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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凡选配助听器均可享受8.8折优惠，双耳折上再享受9.5
折优惠。
2、双耳选配瑞声达新品浩听高端系列机型获赠超值保健礼
品并获赠2年延保。
3、选配西嘉1/2/3/5/7系列、新音乐系列、蓝莲定制机产品可获
赠2年延保。
4、双耳选配峰力新品奥笛启明90/70系列，获赠1台视听

通+2年延保，50系列获赠1台电子干燥器+1年延保。
5、双耳选配斯达克新品爱维系列定制式充电助听器赠送配套
充电盒一个；选配斯达克爱维定制机2400系列可获得5年保
修，爱维定制机1600或2000系列，获赠4年保修。
6、爱耳月活动期间推出部分特价产品，优惠幅度1000-
2000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凭残疾证、教师证、军官证
可优先购买）

为庆祝3月3日第25个全国“爱耳日”主题：科技助听，共享美好生活，甘肃海洋听力携

手丹麦瑞声达、德国西嘉(原德国西门子)、瑞士峰力、美国斯达克、德国音腾五大助听器品

牌，厂家特推出“3月3爱耳日助听器特惠月”活动，活动期间特邀瑞声达公司周文苑女士，

西嘉公司李文莲女士、峰力公司沈思媛女士、斯达克公司石洋先生，于3
月1日-3月18日莅临甘肃区域举行现场专家验配活动，并带来五重大

礼:专家验配、免费试听、特惠销售、延长保修、电池以旧换新!

温馨提示：更多详情
请进店咨询，赠送礼品数
量有限，赠完为止。

本活动解释权归甘肃海

洋听力技术有限公司所有。

专家入店
瑞声达周文苑

西嘉李文莲/奥雷
斯达克石洋
峰力沈思媛

3月2日（周六）
西关瑞声达

雁滩
西口瑞声达

3月3日（周天）
东口平凉路
西口西嘉
东口旗舰店

3月4日
西口瑞声达

东岗
天水麦积店

3月5日
东口旗舰店
七里河店
天水旗舰店

3月6日
小西湖

东口旗舰店
平凉总店

3月14日东口旗舰店 3月15日西关瑞声达店

《春牛图》的呈现内容除二十四节气以
外，还会涉及来年的天时气象、收成等方面的
信息，例如“×牛耕田”“×龙治水”“×日得
辛”“×人共丙”“×屠共猪”等，耕田之牛、治
水之龙越多，说明来年的雨水越充沛；得辛之
日越短，说明来年五谷成熟越早；共丙之人、
共猪之屠越少，说明来年的收成越好，在当地
民间，取“丙”的谐音为“饼”。

《春牛图》中还有关于来年出行、红白喜
事等活动的导向性信息，传达了几乎所有与
农业生产及其他民事活动相关的重要内容，

对农民的衣食住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他们
行动的指南。

《春牛图》既有民间艺术的质朴、古拙，又有
传统民族文化艺术的清新、典雅，和其他民间艺
术一样，表现过程不受过多规范的约束和限制，
大胆自由，对比强烈，纯绘画的因素浓厚，而前者
则更具有北方艺术古朴、粗犷、稚拙的典型特
征。《春牛图》中刻制的文字占据了画面的主体，
虽然出自民间艺人之手，但不拘成法、天真率意
的字体，却产生了另外一种独特的美，给人以强
烈的视觉感受和审美享受，文字不受过多传统书

写规范的制约，章法于单纯之中又富有变
化，结体随意，也杂有许多错别字，但从造
型艺术的角度来看，反而增添了几分率真
和浪漫。

每年立春至春节期间，《春牛图》也成
为陇南许多人家中不可或缺的、兼实用与
审美为一体的装点居室的艺术品，与大红
大绿的年画、鲜活亮丽的窗花、和煦明媚
的阳光一起，将春的气氛推向高潮。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记者 刘小雷

礼县《春牛图》
典型的农耕文明视觉符号

礼县春官
歌是以礼县龙
林乡川坝河谷
地区为流传中
心，广泛分布
于礼县下四区
的一种非常原
始 的 说 唱 艺
术。2008年，
礼县春官歌演
唱入选第二批
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
录。

春官除了
“说春”之外，
还会向农户送
上自制的《二
十四节气表》，
也 称《春 牛
图》。

这 种《春
牛图》系民间
春官自制的木
刻版画，以实
用为主，但具
有深厚的民俗
文化意蕴和独
特 的 审 美 价
值，也是最具
典型性的农耕
文 明 视 觉 符
号。

在地处甘肃东南部的礼县农林乡一带，
至今还流传着古老的民间风俗——说春，是
一种具有浓厚民俗文化特征的说唱艺术。说
春的民间艺人称为“春官”，每年冬至前后，春
官们每两人一组，身背褡裢，怀揣一叠“二十
四节气表”，外出说春。春官每到一家，即唱
起韵调古朴的春官曲，祝愿主人一家来年吉
祥如意、子孝孙贤、发财致富，同时赠送一张
来年“二十四节气表”，充当春天使者的角色，
表明春天即将到来。礼县春官自制的“二十
四节气表”，被称为《春牛图》。

《春牛图》系春官自制的民间木刻版画，

用彩纸印制，图文并茂，文字内容以二十四节
气为主，同时附有关于来年的气象、收成等信
息的预言，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面积，下部绘
制耕牛和农人形象。主旨在于劝农事、促生
产，虽以实用为主，但具有深厚的民俗文化意
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农
耕文明视觉符号。

《春牛图》图像部分内容，以造型敦厚、古
拙的春牛和农人形象为主体，春牛的形象采用
民间艺术中“添加”的装饰方法，在牛的图形部
分刻“牛”字，突出主题；农人头戴草帽，有的手
拿鞭子，合乎“鞭春”主题，有的肩扛木犁，正向

田野行进，似乎传达“人勤春早”之意，用极其
有限的图形元素，传达出了丰富的精神内涵和
民间生活气息。

《礼县志》中记述农林乡一带当地的民间传
说：“过去每年‘立冬’后，皇上将新一年的‘节气
表’，通过规模较大的祭祀活动后，再传给各州、
府、县官，再到××庙举行‘拜春’仪式后，把‘节
气表’分发给各路春官，让春官通过‘说春’的形
式分给各家各户。”虽为民间传说，但传递出一
个重要信息，那就是“春官”及其“说春”的源流
是由古代官方的、与立春有关的礼仪、节俗活动
发展而来。

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农耕文明时代，历代统治阶级也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因此对与
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历法、节气也非常在意，传播来年的节气、气象、收成等信息，历来就是
一种官方行为。《周礼·春官宗伯第三》“冯相氏”之职中明确指出：“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
辨四时之叙”。春天是一年的开始，作为中华民族发源地的黄河流域，春天是播种的黄金季
节，所以标志春天到来的“立春”节气，就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中最重要的节日。

《事物纪原》中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土春牛”也首次作为
中华民族农耕文明的重要图像符号出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立春之日，从中央到地方都要
举行迎春礼，“京师百官穿着青衣，郡国以下的官吏头上戴着青帻，树起青幡，并把土做的牛和
耕人置于城外，以此仪式告诉百姓已到立春时间，土牛和耕人一直要摆至立夏”，此时，作为农
耕文明象征的重要视觉符号系统“牛和耕人”已约定俗成。

除了“土春牛和耕人”外，汉代最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画像石中也有少量的“牛耕图”，
和《春牛图》图形部分的艺术形式、趣味极其相似，也有劝课农桑的意义，但无“二十四节气”
等文字内容，可以称得上《春牛图》的雏形。

礼县与农耕文明息息相关的立春系列民俗文化在此承传、发展，“春官”与“说春”风俗，
可以称得上古代立春民俗事象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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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春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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