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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老手艺 展现新生活
之“关注漯河非遗”系列报道 六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调好颜色的面团被一双灵巧的手

捏、揉、搓，再被小刻刀灵巧地点、
切、刻。不一会儿，一只栩栩如生的小
黄鸭就诞生了。作为刘氏面塑的第四代
传承人，刘书杰在继承家传手艺的基础
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面塑制作水平及
艺术修养，使面塑艺术走向大众。刘
氏面塑在今年被列入我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今年55岁的刘书杰在市区一家私企
工作。几十年来，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
用在了面塑的创作和传承上。7 月 30
日，记者走进刘书杰的创作室，听他讲
述刘氏面塑的传承故事。

面塑技艺 百年传承

面塑是在民间做面花食品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是指以面粉、糯米粉、甘
油或澄面等为原料制成熟面团后，用手
和专用塑形工具塑成花、鸟、鱼、虫、
景物、器物、人物、动物等各种形象的
手工技艺，俗称面花、礼馍、花糕、面
人。

提及面塑技艺的起源，刘书杰侃侃
而谈。据记载，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
代就已有文字记载，经过几千年的传
承，已成为中国文化和民间艺术的一部
分。南宋《东京梦华录》记载：“以油面
糖蜜造如笑靥儿。”那时的面人都是能吃
的，谓之“果食”。

关于面塑还有一个传说。相传诸葛
亮在征伐南蛮渡泸江的时候忽遇狂风，
为了顺利渡江，诸葛亮用面料制成牲礼
祭拜江神，狂风大雨停了，军队安然渡
江并平定南蛮。因此，面塑艺人多奉诸
葛亮为祖师爷。

漯河曾是水旱码头、商埠重镇，京
汉铁路通车后，更成为区域性物资集散
中心，也成为众多民间手工艺人聚集谋
生之地。这里贾商云集，人流量大，集
市庙会众多，为民间手工艺人提供了生
存空间，刘氏面塑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

漯河生根的。
清光绪年间，刘书杰的曾祖父通过

师传和自学，成为一名走街串巷的面
塑艺人。“后来我祖父继承了捏面人手
艺。民国初年，祖父带领全家从周口
来到漯河。通过与同行的交流切磋，
祖父的面塑技艺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
格。”刘书杰说，后来父亲继承了家传
的面塑手艺，长期以面塑谋生。

受祖父、父亲的熏陶，刘书杰自幼喜
爱面塑，经常在父亲制作面塑时趴在旁边
看，七八岁时刘书杰就能捏出一些简单的
面塑。“我正式开始学习家传的面塑手艺
是20多岁、有了孩子之后。”刘书杰说，
最初学习面塑制作，除了不想让家传手艺
失传外，还是为了逗孩子玩。

面团在指尖生花

7月 30日，在刘书杰位于河上街景
区的创作室里，记者看到了他制作的各
种造型独特的面塑作品。刘书杰还为记
者演示了面塑的制作过程。他根据家传
的面塑配方制好面团并加入不同的颜
料，再用手以及小塑刀、小梳子、小竹
签捏、搓、揉、压，用彩色面团塑造出
人物的眉眼、头、身、手、足，以及衣
裳、发饰等，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的
形象便塑好了。

作为家族技艺的传承者，刘书杰对
面塑的热爱越来越浓烈，立志要把这项
传统艺术发扬光大。他深知只有不断创
新，传统技艺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和喜
爱。多年来，刘书杰不断钻研，对面粉
选择、和面、醒面、捏造型、上笼蒸、
上色等每一道工序都仔细研究、反复揣
摩。为了让面塑作品更有灵性，他在生活
中处处留心、仔细观察，创作的作品栩栩
如生、活灵活现。秉承着“传承不守旧、
创新不忘本”的态度，逐渐形成了自己
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了 《许慎》
《八仙过海》《丰收的喜悦》《沙澧人
家》等紧贴新时代又能反映沙澧地域特
色的优秀面塑作品，以老手艺展现新生

活。

让传统手艺“活”起来

为了更好地传承面塑手艺，刘书杰
致力于引导、培养后辈制作面塑的兴
趣。他的女儿是一名美术教师，也是
刘氏面塑的第五代传承人。“闺女还不
会走路的时候就看我做面塑，非常喜
爱这项老手艺。后来她学美术专业，
也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家传手艺。”刘书
杰说。

近年来，刘书杰经常参加宣传和推
广面塑艺术的活动，通过作品展示、现

场制作，使青年人了解面塑艺术，体验
传统文化的魅力。

2003年以来，刘书杰带着制作工具
和面塑作品参加了上百场传统庙会和景
区活动，足迹遍及西平、平顶山、许
昌、长葛、周口等地，宣传面塑文化，
并现场表演制作。每逢春节、元宵节、
国庆节、“五一”节、端午节等重大节
日，他还在河上街景区设立推广点，免
费教授面塑的制作方法。

“作为一名民间艺人，因为面塑技
艺，我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爱和支持。
未来，我将为传承这项老手艺而不遗余
力。”刘书杰说。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暴雨袭击，牵动

着全国人民的心。人们常用“洪水猛兽”

来形容祸害之大，可见自古水患便是严重
的自然灾害之一。

漯河地处沙澧河交汇处，水系发达。

先民择水而居，创造了璀璨的文明，却无
法避免洪水侵害。也许很多年轻人不知
道，在沙澧河风景区有一处名为“母猪
圈”的地方，位于市区金山路沙河桥东，
在历史上曾因地形特殊而洪灾频发，素有

“开了‘母猪圈’，水淹颍州十八县”之
说。

沙河进入漯河境内后，至“母猪圈”
处急转北上，形成了一个接近九十度的大
转弯，给防洪留下隐患。清代官员赵遵律
曾说：“ 沙河自古为郾患。”据史料记
载，万历二十九年至四十年，“母猪圈”
曾八次发生洪灾；崇祯十一年、十七年，

“母猪圈”两次决堤；顺治十三年，阜
阳、项城、上蔡、汝南、新蔡民夫500人
历时三个月，才修复“母猪圈”河堤。至
20世纪70年代，“母猪圈”河堤屡决屡
修。召陵区翟庄街道冯庄村82岁的村民
沈美莲告诉记者，1975 年河南发生水
灾，“母猪圈”也决堤了，房屋、农田都
被淹没，百姓流离失所。重修堤坝后，沙
河才归于平静。

让人们难以从记忆中抹去的，除了天
灾，还有日军在此处制造的屠杀。《漯河
革命史》记述：“1944年5月，日军攻打
漯河期间，将国民党抓丁拉夫拼凑起来的

一个临时团队约400人，全部枪杀于‘母
猪圈’和干河坡里。”翟庄街道翟庄村的
一些老人告诉记者，河堤外围曾有战时
挖的壕沟，新中国成立后壕沟被逐渐填
平。

关于“母猪圈”这个名字的由来，附
近村庄流传着一些传说。据说有一户人家
养的母猪生了一窝又一窝小猪，母猪喜欢
带着小猪拱河堤。为防止河堤被破坏，人
们就把母猪和小猪圈起来……传说虽不可
信，却流淌着民间的生活气息。

为根治水患，结合沙澧河开发建设工
程，我市不断加固这一险工段。如今，

“母猪圈”已成为沙澧河风景区的一部
分，以崭新面貌呈现在人们眼前。记者看
到，宽阔的河面在此转弯，犹如大自然写
下遒劲一笔。“母猪圈”旁有座利用建筑
垃圾建造的凤凰山，山上、山下各有一
棵松树，造型如双凤齐飞，因此得名。
山上植被茂密，有红枫、银杏等树木，
每到秋季美不胜收，成为市民赏景的好
去处。

站在凤凰山上眺望河面，遥想这里波
涛汹涌的画面，别有一番感触。河堤上还
留有“母猪圈险工”几个大字，提醒我们
居安思危，不忘过去。

“母猪圈”：昔日洪水泛滥 今朝风景如画

在东京奥运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摘
金夺银、屡创佳绩。那么，夺得第一名的
选手为何称为“冠军”？“冠军”一词的来
历是什么？

“冠”字缘何被引申为“第一”

“冠”字最早见于小篆，是一个会意
字，由“冖”、“元”、“寸”三部分构成。

“冖”表示“覆盖”，其本义是一块盖在头
上的布帛，也就是帽子最初的形态；

“元”代表一个站立着的人，其本义是人
的“头”；“寸”的甲骨文像手之形，常代
指人的手。三部分合起来的意思是：用手
将布帛制品戴到头上。这种布帛制品古代
称为“冠”，名词，读一声，念guān。

“ 冠 ” 字 还 有 一 个 读 音 是 四 声 ， 念
guàn，动词，指“戴帽子”。

帽子不仅有遮阳、挡风、御寒等功
能，在中国古代还是身份的象征；有资格
戴冠的人皆为尊贵者，而且分为不同等
级。古代规格最高的冠叫冕冠，始于周
代，也称“旒冠”等，是帝王以及王公、
卿大夫在参加祭祀大典等活动时所戴的礼
冠。许慎在 《说文解字》 中的解释是∶

“冕，大夫以上冠也。”古代最富丽堂皇的

冠当数凤冠，因冠上饰有凤凰图案，故
名。汉制规定：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
入庙行礼时要戴凤冠。明代时，凤冠是皇后
受册封、谒庙、朝会时所戴的礼冠。此外，
由于地位尊卑不同，古人所戴之冠也各不
相同。文官和儒士所戴的冠叫“进贤冠”，
武官所戴的冠叫“武弁”，亦称“武弁大
冠”、“繁冠”。而古代法官所戴的则是“獬
豸冠”，传说獬豸是一种能辨别是非曲直的
神羊，能识忠奸、判断罪与非罪，所以法
官以獬豸为冠，取其公正明断之意。

那么，“冠”是怎样被引申出“第
一”的意思呢？“冠”字读四声guàn时
除了有戴帽子的含义外，还包含“领头”
的意思。这是因为冠是戴在人头顶上的饰
物，处于人的头顶之上，亦即人体的最高
部位，所以被引申为“位居第一”之意。
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位冠群臣，声
施后世。”《汉书·魏相丙吉传赞》：“近观
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
丙魏有声。”

“冠军”最早的含义是
“列于诸军之首”

“冠军”一词最早见于《史记·黥布

列传》：“项梁涉淮而西，击景驹、秦嘉
等，布常冠军。”黥布在项羽领导的起义
大军中是个屡建奇功的战将，勇冠三军，

“常为军锋”。这段记载说的是：黥布听说
项梁平定会稽，西渡淮河，于是率部归附
项梁。项梁西攻景驹、秦嘉等人，黥布骁
勇为众军之最。可见，“布常冠军”说的
正是黥布勇冠三军。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荣获“冠军”称号
的人，则是秦末汉初的大将军宋义。宋义
原为楚国令尹，秦末大起义，六国复辟，
宋义投到反秦义军首领之一的项梁麾
下。公元前208年9月，项梁领兵击败秦
将章邯的军队领兵西进，但由于轻敌又
被章邯击溃，项梁战败而死，楚怀王与
宋义等众多将领共聚彭城。这时，章邯
率秦军围攻赵国，赵国派人向楚怀王求
救。楚怀王欣赏宋义“勇冠三军”之才，
命宋义为上将，项羽为次将，领兵去援救
赵国，各路部队的将领也都归宋义统领。
因宋义是“诸军之上”的上将军，故为

“冠军”。

“冠军”曾是爵位名称和官衔

霍去病“功冠全军”被汉武帝封为

“冠军侯”。
霍去病是汉代名将卫青的外甥，勇

猛果断，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为解决
匈奴边患、开拓我国西北疆域做出了突
出贡献。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战
功赫赫，“为诸军之冠”，元朔六年（公
元前123年）四月壬申，“以二千五百户
封去病为冠军侯”，并特置冠军县作为封
邑。

魏晋南北朝时期，“冠军”成了武将
的一种官衔，称“冠军将军”。三国时期
的曹魏正始年间（公元240年~公元249
年），以文钦为冠军将军，秩第三品。文
钦也是第一个成为“冠军将军”的武官。
到了南朝时，宋、齐都设有“冠军将军”
一职，隶属于长史、司马、参军和录事参
军等；南朝梁、陈和北朝亦置“冠军将
军”。隋朝时，“冠军将军”为散官号，秩
从六品下。到了唐代，“冠军将军”一职
又加了个“大”字，在唐朝武官官衔中，

“冠军大将军”是正三品武官。到了清
代，“銮仪卫冠军使”更是官居二品。所
谓“銮仪卫”，其实就是掌管皇帝车驾仪
仗的机构，于顺治二年（1645年）设置。

据《北京晚报》

“冠军”一词的由来

刘书杰和他的面塑作品。

“母猪圈”如今风景如画。

我国地域辽阔，虽然已经立
秋，但一些地方仍然处于酷暑之
中，民间有“秋老虎”之说，这
在谚语中可见一斑，如“立秋不
立秋，还有一个月的好热头”“立
秋反比大暑热，中午前后似烤
火”“秋后一伏热死人”。当然，
立秋后虽还有“秋老虎”余威，
但总趋势是天气逐渐变凉，尤其
是早晚与中午温差明显，有谚
云：“立了秋，扇莫丢，中午头上
还用着”“立秋早晚凉，中午汗湿
裳”。难怪，时到立秋，不少地方
人们往往还是手不离扇。不过，立
秋之后白天尤其是午间温度高，对
一些果树倒是很有好处，如谚云：

“立秋温度高，果梨灌浆饱”“立秋
温度高，果子着色好”。

立秋前后，我国大部分地区
气温仍然较高，此时恰值不少农
作物的生长旺盛期，中稻开花结

实、大豆结荚、玉米抽雄吐丝、
甘薯肉质块根膨大等，此时，它
们对雨水要求都很迫切，雨水的
多少直接影响这些农作物的收
成，正如谚语所云：“立了秋，哪
里有雨哪里收”“立秋下雨样样
收”“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

“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立
秋有雨丘丘收，立秋无雨人人
忧”“立秋雨丰，黍子返青”……
这些谚语通俗易懂，道出了立秋
时节雨水的多少对于农作物收成
的直接影响。

立秋时节还是不少农作物管理
的重要时期，如此时棉花需要保伏
桃、抓秋桃，正如谚语所说：“立
秋棉管好，整枝不能少”；立秋前
后，大葱生长进入旺盛阶段，急需
加强田间管理，谚语说：“立秋管
葱莫放松”“立秋管葱，快把土
壅”。 据《西安晚报》

立秋与谚语

今日立秋。
立秋为秋之始，据《月令七

十二候集解》 载：“立秋，七月
节。秋，揫也，物于此而揫敛
也。”古人对秋的感怀最早可追溯
至《诗经》：“桑之落矣，其黄而
陨。”这是对秋季物候变化的感
知。《楚辞·九辩》 中宋玉“悲
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
落而变衰”的感叹，表达了悲秋
的情绪。三国时期也同样有“秋
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
霜”这样的诗意传承。文人们将
对秋的无限诗情凝聚在立秋诗词
中。

据统计，《全唐诗》 中有27
首提及立秋，唐人以物候的变化
诠释立秋的到来，将此时物候变
化细微地表现出来：“花酣莲报
谢，叶在柳呈疏。澹日非云映，
清风似雨馀。卷帘凉暗度，迎扇暑
先除。草静多翻燕，波澄乍露
鱼。”（司空曙《立秋日》）花叶飘
零，一夕之间季节转换，暑气消
散，万物揫敛。他们通过写景咏物
表达对自然万物的深情。

自立秋出现在诗词之中，就
伴随着秋所特有的愁绪。唐代诗
人白居易的 《立秋日登乐游园》
写尽了对世事变迁的感慨：“独行
独语曲江头，回马迟迟上乐游。
萧飒凉风与衰鬓，谁教计会一时
秋。”这首诗是作者晚年为官长安
时，于立秋次日所作。诗人由眼
前的萧索之象，联想到官场受挫
的人生经历。萧瑟的秋风、凋零
的草木、南飞的大雁、远遁的游
子，凄美又伤情。唐朝诗人李益
在《立秋前一日览镜》中写下了
悲凉的心境：“万事销身外，生涯
在镜中。唯将满鬓雪，明日对秋
风。”诗人见镜中的自己雪鬓霜
鬟，不由感慨过往不过浮华一梦。

立秋诗词至宋代发展至巅
峰，“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这里表
现为“顺时而动”“因时而感”的
顺应自然的方式，在时节流转的
过程中，抒发喜怒哀乐之情。《全
宋诗》 有 152 首提及立秋的诗
作，《全宋词》中亦有8首。

“乍冷秋应近，无眠句又成。
愁多推不去，头白更忧兵。”（周
紫芝《立秋前三日夜雨》）宋代
文人士子都拥有报国为民的一腔
热血，奈何身逢乱世，金兵肆
虐，民不聊生，文人们将自己的
切身经历写入诗词。叶梦得发出

“安得仓箱盈百万，少令天下足军

储”的感慨，此时此刻他多么希
望自己拥有万贯家财，能够为朝
廷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宋代世俗文化兴盛，文人在
诗词语言上更加迎合市民阶级。
文人沈说就不加粉饰地写出了自
己在立秋时节的所见所感：“昨日
午时秋，西风夜转头。吹来溪外
雨，藏却树间楼。暝带栖鸦色，
凉催客燕愁。一樽吟未了，衰鬓
早飕飕。”（《立秋》）诗人在立
秋之际，观景之衰态，叹人生之
不如意，自是满目悲凉，唯有顺
应自然发展之势，才能求得精神
的超脱。

唐宋之后的立秋诗词在风格
和题材上基本定型，后代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延续立秋的风韵。多
情的明代才女夏云英诉出了立秋
时的心境：“秋风吹雨过南楼，一
夜新凉是立秋。宝鸭香消沉火
冷，侍儿闲自理空侯。”（《立
秋》）这首诗勾勒出了初秋生活
的恬淡小景，虽然文中未言愁
情，但那股忧愁，才下眉头，又
上心头。清代诗人计东的《宣府
逢立秋》 写出了立秋的壮阔之
美：“秋气吾所爱，边城太早寒。
披裘三伏惯，拥被五更残。风自
长城落，天连大漠宽。摩霄羡鹰
隼，健翮尔飞搏。”诗人笔下的文
字是秋的本真之美，明丽清朗，
雄浑壮阔，赋予立秋振奋人心的
魅力。

就立秋而言，梧桐与它有着
不解之缘。据说，梧桐树会在立
秋日落下第一片叶子，因此人们
就将梧桐叶的坠落视为秋的开
始。据统计，梧桐这一意象在宋
代立秋诗词中出现了13次，《全
唐诗》涉及立秋的诗词中也有两
处提及梧桐。宋代诗人武衍在
《立秋夕》一诗中描绘出了一幅静
谧的画面：“水花香弄晚风清，闲
立梧桐看月生。夜漏向深秋始
觉，一天星湿露华明。”在这些诗
词中梧桐几乎成了悲秋、孤寂、
落寞等情绪的象征。诗人刘翰在
《立秋》中就写道：“乳鸦啼散玉
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
色无觅处，满阶梧桐月明中。”清
晨醒来，看到梧桐叶落满地，就
知道秋天已如约而至。

立秋作为秋季的第一个节
气，引发了诗人的众多感慨，他
们将自己体会到的人生百味熔铸
于节气之中。

据《中华读书报》

古诗词中的“立秋”

▲立秋（中国画） 戴树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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