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在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

举办的古桥摄影展之“最美中国桥”评选

活动中，我市摄影爱好者的作品 《王曲
桥》获得三等奖。一时间，“漯河一古桥
照片获奖”的消息让这座坐落于临颍县台
陈镇王曲村的百年古桥进入了人们的视
野。

王曲村因位于颍河弯曲处而得名。王
曲桥位于王曲村西南方，桥下就是颍河故
道。相传，这座桥修建于清道光年间，距
今已近200年。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
座有13孔、长约30米的石桥，桥墩用青
石垒砌而成，中间几个桥墩均刻有龙头，
每个龙头里含着一个石球。

王曲村今年89岁的退休教师翟继宗，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在搜集关于王
曲桥的信息。据《临颍县志》记载，1927
年，王曲村就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我们村
里有个抗日英雄李鼎新。抗日战争时期，
他组织了100多名青年成立抗日游击队，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抗日游击队
曾在王曲桥上击毁两辆日本军车、打死两

个日本人。”翟继宗说，所以这座桥也被村
里人称作“抗日桥”“爱国桥”。在他小时
候，颍河水水流很大，到了夏季雨水丰沛
时，河水上涨冲击龙头，龙嘴里的石球会
发出响声，几公里外都能听到。听到响
声，村民就知道涨水了。

翟继宗说：“村里老人口口相传，说是
在清道光年间，裴城镇宋岗村一户姓闫的
人家油坊生意做得很大，生意往来多从王
曲村过，就发动当地富绅和望族共同出资
修建了这座王曲桥。”可能是缺乏建桥经
验，王曲桥的基础不够牢固，在清光绪年
间，桥体出现倾斜，进行了二次修缮，也
让这座桥和陈星聚一家有了渊源。

王曲村存放着一块记载修缮王曲桥的
石碑 《重修石桥碑记》，碑文清晰记载：

“邑西南去城十五里有镇名曰王曲，西枕颍
水，落有石桥一座……又复损坏……时有
孝台村陈君星竹、商桥镇田君春雨，目撃
心伤，忾然有重修之志，第工程浩大，财

用难及，因募化四方，共襄厥事，鸠工元
材，自光绪八年（1882年）二月中修，本
年四月中告竣。”碑文中的陈星竹，便是陈
星聚的弟弟。

颍河于20世纪50年代改道，王曲桥
便逐渐没有了往日的繁忙。“目前，王曲桥
虽然已不是村内的主要道路，但还是连接
我们村和桥口村的通道。世代生活在王曲
村的人，对这座古桥有很深的情感。王曲
村已经被列为全县乡村振兴重点示范村，
我们将采取一些措施，加强对颍河故道和
老石桥的保护。”王曲村村支书张付军告诉
记者。

“王曲桥是迄今我市跨数 （孔数）最
多、桥洞净高最高、长度最长的古桥。桥
梁结构合理，是梁式桥的优秀代表作，充
分体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具有较高的科
学研究价值。”曾多次察看、测量王曲桥的
河南省土木建筑学会桥梁建筑文化研究中
心秘书长刘志杰表示。

百年风雨王曲桥

■本报记者 尹晓玉
6月12日至13日，新编大型历史豫剧

《义薄云天》全省巡演走进漯河，著名豫剧
表演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李树建率省豫
剧二团在市人民会堂登台演出，为漯河戏
迷奉上了一场视听盛宴。6月12日，记者

采访了李树建。
李树建踏入豫剧门槛的经历可谓坎

坷。自幼丧父的他于1962年出生在汝州市
寄料镇观音堂村，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
第五。10岁那年，村里来了文艺宣传队，
正在上小学的他被选到宣传队帮忙。“宣传
队经常在村里唱戏、演节目，我就是帮忙
拿衣服、抬板凳。”李树建说，从那时起，
对戏曲的热爱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之后，
他经常和小伙伴们在田间地头唱从收音机
里学来戏曲片段，平时听说附近哪个村有
剧团来唱戏了，他都会跑去看。

1975年，有剧团到观音堂村演出，李
树建去看戏时，无意中看到几名演员吃的
是白面馍，菜里还有粉条和肉，这让他羡
慕不已。他暗暗下定决心，要考上剧团，
走出大山，随后开始到全国各地报考剧
团。“所以，入梨园是因为热爱，也是想吃
饱饭。”李树建说。但因为当时多数剧团是
以演出为主，并不招录练习生，当时尚没
有过硬基本功的他连考了17个剧团都未被
录取。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9年，李树建考
入洛阳戏曲学校，正式入梨园。1984年毕
业后，他被分配到洛阳地区的豫剧团，成
为一名豫剧演员。1985年，李树建拜著名
京剧表演艺术家马长礼为师。在老师的建
议下，他开始边打工边到中国戏曲学院深
造。正是这几年的学习，为他以后的表
演、演唱、剧本改写乃至豫剧改革理念的
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1987年以后，李树
建陆续在三门峡市豫剧团、省豫剧一团任

团长。2001年，李树建任省豫剧二团党支
部书记、团长。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
席、河南省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戏剧家协
会主席、河南豫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
员、豫剧须生“李派”创始人……李树建
身份颇多，荣誉更多。他曾五次参加央视
春晚，荣获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两次
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四次荣获国家

“文华表演奖”。他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将整
台剧目搬上世界顶级舞台的戏曲表演艺术
家：2013年，他带领《程婴救孤》剧组登
上美国戏剧中心百老汇舞台；2016年，登
上全球电影中心好莱坞杜比大剧院。

从艺45年，李树建演出近万场，创作
出了《程婴救孤》《清风亭》《苏武牧羊》
《义薄云天》“忠孝节义”四部曲，让观众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豫剧和中国传统文化有
了更直观、更深刻的了解。在很多戏曲爱
好者心里，他已是豫剧的一张名片。

李树建尽全力推动豫剧的传承与发
展。《义薄云天》是他担纲主演“忠孝节
义”四部曲的完结篇。这部戏把关羽一生
的重大事件融为一体，塑造了一个义薄云
天、有情有义的关羽形象。作为老生演
员，李树建此次大胆挑战武生行当，是他
在戏曲舞台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为了演好
关公，我从耍大刀、跑圆场开始，练大刀
功、马鞭功，两个多月里每天至少排练九
小时。”李树建说。

6月 12日晚，市人民会堂内座无虚
席，千余名群众慕名而来，气氛热烈。“喜

欢李树建老师几十年了。今天我早早就来
了现场，能在家门口看到他的演出，真高
兴。”演出开始前，很多戏迷激动地说。

当晚7点30分，大幕开启，刘关张桃
园三结义的场景出现在舞台上。引人入胜
的表演、优美动听的唱腔、精美华丽的戏
服……《义薄云天》在掌声、喝彩声中上
演。“全剧最让人心潮澎湃的场面是赤壁之
战，真的是气势恢宏。”市民马先生说。

当晚，李树建穿着30多斤的戏服，演
出两个多小时。演出结束后的采访中，谈
及对漯河的印象，李树建说：“漯河这几年
变化很大，越来越漂亮，也出了很多全国
知名产品。除了双汇享誉国内外，我在全
国两会时还听大家提到了漯河的卫龙辣
条。这次演出我也品尝到了，真的非常好
吃。”

李树建认为，漯河的老百姓爱戏、懂
戏，演出过程中掌声不断，演员们都很感
动。近年来，漯河市委、市政府非常注重
挖掘传统文化，排练出沙河调文武大戏
《郾城大捷》等优秀作品。“漯河豫剧团的
发展也非常好，武生在全国都很有名。我
们在接到大型演出时，都会从漯河豫剧团
借演员。”李树建说。

如今的李树建已是豫剧的掌舵人，但
他最喜欢的依然是站在舞台上。“要做戏比
天大、德比地厚的戏曲人，让豫剧更好地
传承和发展。”李树建说。

打造“忠孝节义”四部曲
——访国家一级演员李树建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汉服是汉民族的传统服饰。《左传》有

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
美，谓之华。”汉服不仅体现了人们的审美
情趣，也将中国的礼仪、宗教、文化观念
积淀其中。

在刚刚过去的端午节，我市不少景区
都举办了汉服展演活动，充满民族特色的
美丽服装、趣味十足的民俗游戏等，吸引
了许多市民观看。据了解，近年来，我市
的汉服爱好者越来越多，他们走上街头，
推广汉服，展示传统文化之美。

6月14日，以“穿汉家衣裳 过汉家节
日”为主题的汉服展演活动在河上街举
行，几十名汉服爱好者聚集在一起，身穿

汉服，梳着传统发髻，或大气端庄，或俊
朗潇洒，展示古时祭祀仪式、制作沐兰
汤、跳古典舞蹈、为孩子们点朱砂，弘扬
传统文化、展示汉服魅力。

组织活动的是明中和熙和，他们是
夫妻，目前在河上街经营着一家汉服生
活馆。“明中、熙和是我们的字，这也是
效仿古人，很多汉服爱好者都会为自己
取字。”熙和说，上大学时，她在室友的
影响下喜欢上了汉服，后在学校成立了
汉服社，一直致力于汉服推广。明中中
学时就很喜欢汉服，常通过网络推广汉
服，2010年以后开始参与各种线下推广
活动。

明中和熙和每年都要召集其他汉服
爱好者举办四场以上汉服推广活动，他
们选择公共场所，以舞蹈、民俗游戏
等，展示汉服之美。熙和还常常义务举

办汉服文化知识讲座，希望能将汉服推
得更广。

明中和熙和认识的汉服爱好者中，以
学生居多，他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接受
能力比较强，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觉得汉服
好看，随着了解越来越深，就都成了汉服
推广者。程雨就是其中一位，她从小喜欢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高中时接触到汉
服，高考后买了第一件汉服。如今，程雨
经常会穿汉服逛街、旅行。“穿汉服的时
候，心里特别开心，有一种汉文化与我同
在的感觉。”程雨说。

在我市，像明中、熙和与程雨这样的
汉服爱好者还有很多，他们彼此称呼为

“同袍”，并建有微信群交流汉服及汉文化
知识，组织各种宣传汉服及传统文化的活
动。除了身着汉服，他们还学习传统礼
仪、茶艺、书法、舞蹈、香道等。

弘扬传统文化 展示汉服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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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访名家专访

■李华强
随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普遍使

用，“电磁辐射”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这
里的“辐射”指手机、电脑等向四周发射
电磁波。用词是要讲究理据的，欲了解为
什么用“辐射”表示这种意义，就需要通
过《说文解字》探寻“辐”的造字理据和
现实基础。

《说文解字·车部》：“辐，轮轑
（lǎo） 也。从车，畐 （fú） 声。”“辐”
是形声字，“车”作形旁，表示其意义与车
有关；“畐”作声旁，表示其读音。本义指
车轮中连接车毂和轮圈的直木棍，即辐
条。老子《道德经·第十一章》：“三十辐
共一毂。”意指三十根辐条汇集于车毂而成

车轮。古代的“辐”长什么样儿？《周
礼·冬官考工记·车人》：“辐长一柯有
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意思是辐长四
尺五寸、宽三寸、厚一寸。为什么辐条是
三十根？《周礼·冬官考工记·车人》：“轮
辐三十，以像日月也。”“三十”象征一个
朔望月，约为30天。“辐”字起源于人们

的生产生活，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天象的认
识和理解。自行车的辐条也多在三十根左
右，这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也符合力学
原理。

《说文解字·巾部》：“幅，布帛广
也。从巾，畐声。”“幅”是形声字，

“巾”作形旁，表示其意义与布帛有关；

“畐”作声旁，表示其读音。本义指布帛
的宽度，如幅面、单幅。古制一幅有多
宽？清代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 在其
下注：“凡布帛广二尺二寸，其边曰
幅。”幅引申指布帛、衣服的边，如不修
边幅；泛指书画或地面的宽度，如篇
幅、幅度、幅员等；又引申作计算图
画、布帛等平面物的单位量词，如一幅
画、三幅图。幅还引申指斜缠在小腿上
的布帛，也就是绑腿布，表示此义时读
作bī，如斜幅。

“辐射”指像车辐一样，由中心向各个
方向沿直线伸展，抽象指光线、无线电等
磁波以射线状向四周发射，不是指布帛的
宽度，所以“辐射”应用“辐”。

“辐射”还是“幅射”

漯河地理漯河地理

沈柔坚早年学习中国
画，后学西画，再习版画。

这 幅 名 为
《夏日》的版
画，是沈柔
坚在 1998 年
应英国版画
基金会之邀
而创作的最
后 一 幅 版
画，具有纪
念意义。

据 《解
放日报》

1880 年 ，
莫奈在吉维尼
造了一座小花
园，住在里面
作画。他把水
与空气和某种
具有意境的情
调结合起来，
绘 就 了 《睡
莲》 组画。美
丽的睡莲一片

片向湖面远处扩展开来，画家利用了树的倒影，衬托出花朵的
层次，是十分有创造性的构思。莫奈把整个身心都投在这个池
塘和睡莲上，睡莲成了他晚年描绘的主题。此后27年里，他
几乎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主题。 （图为组画的其中一幅）

中外名画中的夏日风情
莫奈《睡莲》

凡·高《麦田和柏树》

这幅作品
同凡·高在圣
雷米时期的许
多 风 景 画 一
样，完全没有
直线的笔触。
所有的物体都
卷曲着、泉涌
着。柏树像一
团 黑 色 的 火
焰，不停地向
天空喷吐着。

虽然一切都在起伏摇动，整个画面看起来却有一种古典式的
明朗与均衡。暖色与冷色的微妙对比，轻重与形状的比例，
不但形成结实的构图，而且统一着整个画面。

乔治·修拉《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

这一名作
描写了人们在
塞纳河阿尼埃
的大碗岛上休
息 度 假 的 情
景：阳光下的
河滨树林中，
人们在休憩、
散步、垂钓，
河面上隐约可
见 有 人 在 划

船，午后的阳光拉下人们长长的身影。修拉采用了点彩画
法，画面宁静而和谐。

威廉·切斯《一个城市公园》

20 世 纪
美 国 画 家 威
廉·切斯的这
幅作品展现了
一个典型的纽
约 市 内 的 夏
天 。 在 切 斯
的 画 中 ， 绿
地 与 光 秃 秃
的路面形成了
对比，凸显了
夏日的阳光与
活力。

大卫·霍克尼《大水花》

画面描绘
的是加州正午
碧蓝的天空，
笔直的屋顶，
笔 直 的 游 泳
池、跳板和椰
树。阳光与阳
光 下 的 建 筑
物，让人感觉
到窒息式的平
静，但那个大
水花让这一切

有了对比，仿佛有东西暗藏着还没说。和画面其他部分的画法
不同，水花用的是更细小的画笔，霍克尼花了两个星期来描绘
这个水花。他说，我喜欢这样的情形，用两星期的时间去画两
秒钟的事情。

清末画家任伯年的《荷塘
鸳鸯图》 描绘了一个初夏的
场景：在四片硕大的荷叶
上，托着一对精致饱满的荷
花，水生的花朵在浑浊的水
里展现出它自然的美丽。在
荷花的上方，被风吹动的芦
苇遮掩着一双鸳鸯，代表着
幸福与忠诚。

任伯年《荷塘鸳鸯图》

沈柔坚《夏日》

李树建。 图片由李树建提供

王曲桥

汉服展演活动现场。 熙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