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郑颖勇 图/孙爱国
临颍县台陈镇大沟桥村位于

临颍县城南5.5公里处，东临107
国道，辖樊村、李村、宋村三个
自然村。大沟桥村因大蒜种植而
久负盛名，是临颍县特产大蒜的
主要产地。大沟桥村附近有陈星
聚墓园等古迹。

大沟桥村有一座建于明正德
年间的拱桥，叫“大沟桥”，该村
就是因这座桥而得名。大沟桥至
今尚存，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
2008年，大沟桥被列为市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2016年被列为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大沟桥又称“打狗桥”。关于
这座桥的来历，当地流传着一个
传说。

相传，古时候该村有一户人
家，家里有个童养媳，勤劳能干却
地位低下，经常挨打受气。

有一年，这家人从邻村请来
一个木匠做家具。木匠在他家干
活儿的时候，见童养媳被打骂，
很同情她。一天，木匠见到婆婆
又在打骂童养媳，说她偷吃了家
里的烙馍。童养媳哭得很委屈，
说不是她偷吃的。婆婆不依不
饶，说：“明明早上烙了六个馍，
还剩三个等晚上吃，怎么少一
个？不是你偷吃是谁吃的？……”

木匠听了原因后，第二天一
边干活儿，一边注意雇主家的厨
房。当这家人都出去后，他看见
雇主家的大黑狗来到厨房门口，
把门拱开一道缝，钻了进去。木
匠悄悄来到厨房门外观察，看到
这条狗窜到一个小桌上，站立起
来，前腿搭上挂在房梁上的竹
篮，从篮子里叼出一个烙馍，然
后从拱开的门缝中出来了。

馍原来是被这条狗偷吃的。
木匠把看到的一切告诉了婆婆，但
婆婆不相信，说：“馍篮子挂那么
高，除非小媳妇偷吃，狗怎么够得

到？不可能。”
木匠想：口说无凭，既然你

们不信，那我抓个现行。次日上
午，院子里只有木匠一人在干活
儿。大黑狗看没人注意，又悄悄钻
进了厨房。木匠不声不响地跟过
去，关紧了屋门，并呼唤雇主。雇
主闻声赶来，推开屋门，见狗嘴里
叼着一个烙馍蹿出来，梁上的馍篮
子还在晃悠。于是真相大白。

当晚，一轮明月挂在天上，木
匠收工后扛着工具，走在寂静的田
间小路上。当他走到村外的大沟边
时，看到一条大黑狗突然从沟里蹿
出来。木匠抡起锛砍了下去，正好
砍在黑狗的脖子上。黑狗惨叫一声
倒在地上，木匠仔细一看，正是雇
主家的狗。原来这条狗潜藏在他回
家路上，想报复他。

木匠打狗的事情在附近村子
里传开了，人们也都知道了童养
媳的遭遇。

多年以后，童养媳也成了婆
婆。由于她勤俭持家，家里越来越
殷实，成了当地有名的富户。童养
媳感念这位木匠为她洗刷冤屈，就
出钱让儿子在木匠打狗的地方建了
一座石拱桥，方便村人过河。这就
是大沟桥，有人也叫它打狗桥。

而据资料记载，大沟桥建于
明朝正德十年（1515年），是古官
道上的一座单拱石桥，由临颍知
县李庄主持修建。大沟桥历经过多
次重修，桥高七尺余、宽一丈二
尺，红石拱券，青石拱面，雕刻有
狮子、云、鹤、莲等图案。桥洞呈
半月形，结构精巧、造型美观。该
桥以长方形红石铺桥面。为了防止
石板松动，石块相接处均用五寸长
腰铁缀联，使桥面石板连成了一个
整体，结实坚固。

如今，大沟桥下的河已断流
干涸多年，但木匠打狗的故事还
在民间流传，为这座清幽古朴的
石桥增添了浓郁的人文气息。

大沟桥村村名的传说

大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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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大军：创新传承泥塑艺术
之八“关注漯河非遗”系列报道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泥土，是万物赖以生存的根基。女

娲用泥土创造人类的传说，更是赋予
了泥土神秘色彩。而通过艺术家的创
作，泥土也能变成生动的艺术品，丁
大军便是这样的民间艺术家。他凭借
一双巧手，十余年如一日，用一件件
精心设计的泥塑作品讲述感人至深的
故事，歌颂美好新时代，弘扬奋发向
上的时代精神。今年，以丁大军为传
承人的河上街泥塑被列入我市第六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泥塑这项古
老的民间技艺在沙澧大地上绽放出夺
目光彩。

四代人接力传承

漯河是近代著名的物资集散地，尤
其是京汉铁路通车后，漯河更成为区域
性的物资集散中心。这里贾商云集，人
流量大，集市庙会众多，为泥塑艺人谋
生提供了空间，河上街泥塑就是在这一
背景下在漯河生根发芽的。

今年44岁的丁大军，经营着一家润
滑油销售公司，同时也是河上街泥塑的
第四代传承人。谈及泥塑的家族传承，
丁大军说，他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姥姥
李俊英。清光绪年间，李俊英的祖父李
全先是一名为寺庙塑像的手艺人，后来
这门技艺在家族中代代相传。

“我姥姥是第三代传承人，心灵手
巧，制作的泥塑栩栩如生。我小时候，
姥姥经常捏泥人给我玩。看着一个泥人
在她手中诞生，感觉非常神奇。”丁大军
说。

“我十来岁时就跟着姥姥学捏泥人，
玩泥人是我童年美好的记忆。”丁大军
说，2008年，他事业稳定后，萌生了传
承家族泥塑技艺的想法，就开始跟着姥
姥学习泥塑制作。

改良家传技艺

在学习初期，他每天天刚亮就起
床，准备一天所需的泥塑材料，有时一
创作就是一整天。当活灵活现的泥人在
他的手中成形时，往往已是入夜时分。

正是这种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让他的
技艺越来越精湛。在掌握了家传泥塑技
艺后，丁大军开始拜访泥塑艺术家，又
到美术院校学习。之后，他对家族传承
下来的泥材配方进行优化改良，加入
黏合剂等，并在创作方式上融合了一
些现代雕塑的技法，创作出来的作品
既有传统泥塑的端庄大气，又有现代
雕像的写实感。这些泥塑作品经过烤
制后更坚硬、更有光泽，可长久保
存。

近年来，他把生意交给了妻子，将
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泥塑创作中。
2019 年，丁大军在源汇区河上街景区
设立了泥塑工作室，专门从事泥塑的
创作、传承和发展。8 月 20 日，记者
来到他的工作室时，仿佛进入了一个
泥塑作品展览馆：活灵活现的孙悟
空、勇猛憨直的张飞、英雄联盟游戏
里面的盲僧……桌子上、展架上甚至地

面都摆满了大大小小、神态各异的精
美泥塑。

“这是我创作的‘卫国戍边英雄团
长祁发宝’，是他站在河水里，伸出双
臂拦截外军的场景。”丁大军一边捏着
手中的泥土，一边向记者介绍他近期的

作品。

让更多人热爱泥塑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十余年如一日
的潜心创作，让丁大军的泥塑技艺日渐精
进，其作品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并多
次在比赛中斩获奖项。2020年，他创作
的“抗疫”主题作品《坚守》被媒体广泛
报道；今年，他创作的党建题材作品《驼
铃》，在庆祝建党100周年河南省群众文
艺作品征集活动中，获得民间艺术作品类
一等奖；在今年我市举办的非遗技能大赛
中，他的作品《边境》获二等奖。

今年，河上街泥塑被列入我市第六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多年的坚
守，丁大军不仅用辛勤付出换来了社会
各界对泥塑艺术的关注和认可，也在传
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不遗余力
地发挥着积极作用。从2015年起，他陆
续在市区多个幼儿园和小学开展活动，
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了解泥塑、热爱泥
塑。他的工作室经常开展活动，让泥塑
爱好者免费体验制作。

“我的作品基本用于展示和开展教学
活动，工作室几乎没有收入来源，靠我
爱人经营公司支撑。我打算明年扩大工
作室的规模，除了展示作品，也为更多
热爱泥塑的人尤其是孩子提供学习、制
作的场地。”丁大军说，一项传统民间技
艺的发展，靠的是手艺人的齐心协力。
而他要想做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泥塑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民风民俗民风民俗

泥塑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即用
黏土塑造成各种形象的一种民间手工
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多次出
土泥塑作品。汉代时泥塑已成为重要的
艺术品种。两汉以后，随着道教的兴起
和佛教的传入，道观、佛寺兴起，更是
促进了泥塑的发展。到了唐代，泥塑艺
术达到顶峰，被誉为“雕塑圣手”的杨
惠之就是唐代泥塑艺术的杰出代表，他
与被称为“画圣”的唐代著名画家吴道
子同师张僧繇，被当世人称赞“道子
画，惠之塑，夺得僧繇神笔路”。

宋代，不仅宗教题材的大型佛像制作技
艺日益精湛，小型泥塑玩具制作也发展起
来，很多民间手工艺人依靠制作泥塑玩具谋
生。北宋时东京著名的玩具“磨喝乐”（七

夕节供奉牛郎、织女的一种泥偶）在七月七
日前后出售，不仅平民百姓买回去“乞
巧”，达官贵人也会买回去供奉。

明、清和民国时期，泥塑艺术在社
会上仍然盛行不衰，尤其是小型泥塑，
既可观赏陈设，又可让儿童玩耍。几乎
全国各地都有生产，其中著名的有无锡
惠山泥人、天津“泥人张”、陕西凤翔彩
绘泥塑、山东高密泥塑、河南浚县的泥
咕咕、淮阳的泥泥狗等。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旅
游事业的发展，泥塑这朵古老的民间艺
术之花大放光彩，在一些地方成为重要
的旅游纪念品。

2006 年，泥塑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泥塑

丁大军在制作泥塑。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在临颍县翰墨丝茶协会里，一幅36米的

书法长卷《道德经》令观者惊艳，这幅作品出自刘
俊臣之手。刘俊臣自幼练习书法，几十年如一日刻
苦钻研，曾多次为景区、书画院和影视剧题字，其
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书法展中获奖。

刘俊臣是临颍县三家店镇平宁城村人，出生
于 20 世纪 60 年代初。刘俊臣的父亲上过私塾，
写得一手好字。刘俊臣上小学前就开始跟父亲练
习毛笔字，经常听父亲讲古代书法家练字的故
事，对书法的热爱从小就在心中生根发芽。上学
后，学校开设有书法课，刘俊臣的书法是班里最
好的，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上大学时，在学校举
办的书法比赛中，刘俊臣的作品多次获得一等
奖。

大学毕业后，刘俊臣走上工作岗位。工作虽然
繁忙，但他一直坚持研习书法。后来，工作的变动
让他与书法的缘分更深了。2003年，刘俊臣进入教
育系统工作，结识了很多书法名家，开始系统、深
入地学习书法知识。

在各类传统艺术中，书法学习起来难度高、耗
时长，没有几十年的苦练，很难成为一名书法家。
刘俊臣深知这个道理，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
了书法上。刘俊臣主攻“二王”，重点研习王羲之的
《兰亭序》《圣教序》，作品以行楷长卷为主。近两

年来，除创作36米的《道德经》长卷外，刘俊臣还
写了《朱子家训》《孝经》《千字文》《百家姓》《劝
学文》等长卷作品，极具文化内涵，深受书法爱好
者喜欢。

想在书法上取得一定成绩，既要有字内功，更要
有字外工。在研究书法之道的同时，刘俊臣还纵深探
究许慎的《说文解字》，不断汲取国学精华。正是因
为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刘俊臣的书法作品线条
温婉圆润，质感很强，布局巧妙大气，字里行间充满
十足的精气神。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刘俊臣收获了很多
荣誉。他的书法作品曾入选《书画名家》《中国文化
遗产——当代书画名家作品精选》和西泠印社主编的
《中国书画当代艺术家年鉴》等，也曾应邀为大型历
史纪录片《谷迁乔》题写片名，为重庆名胜景观区和
临颍梅园、荷塘等题写景观石刻，为冯玉祥国际研究
会书画院艺术馆、禹州吴道子书画院、神垕瓷都孔家
钧窑题写匾额。他的书法作品还曾在新、马、泰书法
巡回展中荣获金奖，在中、日、韩三国书法联展中获
银奖。

“书法作品应当紧跟时代并为时代服务，书写的
内容要健康向上、对人有教益，既能登大雅之堂，又
能雅俗共赏，才能被老百姓所喜爱。”刘俊臣说，未
来，他将继续用作品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传播时代正
能量。

书写行楷长卷 弘扬传统文化
沙澧艺术家沙澧艺术家

刘俊臣和他创作的书法长卷。

哲学家熊秉明认为：“书法是中国文化
核心的核心。”从书法角度来观照中国文
化是一个比较便捷的方式。上至历代君
王，下至普通百姓，书法都与之有着紧密联
系。可以说，书法是最能代表民族特质又
有广泛群众基础的艺术。

老子崇尚的天人合一、阴阳辩证在书
法中得到充分体现。阴阳相生、刚柔相济、
虚实相间、计白当黑、“带燥方润，将浓遂
枯”等，这些书法中常见的矛盾关系，体现
了对立统一的辩证原理。另一方面，儒家
崇尚温、良、恭、俭、让的道德规范，影响着
书法的风格品评标准，“违而不犯，和而不
同”“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体现出符合儒
家标准的温柔敦厚的谦谦君子形象。

实用文字的发展和作为艺术的书法的
发展，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实用文字

的发展讲求整齐简洁、美观规范，由繁至
简；艺术则追求变化和特点。所以，一种字
体在出现初期至成熟之前，往往是艺术成
就最高的时期。商周甲骨文已经是高度成
熟的文字，至东汉末年，书法的各种字体和
风格样式都达到完备的状态，出现了一大
批以书法名世而载入史册的书家，也出现
了一批书法理论专著。这些理论不仅影响
着书法艺术的发展，也为绘画以及其他艺
术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字书写发展成为独立的艺术，领先
并影响着其他门类艺术的发展，使得中国
艺术从形成到发展始终注重意象化表达。
中国画强调线条勾勒和书写性，正是书法
影响力的体现。中国人对书写自始至终的
情结、对书写特征的迷恋，在其他民族是极
为罕见的。先哲许思园说：“书法为最普遍

最实用之艺术，中国人审美修养实基于此。”
书法是古代文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

分。明清文人追求所谓“三绝”——诗、书、
画，近代文人要求做到诗、书、画、印四全，
还有所谓琴棋书画、书房四艺……这些对
文人基本技能和素养的要求都离不开书
法。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
于艺。”是古代君子立身的四个原则，也可
看作一个层层递进、人生境界不断提高并
最终升华的过程。为学始于立志，致力于
道德，最终优游于艺术境界。只有依靠艺
术达于“游”的精神自由境界，才可体味如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人生大境界。
书法能表达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

人生观。对力、气、韵、势、节奏的追求中，
蕴含着丰富的生命意识；穿插、避让、担夫
争道，又是对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表

现。张旭见公主、担夫争道“而得笔法之
意”，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自此草书长
进”；怀素自述草书所得，“谓观夏云多奇
峰，尝师之”；黄庭坚“于道舟中，观长年荡
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
笔。”以古人为师和以造化为师是书法学习
的两条重要途径。师古人，就是学习历代积
累的书写经验；师造化，是要参悟宇宙人生
和自然万物之理，以技进道。

硬笔、电脑等新型书写工具的介入，使
书法的实用功能逐步弱化，艺术的功能却
得到发展。新时期持续不断的群众性书法
热潮即是很好的佐证。

书法在当下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强化视
觉的表现力上，很多美术化因素融入，例如
强调单字结构的造型，甚至出现极力变形
夸张的方式，还有强调章法的构成，融入现
代构成设计意识，甚至出现各种色纸拼贴
等非书写手段来达到视觉冲击的效果。这
些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在一定程度上拓
宽了书法的表达空间，丰富了传统书法的
表现形式。 据《人民日报》

书法是观照中国文化的便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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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树凉生霜气
清 ， 中 元 月 上 九 衢
明 。 小 儿 竞 把 清 荷
叶 ， 万 点 银 花 散 火
城。”清代诗人庞垲的
《长 安 杂 兴 效 竹 枝
体》，描绘的正是中元
夜儿童持荷叶灯结伴
游玩的情景。

今天是农历七月十
五中元节。在中华民族
传统观念里，“忠”

“孝”是最重要的美
德，对已经去世的先人
依然充满尊敬，并且在
节日供奉、祭祀。而中
元节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的传统节日。中元节又被称作鬼
节，是中国传统祭祖节日。

“中元”之名起源于北魏，是
道家的说法。而佛教把这天称为
盂兰盆节，源于佛陀弟子“目连
救母”的故事。

相传在古代，中元节远比七
夕节或清明节热闹。这天，家家
户户都要烧纸烛、摆供品祭祖；
贴红色招纸超度亡灵；张灯结彩
和放河灯，为祖先照亮回家的
路。寺庙也要建醮（道士设法坛
做法事），举办盛大法会。街头巷
尾更是人潮涌动、热闹非凡，各
种社戏纷纷上演。总之，七月十
五中元节曾经是一年中极为重要
的节日，是祭祀祖先、普度众
生、祈求五谷丰登和平安顺达的
日子。

中元节又被称为“七月半”。
在我国一些地方，这一天，各家
各户都会携带水果、肉脯、酒、
楮钱等前往祖先墓地祭扫；并持

麻谷至田埂，称为“荐新”；还有
人会将事先准备好的蒸羊送给外
孙，称为“送羊”，以表示对晚辈
的喜爱与祝福。

上承祖先、下启子孙是极重
要 的 一 件 事 。《易 经 · 文 言
传·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
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生命生生不息，我们有责任
把来自祖先的行孝向善、积善成
德的生命之火世代传承下去，这
样才能造福子孙后代。

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
我们都知道，世上本无鬼，所
以中元节等节日实际上是活着的
人对去世亲人的思念、感恩。

2010年5月，文化部将香港特
区申报的“中元节（潮人盂兰胜
会）”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中元节，人们不管以什么方
式祭祖，行孝向善这份最朴素的信
仰是亘古不变的。

据《西安晚报》

中国传统节日——中元节

中元节习俗之一：放河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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