创产品的
延伸，让宝庆烙画非遗在传承中不断
创新发展、发扬光大。

法 国 巴 黎 国 际 博 览 会 创 办 于
1904 年，原名“巴黎万国博览会”，是
世界上历史悠久、规模最大、享有盛誉
的综合性展会之一，也是具有广泛国
际影响力的国家形象展示和全球文化
推介平台。

宝庆烙画让国际友人惊叹
邵字号非遗传统美术首次亮相巴黎国际博览会

史林静

1600℃的铁水幻化成漫天的星
光，又像春风吹开了千树银花……“五
一”期间，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
内，“90”后铁花匠人庞飞从熔炉中舀
出铁水并将其扬起，一旁的搭档张宝
高高抬起手中的打板用力一击，瞬间
的惊险与美妙，引得游客阵阵欢呼。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之一，“打铁花”是古代匠师们
在铸造器皿过程中发现的一种民俗文
化表演技艺，多流传于黄河中下游，以
河南、山西最为流行，至今已有千余年
历史。

这种传承千年的中式浪漫，也被
称为“勇敢者的游戏”。45岁的河南开
封“汴梁铁花刘”代表性传承人刘小松
深度参与其中。“印象中，每年过年或
者元宵节，几乎家家户户都会烧点铁
水，当烟花放。”刘小松说。看长辈打铁
花，让年少的刘小松痴迷其中。“随着
社会发展，烟花也普及了，加上打铁花
对技术要求非常高，这项技艺曾在村
里中断了十几年。”

2008年，打铁花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刘小松开始追寻打铁花绝技，拜
师、走访、与同行探讨……在这一过程中，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加入进来。庞飞和张宝是较早加入的一批

“90后”，两人决定学习打铁花的理由很相似：很苦，
但很酷。“从小就看老一辈人打铁花，每次听到第一
板铁花在空中散开后围观者的惊呼，就想把它传下
去。”庞飞说。

虽有热爱，但 1600℃的高温，始终是铁花匠人
最难过的关卡。

打铁花通常从打水开始练习。水跟铁水形态很
像，学徒们从最初的一米、三米，到五米，直到把水打
到十几米，力度才算合格。

不仅要训练力度，还要练习准度。“铁放到陶炉
里，不停烧碳，直到铁融化成水状。刚舀出来的铁水
温度非常高，表演者在把握击打时需要格外谨慎，若
击打位置不准或者力度不够，铁花无法达到一定的
角度和高度，很容易烫伤。”庞飞说，刚开始练习被烫
伤是常有的事，等到哪天身上烫满了，也就学会了。

作为一种独具中国魅力的艺术形式，打铁花的
演出需求越来越大。“现在各类文化展览、艺术节、民
俗活动等，都能看到打铁花的影子，我们平均每年表
演超过 1000 场。”刘小松说，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
区，多的时候一场有近万人观看。

传承古老技艺的同时，刘小松还对打铁花的表
演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融入舞火龙等民俗元素和
声光电等科技元素。“在原料上，我们研制开发了开
花大、亮度高、具有阻燃性能的新型打铁花原料，落
地即灭，环保性强，安全度也高。”刘小松说。

如今，刘小松的团队不断壮大，很多“90后”“00
后”加入这个行列。“但凡有想学的，我来者不拒，看
着这些孩子，我就觉得打铁花能代代传下去。”刘小
松说。

五四青年节一早，刘小松带着徒弟们来到清明
上河园景区准备晚上的表演。两人一组，碎碳、起火、
熔铁……“00 后”翟新卓看着师兄们的熟练操作羡
慕不已，这是他学习打铁花的第二周，目前打水高度
已有10米。

当师兄们熟练地舀起滚烫的铁水扬起，并用打
板将其打向空中时，翟新卓眼中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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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四水宣传片备受关注。

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