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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史海钩沉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刚刚过去的4月份对郾城区孟庙镇何

庄村的人来说意义非凡。在村里传承了
100多年的青龙舞，其表演队伍——青龙
会作为我省唯一一支代表队亮相国际比
赛，斩获铜奖。何庄村的青龙舞有何特
色？为何能百年不衰？近日，记者走进何
庄村青龙会，为读者揭开这个省级非遗项
目的神秘面纱。

4 月 14 日 ， 2021 年 “ 壮 族 三 月
三·八桂嘉年华”南宁国际传统舞龙邀请
赛民俗展演在南宁市举办。何庄村青龙会
在以前的选拔赛中表现突出，成为河南省
唯一获得邀请赛资格的队伍。4月12日，
36人的表演队伍从漯河前往南宁。4月14
日，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以及我国
广东省、贵州省等地的多支舞龙队伍同台
竞技。何庄村青龙会表演的青龙舞，舞龙
者身穿青彩衣，舞珠者身穿红彩衣，乐队
着黄彩衣，色彩艳丽，动作精彩，场面宏
大，把青龙演绎得活灵活现，赢得叫好声
一片，在比赛中斩获铜奖。

何永钢是何庄村青龙舞的第四代传承
人之一，他的父亲是青龙舞第三代传承人
和团队负责人，他自幼看父亲练习、表
演，也一直跟着学，对青龙舞有很深的情
感。如今，何永钢负责整个团队的训练、
演出、套路改编、授艺等。谈及何庄村青
龙会的发展历程，他如数家珍。“在民间

神话中，青龙代表水，是美好的象征；珠
代表火，是邪恶的象征。”何永钢说，为
了演绎正义终将战胜邪恶的美好愿景，清
朝光绪年间，何庄村村民何发明、何同顺
等人组织发起了龙灯会，在每年的祈雨集
会和春节闹元宵期间进行舞龙表演。用舞
蹈语言讲述“龙珠斗”的神话故事，祈祷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因何庄村村民对象
征吉祥的舞龙表演非常喜爱，并经常在周
边地区演出，逐渐有了影响力，就一代代
传承下来。

青龙舞的龙由龙头、龙身和龙尾构
成。龙身较长，有9节，每节约3米长。舞
起一条龙需要10个人，大家必须配合默
契，只要有一人出了差错，龙体就无法成
形。经过历代传承人的创新与改编，青龙舞
已由原来的一条龙舞增加到两条龙同舞，表
演套路也在地上玩“龙翻身”“就地十八
滚”的基础上，增加了“龙走独木桥”“龙
翻山”“高山决斗”等十多种表演套路。

5月2日，为了迎接一场比赛，何庄
村青龙会的舞者在村文化广场热火朝天地
排练着。为了不出差错，每一个舞龙手都
付出了艰辛的汗水。“我觉得脚步可以再
快一点儿，跳的时候还不够整齐……”何
永钢说，“每节龙身都有30多斤重，开始
练的时候胳膊都疼得举不起来，手上也磨
得全是泡。”

今年68岁的何玉德练习舞龙已30多

年，“最难的就是在凳子上舞，摔下来无数
次。正式表演的时候，头上举着20多斤重
的龙头，就算从板凳上掉下来腿脚受伤，
也要忍着疼重新踩上去接着舞。”何玉德
说，虽然练习辛苦，但因为青龙舞在村里
有深厚的基础，所以，一代代何庄人从未
放弃过。但青龙舞属于公益事业，村里的
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了，青龙会存在资金
不足等问题，所以，青龙舞的传承发展曾
受到影响，一度靠村里老一辈人苦苦支撑。

2015年，何庄村青龙舞被评为河南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年来，在各级政府
部门的关怀和舞龙者的不断努力下，何庄
村青龙会又重新兴盛起来。目前，青龙会
拥有传习场所5000多平方米，技术人员

6名，参与演出者40多人，已成为一支团
结、创新、管理完善的演出队伍，曾多次
参加省、市民间文艺大赛，获得过特等奖
1个、一等奖16个。如今，在何庄村，从
几岁的孩童到70多岁的老人，几乎每个
年龄段的人都会几个舞龙的招式。

“通过不断参加比赛、演出，我们努
力学习、创新。未来，准备汲取一些现
代的舞蹈元素，和传统的青龙舞进行融
合；也打算以讲座、授艺、开展培训班
等形式培养人才，为青龙舞注入新鲜血
液。”何永钢说，他希望能将何庄村的青
龙舞继续传承下去，“舞”出民族记忆与
精神信仰，展现新时代人民幸福美好的
生活。

传承百年青龙舞 国际大赛展风采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来自临颍县台陈镇水

车梁学校的教师王晓敏，凭着一
把剪刀、一张红纸，创作出了
《红船精神代代传》《党在心中》
等剪纸作品，向党的百年华诞献
礼。

今年43岁的王晓敏是临颍县
台陈镇坡裴村人，已经在乡村小
学执教24年。谈起和剪纸结缘，
王晓敏说，她从小就喜欢美术，
虽然没有从事这个专业，但一直
在坚持画画。

1999年，王晓敏结婚后，发
现村里有人办喜事，都会请婆婆
剪一些喜庆的字和花。“婆婆经常
剪莲花、牡丹花、蝴蝶等作品，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开始跟着她
学。”王晓敏说，从那时起，剪纸
占据了她大部分业余时间。学习
中，她发现剪刀无法独立完成一
些作品，就从网上学会了用刻刀
创作。

一张红纸、一把剪刀，一双
巧手上下飞舞，纸屑落地，纹样
图案渐渐生动起来……采访间
隙，短短几分钟，一朵莲花便从

王 晓 敏 手 中 诞 生
了。王晓敏的剪纸
作品构思巧妙、形
象生动，她成了远
近闻名的“剪纸达
人”。村民办喜事都
会找她剪纸，学校
举办活动，她也会
剪一些作品装扮现
场。她还经常剪一
些孩子们喜欢的小
动物、小花，作为
奖 品 送 给 学 习 努
力 、 进 步 大 的 学
生。在美术课和寄
宿生的晚课上，她
经常教学生剪纸。
剪纸让王晓敏的生
活 丰 富 多 彩 ， 也
让 她 获 得 了 成 就
感。

“2020 年 3 月，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
逐渐好转，我为自

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王晓敏
说，为此，她创作了 《抗疫英
雄》《众志成城》《齐心抗疫》《回
家了》 等抗疫题材的剪纸作品，
受到大家的好评。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王晓敏决定将祝福化作
一幅幅剪纸作品，用自己擅长
的艺术形式表达对党和祖国的
热爱。从 3 月份起，她便利用
业余时间，陆续创作了 《红船
精神代代传》《红心向党》《党
在心中》等剪纸作品。

“这个作品，我把它叫作《党
在心中》，这里面包含寿桃和篆书

‘寿’字，象征着为党的百年诞辰
祝寿。中心是金黄色的党徽，党
徽周围一圈红心，象征着全国各
族人民万众一心，紧紧围绕在党
中央的周围，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王晓敏向记者讲述她的
作品，如数家珍。

“剪纸艺术已经被列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后我要创作
出更多有意义的作品，传递正能
量，为传承剪纸艺术贡献自己的
力量。”王晓敏说。

巧手创作剪纸
献礼建党百年

■本报记者 姚晓晓
见习记者 陈 迪

源汇区空冢郭镇半坡朱村的朱立云，
是十里八乡无人不知的中医。他医术精
湛，常年坚守在乡村一线，用医者仁心打
动乡邻，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医文化。今年
40岁的朱立云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朱氏中医妇科第六代传承人，在“2020
年河南省文化志愿服务乡村行——寻找村
宝活动”中，他被评为省“百佳村宝”。

朱立云出生于中医世家。半坡朱氏中
医妇科历经六代传承，有100多年的历
史。从他记事时起，他的爷爷就是名扬四
方的老中医。遇到家庭条件困难的患者，
爷爷总是义务给他们看病，乡亲们也格外
尊敬他。爷爷便成了朱立云心中的偶像。

每天耳濡目染，也使朱立云对中医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小时候经常帮爷爷
和父亲切药、洗药，小学时就开始背《药
性赋》《神农本草经》，虽然那时年纪小不
懂含义，但却为我学习中医打下了基
础。”朱立云说。

受父亲和爷爷的影响，朱立云上大学
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医学专业。2000年
至2008年，朱立云先后毕业于郑州大学

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和河南中医学院中医
专业。8年的学习，朱立云掌握了扎实的
中西医知识。

在朱立云看来，中医与西医虽是两种
不同的医学体系，但各具特色，各有所
长。中医主要是通过望闻问切探求病因，
西医主要以医疗仪器设备的检查结果为基
础得出病因。他相信中西医知识的结合将
会更加有利于病情的诊断与治疗。

2010年，朱立云放弃了留在省城工
作的机会，毅然回到家乡，从父辈手中接
过了家族中医传承的“接力棒”，正式成
为一名乡村医生，祖孙三代一同坐诊。

他怀着“医者仁心”，耐心听病人讲
述病情，谨慎用药。为了给村民提供方
便，一些轻微症状，能让村民不出村解决
的就不让村民多跑路，药店里有药的，朱
立云会写下药方，让村民就近买药，并且
不收取任何挂号费、诊断费。

随着坐诊经验的不断丰富，朱立云逐
渐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许昌、山东、河
北、广州、深圳等地常有人慕名而来。

对于慕名到半坡朱村就医的外地患
者，朱立云不看完最后一个绝不下班，最
多的时候一天为120多个患者诊治，连喝

水的时间都没有。
“我的手机微信里已经有5000多个联

系人了，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的患者。”
朱立云说，每天下班后他回各种微信信息
就需要一个多小时。

对那些症状较轻、不需要专门跑一趟
的患者，朱立云就在微信上指导他们用
药。“有时候做医生的多说一句话、有个
好态度，对患者就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
还会增强他们的信心。”朱立云说。

在朱立云看来，中医的言传身教，既
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做人的传承，只有做
好人才能做好中医。

为了传播中医文化，朱立云还经常抽
出空闲时间，带着他的团队到各村庄义
诊，向村民们传授中医知识和国学精髓。
2019年5月，他到阴阳赵乡一村庄义诊
时，刚进村庄，就看到村里广场上有很多
村民在等候。他意识到老百姓对健康的需
求越来越强烈，中医文化
也在群众中得到了认可。

“那天的义诊从早上8
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两点
多才结束，虽然都是一些
常见病，但看到村民们能

不出村就解决问题，我心里很高兴。”朱
立云说。

2020年端午节前夕，朱立云在双汇
广场附近的城市书房开展中医讲座，并用
中药材制成有抗病毒功效的香囊免费发放
给大家。那天，朱立云将一些常见的中药
材装进玻璃瓶中让市民辨认，多数市民除
了能辨认出藿香外，其他药材都不认识。

“虽然辨认不出这些药材，但是大家
对中医却有浓厚的兴趣，非常愿意去了
解。”朱立云说，也正是这次活动，让他
意识到中医文化虽然博大精深，但群众却
没有途径去了解和学习，由此他也萌生了
制作一批中药标本的想法。

为此，朱立云准备开设中医文化展
室和中药展示堂，把中药材标本和炮制中
药的传统工具展示出来，以中医药文化为
载体，普及中医知识，把中医文化发扬
好、传承好，让中医文化传播得更远。

朱立云：扎根乡村 传承中医文化

何庄村青龙会在南宁国际传统舞龙邀请赛上表演青龙舞。（何永钢提供）

现代人对母亲的称呼无非几
种：小时候叫母亲为“妈妈”“妈
咪”，长大了就喊“妈”“娘”“老
妈”等。但在古代，人们对母亲
的称呼就没这么简单了，光是口
头语就有二三十种，书面语也有
若干种，有些称呼甚至令人匪夷
所思。下面按历史顺序略略梳理
一下。

先秦：母、妣、萱堂

先 秦 时 期 ，“ 母 氏 ” 和
“母”，均表示母亲。如 《诗
经·邶风·凯风》：“有子七人，
母氏劳苦。”《诗经·小雅·蓼
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妣”也用来称呼母亲。《尔
雅·释亲》云：“父为考，母为
妣。”在《仓颉篇》中也有“考妣
延年”之说，意为祝福父母健康
长寿。但大多数时候，“妣”表示
已故的母亲。“萱堂”代表母亲，
出自《诗经·卫风·伯兮》：“焉
得萱草，言树之背。”萱草即忘忧
草，“背”指北堂，为母亲的居
所。古时当游子要远行时，就会
在北堂种萱草，希望能减轻母亲
对孩子的思念，忘却忧愁。萱
堂、北堂，均代表母亲。

两汉：社、姐

到了汉代，“母”字多用于书
面语，口语中通常叫母亲为

“社”或“姐”。高诱记载：“江淮
人谓母为社也。”称汉代时呼母为

“社”，主要是江淮一带的人。对
母亲更奇葩的称呼是“姐”。东汉
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姐，蜀
谓母曰姐。”意思是，古代蜀地人
称母亲为“姐”。其实，不仅四川
一带的人呼母为“姐”，其他地方
也有这种习俗。

南北朝：家家、阿家

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
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民族的
大融合也带来了习俗的融合。此

时对母亲的流行称呼，是“家
家”“阿家”。据《北史》记载，
北齐南阳王高绰和他的兄弟们叫
父亲为“兄兄”，叫母亲为“家
家”。

隋唐：娘、媪

“娘”字古作“孃”。西汉
时，人们称年轻的寡妇为“娘”。
到隋唐，“娘”才正式成为母亲的
代称。据《隋书·韦世康传》记
载：“况娘春秋已高，温清宜奉，
晨昏有阙，罪在我躬。”这里的

“娘”就是指母亲。
隋唐时常合称父母为“耶

娘”。如杜甫《兵车行》：“耶娘妻
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还
有人称母亲为“媪”。如 《广
雅·释亲》云：“媪，母也。”

宋元：“妈”普遍成
为母亲的口语化称呼

虽然人出生后最早发出的音
是“ma”，但“妈”字却比较晚
才出现。“妈”代表母亲，也是三
国以后的事（《广雅·释亲》云

“妈，母也。”），双音节“妈妈”
的出现就更晚了。

直到宋元之后，“妈”和“妈
妈”才普遍成为对母亲的口语化
称呼。

另外，“妈妈”还经常出现
在文学作品中。如宋汪应辰《祭
女四娘子文》：“维年月日，爹爹
妈妈以清酌、时果、庶羞之奠，
祭于小娘子之灵。”但“妈妈”
在宋元时期还有其他含义。如元
人俞琰 《席上腐谈》云：“今人
称妇人为妈妈。”凡已婚妇女或
年老的妇女，皆可称为“妈
妈”。彼时人们还称老年女仆为

“妈妈”。
明清以后，“妈”“妈妈”

“娘”“娘亲”等成为对母亲最
普遍的称呼，古代那些五花八门
的叫法，也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了。

据《广州日报》

“姐”“社”“家家”

古人怎样称呼母亲

历史上，中国人对母亲的爱早已融入
文化和血脉中。同时，中国人特别强调母
亲应该做孩子的启蒙老师，特别赞颂那些
教子有方、以身作则的“贤母”。

纵观历史，那些有建树、有出息的名
人，大都深受其母亲思想之熏陶，从而也
成就了他们的人生。这里头就包括中国古
代著名的“四大贤母”。

孟母三迁

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
被誉为“亚圣”。孟母仉氏之所以能培养出如
此优秀的儿子，全在于她的悉心教育。她最
被广为传颂的事迹就是“孟母三迁”。

孟母早年丧夫，一个人含辛茹苦养育
孟子。刚开始，她和孟子住在丈夫的陵墓
附近，以便祭拜丈夫。不料住久了，年幼
的孟子竟学起出殡人士的哭丧胡闹。孟母
觉得这样的居住环境不利于孩子成长，便
把家搬到了集市。可是搬家后，孟子又整
天混迹于市井，跟着商人小贩吆喝。孟母
于是又搬家，这回搬到了学校附近。此

后，孟子就跟着学校里的学生，看起了
书。孟母这才放心地定居下来。

孟母还有“子不学，断机杼”的故
事。有一次，孟子逃学，孟母知道后，就
把织机上辛苦织了一半的布剪断。孟子大
惊，问母亲为什么这么做，孟母告诉他，
学业若半途而废，就如织到一半的布匹，
是不能为人所用的。孟子醒悟，于是发愤
读书，终成一代鸿儒。

封坛退鲊

湛氏是东晋陶侃之母。陶侃是一代名
将，在稳定东晋初年动荡不安的政局上很
有建树。当时陶母“截发筵宾”“封坛退
鲊”的教子故事广为流传。

陶母早年丧夫，靠纺纱织麻维持生
计，供养陶侃读书。陶母一直教育儿子，
交朋友一定要交比自己更有水平、更有文
化之人。有一次，同郡孝廉范逵访贤遇大
雪，借宿陶侃家。时天寒地冻，马无饲
料，陶母揭去自己床铺上的稻草席，剁碎
喂马；剪下自己的长发，换钱购买酒菜。

范逵大为感动，遂举荐陶侃由县吏拜授郎
中，从此陶侃一步一步走上了人生巅峰。
这就是“截发筵宾”的典故。

陶侃年轻时曾任管理渔业的小官，一
次，有下属从鱼品腌制坊拿了一坛腌鱼给
他，孝顺的陶侃便嘱托乡人带给母亲。谁
知母亲却原封不动地将这一坛腌鱼退了回
来，并在信中写道：“尔为吏，以官物遗
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意
思是说，你身为官吏，把官家的东西给
我，这样做不仅对我没好处，反而增添了
我的忧虑啊！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腌鱼和
回信，愧疚万分。他下定决心，一生遵循
母亲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这就是

“封坛退鲊”的故事。

画荻教子

欧阳修是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学
家、史学家，但他的成就也离不开母亲郑
氏的教育。

欧阳修4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日渐贫
寒，后来竟到了“房无一间，地无一垄”

的地步。郑氏是个坚强的女人，她靠自己
的辛勤劳动，将儿子养大。欧阳修5岁
时，郑氏便教他读书识字和做人处事的道
理，只是当时家里穷，没钱买笔墨纸砚，
她只好用芦苇秆代替，在地上铺一些沙，
把地当纸，一笔一画地教欧阳修写字——
这便是著名的“画荻教子”。欧阳修在母
亲的悉心教导下，奋发图强，于仁宗天圣
八年（公元1030年）高中进士。

欧阳修曾积极支持范仲淹的“庆历新
政”，后因此被贬。但郑氏并没有抱怨儿
子仕途不济，而是宽慰儿子说：“你为正
义被贬，不能说不光彩。我们家过惯了贫
寒的生活，你只要思想上没有负担，精神
不衰，我就高兴。”有母如此，儿子焉能
不优秀？

岳母刺字

抗金名将岳飞之母姚氏教子的故事更
是家喻户晓。

岳飞十五六岁时，金人南侵，宋朝当
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
存亡的关头。岳母大义凛然，励子从戎。
她为了让儿子铭记“大丈夫当精忠报国”
的训诫，甚至用绣花针把“精忠报国”4
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

岳飞投军后奋勇杀敌，屡建战功，成
为抗金英雄。“岳母刺字”的故事更是广
为传颂。

据《浙江法制报》

孟母三迁 封坛退鲊 画荻教子 岳母刺字

古代那些好母亲

传统文化传统文化

王晓敏和她的剪纸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