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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贲双手剑扎根沙澧河畔
之“关注漯河非遗”系列报道 五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剑，素有“百兵之君”的美称。在

古代文人诗句中，剑往往被用来比喻刚
正不阿的君子品格。虎贲双手剑是古传
剑法之一，是一套经典、实用的传统剑
法。今年，虎贲双手剑被列入我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其现任传承人冯伟已
经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近日，记者采
访了冯伟，为广大读者揭秘虎贲双手剑
的传承故事。

古剑术源自军阵武艺

7月 23日，在位于市区人民路的一
家武馆，冯伟练起虎贲双手剑。该剑术
轻灵多变、似进犹退，既潇洒飘逸，又
威猛刚毅，看起来力贯剑锋、气透剑
端。

“清光绪年间，我家先祖偶然与虎贲
双手剑结缘，从此这套剑术便在我们家族
中代代相传。”提及虎贲双手剑的前世今
生，冯伟侃侃而谈。虎贲双手剑是流传于
沙河流域的一种实战型技击剑术，因需要
两手持剑、第一式是“虎贲捧日”而得
名，俗称“双刺把”，历史上主要在西华
县流传。近年来，传承群体及传承场所转
移到了漯河市。

据传，虎贲双手剑最早是军队习练
的一种军阵武艺，它之所以能在中原大
地传续，跟隋唐时期的著名将领谢映登
有关。谢映登祖籍在陈郡阳夏（今河南
省周口市太康县），号神射将军，瓦岗
五虎将之一，在军阵武艺和医技方面
都有很高的造诣，擅长虎贲双手剑。
唐朝建立后，他出家修道，游历天
下，治病救人，传授军阵武艺，深得
民众爱戴。

清光绪年间，鄢陵孙氏出家于道
门，习得谢映登家族的军阵武艺及道家
医术。后来孙氏成为游医，当他摇铃行
医至今西华县时，结识了当地大户冯东
河，并客居其家。在为当地百姓送医送
药的同时，孙氏以杖代剑，传授冯东河
之子冯儿明虎贲双手剑、枪术、戳目
拳、绳锤等武术。

近代以来，因军阵武艺失去了实用价
值，其他项目已失传，只有虎贲双手剑在
冯家代代传承。

招式多变 剑法空灵

冯伟出身于周口市西华县冯家。他自
幼与族中兄弟一起随父辈习武，十几岁就
开始练习虎贲双手剑，几十年来从未中
断，把传承虎贲双手剑当作一生的使命。

“原来练剑时没有现在这种硅胶、泡沫制
成的假剑，我们都是用真剑或者木剑练
习，打一下非常疼，也很容易受伤。我们
家到我这一代，族中的兄弟都不太愿意学
剑术。”冯伟说，只有他对虎贲双手剑情
有独钟，一直在坚持学习。

2004年，冯伟来到漯河开武馆，致
力于古典武术的传播，使虎贲双手剑在沙
澧河畔得以传承。

7月23日上午，记者见到冯伟时，他
正在武馆教授孩子们剑术。“这招叫虎贲
捧日，这招是迎风扯旗，这叫潜身直
刺……”冯伟一边舞剑一边介绍着。这些招
式有的采用民间传统剑式，有的根据姿势形
象定名，有的来自神话传说，有的出自历史
故事。在他的演练中不难看出，虎贲双手剑
术结构严谨，击法连贯，变化多；剑法空灵
如行云流水，意、气、身、剑、步连绵起
伏。

介绍起虎贲双手剑，冯伟如数家珍：
“双手剑形制是长度在1.2米至1.6米的长
柄长剑，厚脊薄刃，前段开刃一尺七寸，
是适用于冷兵器时代战场厮杀的几种兵器
之一，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虎贲双手剑
术目前流传下来共有26式88剑。此剑术
双手持把，阳进阴击，攻防疾捷，勇猛刚
健，直通直往，一击多打，动作简练，兼
具刀、剑、鞭、简、棒等中短兵器共用之
法，实用性强，动作简练，在保障安全的
前提下趣味性强，短期练习就可收到明
显效果。”

把虎贲双手剑传承下去

在冯伟看来，中国剑术源远流长，虎
贲双手剑仅在他们家族就已经有上百年的
传承历史。但目前，提及剑术，不少人首
先想到的可能是日本剑道、欧美击剑。随
着时代的发展，知道虎贲双手剑术的人越
来越少，练习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让他
深感遗憾。

“我从小学习虎贲双手
剑，对这套剑术有着深厚
的情感，不愿看到它有一
天消失。”冯伟说，为了更
好地传承发展虎贲双手
剑，他通过不懈努力，结
合现代竞技体育规则，对
剑术进行了改进，在注重
安全性的同时不丢失其实
战性，并形成了一套适合
剑术传承、学习的有效方
法。

“当初来漯河开武馆的
初衷，不仅想致力于传统
武术的研究与传播，也是
想借助武馆，做好虎贲双
手剑的传承。”冯伟说。他
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
的。在武馆里，学习搏
击、跆拳道等项目的孩子
较多，很少有孩子学习传
统剑术。对前来武馆上搏
击课的孩子，冯伟总是免
费教授他们虎贲双手剑，
每周义务为喜欢该剑术的
孩子上两节课。如今在他
的武馆，有100多名孩子
会虎贲双手剑的套路表
演，20多名长期学习的孩
子能持剑对战。

多年来，冯伟先后在
沙澧河风景区开展免费教学，还开展了

“武术进校园”活动。“有一段时间我在老
虎滩附近免费教虎贲双手剑，一开始也有
不少人跟着学，后来人员不稳定，教学很
难开展，就放弃了。”冯伟告诉记者，
2019年以来，他开始在市区部分小学义
务开展虎贲双手剑教学。

谈及传承人，冯伟表示，选徒不易。
每一个来武馆参观、学习的孩子，他都忍

不住细细打量，让他们拿着剑比画几下，
以便寻找练剑的好苗子。如今，他已经收
了张钰涵、闫俊、宋绅拧等几个孩子为徒
弟，还收了十几个少年传承人。

“今年，虎贲双手剑成为市级非遗项
目，让我倍感荣光。”冯伟说，未来，他
将继续搜集、挖掘、整理与虎贲双手剑
有关的资料，并将虎贲双手剑在青少年
中传承下去。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漯河市区有一条百年老街——短工市

街。7月21日，记者来到短工市街，探寻
它的前世今生。

这条街东西走向，西端与牛行街交
会，东端与三角坑（巷）相接。记者注意
到，短工市街长约350米，西段是一排两
三层的小楼，但由于道路较窄，勉强能容
纳一辆汽车通行；当走至街道东段时，道
路由窄变宽，能容纳两辆汽车通行。街边
住户的门牌号上印着“短工市街”的字样。

短工市街形成于清末

记者在市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了解
到，该条街形成于清末，长350米，宽4
米至7米。西段原名柴火市，中段原名双
坑沿，东段是农忙雇用短工的场所，名短
工市。在1964年前后，统称短工市街。

说到短工市街，就不得不提源汇寨。
源汇寨历来为工商业兴盛之地。明朝之
后，由于社会安定，大量移民迁入，螺湾
河渡口成为南北农副业土特产品的集散
地，仅源汇寨内就云集数百家商号：既有
本地的棉花布行、粮油行、牛马行，还有
染坊、冶炼坊、酒作坊；外地来经商的有
京货铺、广货庄、百货行、盐行以及为工
商业服务的金店、银号、钱庄；有关民生

的行业有茶馆、酒楼、饭庄等。清末，平
汉铁路通车，因寨内往火车站的人流逐渐
增多，源汇寨开设了7个寨门，临寨有3
个航运码头。由于交通便利，商贸繁荣，
源汇寨人口发展到5万人，是源汇寨历史
上人口最多的一个时期。寨内既是工商业
兴盛之地，也是四方杂居之所。随着工商
业的发展，物资交流呈现繁荣景象，而短
工市街就是随着源汇寨的繁荣应运而生
的。

据《寨内村志》记载：短工市街是漯
河最早雇用短工的一个劳务市场，故名短
工市街。新中国成立前，漯河附近的穷苦
农民和无业的闲散劳力，多集中在这里应
招短工，雇主从中挑选短工，待遇面议，
谈妥后短工随雇主而去。夏、秋季农忙时
节打短工的较多，少则几十人，多则百余
人，他们自带锄头、镰刀等工具。

1964年，柴火市街、双坑沿街并入
该街后统称短工市街。柴火市街顾名思义
就是人们在这里买卖柴火的地方；双坑沿
街，据当地居民说是这条街旁有两个坑，
所以称之为双坑沿街，后来坑被填平。据
我市民俗专家刘西淼介绍，短工市街是漯
河最早的劳务市场，应招短工有干重体力
活儿的，有农忙时节打短工的，还有一些
能工巧匠，比如木匠、泥匠等手艺人，他
们大清早就会来到短工市街等待雇主，如

果没有遇到合适的雇主，就会带着工具各
自离去。

田公馆和培德小学

在短工市街还住过一位抗日将领。据
《寨内村志》记载：田镇南（1889~1974
年），字桂峰，汉族，祖籍河南省项城
县，清光绪年间到漯河定居（住寨内短工
市街），建有田府大院，称为“田公馆”。
其父田作霖，学识渊博，名满乡里。
1938年，田镇南率三十军参加台儿庄会
战，固守台儿庄，与日军板垣师团和矶
谷师团交战。他亲临前沿阵地督战，血
战数十日，重创板垣师团和矶谷师团。
1939年，田镇南任第二集团军副总司令
兼豫南挺进军总指挥。刊登在《河南文
史资料》第32辑田向前所写《在豫南挺
进军的一段经历》一文中，有对田公馆
的详细记载。

说到田公馆就不得不提培德小学。
《漯河文史资料》1987年第一辑有田云青
撰写的《漯河私立培德小学简史》，详细
地介绍了培德小学的来龙去脉。1916
年，南阳镇守使田作霖的夫人杨静如到漯
河定居时，看到本地风气未开，女子教育
尚未萌芽，寨里除几处私塾外，仅有福音
堂教会办的一所小学，而且只招收男生，
使有愿送女儿上学者无学校可就读。杨
静如在短工市街创建了培德女校，即现
木器厂厂址处。学校创办时，筚路蓝
缕，因陋就简，第一期招收学生 50余
人。开创时学生多为士绅及富商女儿，
次年普通市民也陆续送女儿入学。学校
不收学费，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还免费供
给书籍文具，但仍只收女生。直至1927
年，革命浪潮冲击漯河，培德小学首先
打破男女界限，开始招收男生，成为一
所新型完全学校。

培德是私立学校，官方无补贴，校
舍、教具、教职工工资和少数贫困学生的
补助，皆赖杨夫人的房租收入支付。1930
年至1932年因受内战影响，房租收入减
少，学校曾一度缩小规模。1933年时局安

定后，学校逐渐发展到全盛时期，学生
有200余人，教职员工十多人。1938年
日本侵略军进犯河南时，学校被迫停
办。

杨静如夫人祖籍保定，生于诗书之
家，毕业于保定府立女子师范学堂，热心
社会福利事业，聘请的女教师均有志于发
展女子教育。他们远离京津，跋涉千里来
漯任教却不以为苦。其中有天津女师毕
业、曾参加辛亥革命、能骑善射的陆世留
女士（江苏人）任校长，北京女师、保定
女师毕业的陈树藩 （四川人）、杨爱松
（北京人）、康洁清、贾婉贞（保定人）及
清末秀才康铭勋（本市人）任教师。杨夫
人的大女儿田文媛任第二任校长，两个儿
子田旭东（田镇瀛）、田维五（田镇洲）
留学欧美，次女田文琪毕业于复旦大学，
均曾在校授课。教师们学识渊博，关心学
生成长，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

曾是热闹的集贸市场

在短工市街附近居住多年的我市曲艺
家宋清文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后短工市街
的劳务市场消失，后来成为很热闹的集贸
市场，路两边摆满货摊，主要以卖菜为
主，也有卖鱼虾的，吸引附近的居民前来
购买，甚至河北岸小李庄的村民都会乘渡
船到短工市街买菜。

如今的短工市街分别由两个社居委
管辖，以民生街为界，牛行街至民生街
这一段，大概200米，有70多户居民，
归顺河街道泰中社居委管辖；民生街至
三角坑 （巷）这一段，大概150米，有
40多户居民，归顺河街道东大街社居委
管辖。

短短300多米的街道，静静地诉说着
百年历史风云，不管是田公馆还是培德小
学，都是短工市街曾经繁荣兴盛的过往，
给这条老街巷增添了厚重的人文气息。如
今短工市街上居住的老街坊较多，他们从
小生活在这里，邻里都是熟悉的面孔，这
条看似不起眼的街道，承载着城市变迁的
记忆，留住了鲜活的市井生活味道。

百年沧桑短工市街

■张盼盼
近日观看了由知名编剧张景

秀老师创作、南阳曲剧艺术中心
创作编排的现代戏《守望》。相较
于以往曲剧优秀现代戏，该剧人
物时代感、典型性强，具有独特
的魅力。

剧中主人公张玉根的原型是
有“时代楷模”称号的南阳市镇
平县高丘镇黑虎庙小学教师张玉
滚。他自师范院校毕业后，扎根
深山18年。他任教的小学交通不
便，学生每学期的课本都由他用
一根扁担挑进大山。他用自己的
全心付出照亮了山区孩子的求学
之路；他用高尚的品格诠释了师
德的内涵，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
师的光辉形象。

观众对张玉滚这个人物的故
事较为熟悉。初闻这部戏，会不
自觉地给它贴上“宣传戏”“应景
戏”的标签。当我看完剧本后，
就推翻了原有认知，发现该剧不
仅思想性强，艺术性也佳。在戏
的情感迸发处，我的泪水夺眶而
出，深深地被剧中的张玉根所感
动，脑海中不断闪现出那句震撼
人心的台词：“用泥巴砖头垒个灶
台，顶多能用个十年八载，可咱
们教会学生的每一个字，他们能
受用一辈子啊！”

受真人真事的限制，《守望》
这部戏创作难度大，从结构到情
节设置、细节安排、人物塑造、
语言设计都要有事实依据，这很
考验编剧的功力。

面对主人公没有大起大落的
戏剧性事件的现实情况，张景秀
凭借对时代精神的认识、戏剧结
构的掌握和个人的情感体验，另
辟蹊径。他从微观处着手，写人
情、人性，以小见大，以张玉滚
的真实事迹为框架，遵循“大事
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突出

“真”，注重“情”。
陶行知先生讲过：“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剧作家张景秀塑造的以张
玉根为代表的教师们就是这样的

“真”人。剧中的张玉根老师为人
真诚善良，他的“真”在剧中主
要体现在有真情实感，对教育事
业、对家人、对学生都有大爱和
深情。剧中伊始，张玉根毕业后
与同学商定南下打工，走出大山
去挣钱，回报爹娘养育之恩，这
是每个乡村出来的读书人都会有
的真切的愿望。在第四场巧计劝

妻进校做帮手和第五场父母爱
子送摩托两折中，表现了张玉
根在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追寻
自己的信仰，为学生无私奉献的
过程中，妻子王会贞和亲人们所
承受的物质压力以及默默地付
出，体现着浓厚的夫妻情、父子
情、兄弟情。第三场通过路老师
的动摇，由老校长之口引出战斗
英雄老转业。老转业因不识字将

“槽头兴旺”贴到锅台上惹下笑
话后，发誓不让下一辈再当睁眼
瞎，而去义务帮学校挑书、挑伙
食。老转业临终之语感动了张玉
根，使其坚定了扎根深山从教的
信念，并且让女儿也回到黑虎庙
小学任教。这些人物看似平凡，
却个个真诚。第二场中，看到学
校因为缺老师而不得不让学生失
学，学生一声声“哥哥”求他留
下之时，他内心被触动，在南下
挣钱与留校代课中选择接过扁
担，承担责任，让娃儿们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改变命运走出大
山！在主人公张玉根身上有矛盾
冲突，有去挣钱改变家庭命运
与甘守清贫照亮学生前程的对
立，有物质生活匮乏与精神信
仰 的 博 弈 ， 这 些 矛 盾 一 一 解
决，张玉根的形象逐渐充实。
以张玉根为代表的乡村教师就
像一轮明月，无私地发出自己
的光，照亮山村孩子走出大山
的路。

曲剧作为河南地方戏的主要
剧种之一，因其声腔婉转，唱词
清新，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而广
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本剧的唱
词注重剧种特色，很接地气，具
有民俗化、生活化、口语化特
点。纵观全剧语言，对话处理
自然、明快，方言和俚语、歇
后语、顺口溜的使用做到了个
性化和地域色彩的融合。

剧本的主题曲写道：“山路
崎岖十八弯，一根扁担不离肩。
为圆孩子求学梦，默默守望十八
年。俯首前行终不悔，爱心浇灌
花满园！”我想 《守望》 这部作
品不仅仅是在给张玉滚老师立
传，更是在为所有的乡村教育工
作者们立传，写他们所面临的
境遇，写他们挣扎中的坚守，
写他们清贫中的守望，写他们
无私奉献中迸发出的力量。一
位教师一盏灯，为山村孩子点
燃希望，开启求知之路，照亮
美好前程！

对乡村教育的深情守望
——曲剧现代戏《守望》观后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近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开展了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河
南省民间艺术大赛”活动，我市5
部作品榜上有名，其中手工花灯
《望舒御月走马灯》、剪纸 《富
强》、面塑《武财神赵公明》荣获
二等奖；泥塑《驼铃》、绳编《花
旦》荣获三等奖。

本次获奖作品中，剪纸作品

《富强》生动反映了建党百年来祖
国科技的飞速发展，泥塑作品
《驼铃》塑造了中国军人在漫漫戈
壁荒漠巡逻的感人场景。手工花
灯《望舒御月走马灯》、面塑《武
财神赵公明》、绳编《花旦》，这
些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都展示
了沙澧儿女对自然、生活、人文
和社会独特的理解，表达了对国
泰民安的殷殷期盼。

我市5部作品全省比赛获奖

如今的短工市街。

“冬寒夏暑，共春花秋月，年
年无别。”知了声声聒噪，叫来了
四季中轮番登场的“夏暑”。战三
夏、斗三伏，大暑紧随小暑，天
气越来越热。

“暑，热也。”这个属于夏季
的“暑”，字形结构到底表达了怎
样的酷热气象呢？从日，骄阳似
火，悬空照射，已经灼热不堪；
下面的“者”，却有些莫名，与热
度又有什么关联？

细 究 字 源 ， 恰 恰 是 这 个
“者”，为炎夏添上了一把火，完
整表达了“暑”所包含的“赤日炎
炎似火烧”的含义。“者”的原形
字，上面为火星飞溅的柴火，下面
是火的象形，勾画了古代部落点燃
篝火煮食烧烤、聚众交往的生活场
景。现今三五知己或朋友相约野炊
烧烤，是不是这样的社交方式的遗
存呢？有的字形为了突出生火煮
食、围坐交谈的特征，索性用口字
代替了下面的“火”；还有的则添
加“白”或“曰”，所要强调的字
义也不外乎生火煮食、边吃边聊、
聚会交谈。

显然，“者”的本义之一正是
“煮”；“煮”下面的“火”，是对

“者”所具有的点火烧饭烧菜特性
的确认。

基于“者”的这一特性和含
义，再来看“暑”，上面烈日当
空，下面大火熊熊、烧烤蒸煮，
可谓火上浇油，热上加热。这样
的炎热程度，真不是常人所能承
受的。“夏日则暑伤”，古人为什
么用“暑”来指称夏天极端炎热
的天气，就一点不奇怪了。

至于由“者”而衍生的字，
也多与其本义所包含的聚集、聚
会、聚餐特性相关，比如：诸，
聚众交谈交流；睹，眼睛盯着烧
煮的食物；奢，动辄大吃大喝；
渚，水中小岛，如同食物在锅中
被水包围；猪，不见自身“豕”
的原形，仍可会意为家常被用来
蒸煮食用的动物。这样的“基
因谱系”，没有细致的生活观
察，不动点机智乃至狡猾的小
心思、小心计，是不会创造出
来的。

溽暑如蒸似煮，让人难以将
息，但心静自然凉，难觅“鸟语
竹阴密，雨声荷叶香”之境，又
何妨“雪藕冰桃情自适”？

据《新民晚报》

趣解汉字“暑”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冯伟在演练虎贲双手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