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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建筑是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那些

保留下来的老建筑，见证了历史变迁。
近日，位于漯河四高院内的将军楼被列
入第二批漯河市文物保护单位，让这座
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工字楼再次受到关
注。这栋楼里发生过什么故事？近日，
记者多方探寻，为读者揭开将军楼的神
秘面纱。

10月15日，记者走进漯河四高。在
一片郁郁葱葱的柏树、女贞树后面，藏着
一座两层工字楼，主体为仿苏式建筑，砖

木结构、红瓦铺顶，青色的柱子、红色的
门窗，沉稳大气。悬挂在二楼的“将军
楼”三个金色大字十分显眼。

走进将军楼，带着岁月沧桑的木制楼
梯踩上去“吱呀吱呀”作响，仿佛在诉说
着它的光辉过往。将军楼建于1952年，
当时漯河四高叫“省立郾中”，著名教育
家周祖训在该校任业务校长。将军楼
1953年建成投入使用，拥有12个教室，
是当时郾城的地标性建筑，也是当时郾城
人引以为荣的地方。

这栋楼因外观呈现“工”字形，被称

为工字楼；又因楼顶、护栏、楼梯均为红
色，也被称为“红楼”。原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
防部长曹刚川上将 1953 年在这栋楼的
203教室就读。后来，这栋楼被人们誉为

“将军楼”。如今，在漯河，这样的工字楼
已经难觅踪影。将军楼成为我市最古老、
保存最完好的教学楼。

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蔡慧娟向记者讲
述了将军楼的前世今生。1948年，我省
的部分教职工和学生2000余人在汉口设
立了“中原临时中学”，周祖训任校长。
1949年2月，周祖训决定将学校留在原地
迎接解放军。他借债度日，使“中原临
中”在千难万险中保存下来。

1949年5月，中原临时人民政府了解
到“中原临中”的师生在湖北坚持斗争迎
接解放的情况后，电示武汉军管会协助

“中原临中”迁返开封。在平汉铁路暂时
不通的情况下，广大师生徒步到信阳，再
乘火车北上，6月中旬到达漯河。此时接
到河南省教育厅指示，将“中原临中”的
校址改在郾城。当年7月，“中原临中”
更名为“省立郾中”，在郾城建校，周祖
训任业务校长。

1952年，上级拨款为“省立郾中”
兴建了教学楼，就是今天被称为“将军

楼”的工字楼。后来“省立郾中”经过了
多次更名，2005年，更名为“漯河市第
四高级中学”。

1998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漯
河四高的校园里，新的教学楼陆续拔地而
起。学生迁入新楼上课，将军楼完成教学
使命，改为行政办公楼。近70年来，将
军楼把莘莘学子拼搏奋进的身影定格在时
光中，也默默地讲述着广大教职工拼搏进
取的故事。

直到现在，一提起将军楼，漯河四高
的教职工和曾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依然倍感
自豪。今年81岁的乔聚坤1962考入“省
立郾中”，在将军楼里度过了三年高中时
光。“当时我们称它为‘红楼’。我初中时
就立志要进去读高中，最后得偿所愿。”
乔聚坤说，在这里上高中是他至今想起来
仍觉得幸福的事情。

“从1983年开始，我在将军楼里讲课
十余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漯河
四高退休教师王付民告诉记者，这栋楼见
证了他作为一名教师的成长历程。

漯河四高校长赵耀堂告诉记者，如
今，将军楼已成为广大师生敢于拼搏、奋
勇争先、求实创新的精神象征，将激励更
多优秀学子努力进取、发奋图强，成长为
国家的栋梁之材。

将军楼的前世今生
本报讯 （记者 尹晓玉） 近

日，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考古
公开课》栏目播出了《百年考古
大发现（二）文明肇始》，这期节
目推出的首个遗址便是贾湖遗
址，通过对贾湖遗址出土的骨
笛、彩陶、“中华第一酒”的介
绍，让中华文明最初的模样展示
在公众面前，也让贾湖遗址再次
受到关注。

“在进入文明社会前，我们的
先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本期节
目将给出答案。”节目开始，主持
人介绍了节目点评嘉宾和专家，

专家们的讲述再现了八九千年以
前中原地区的辉煌。贾湖遗址距
今约9000年~7500年，是一处新
石器时代前期的重要遗存。发现
重要遗迹数以千计，出土文物
5500余件。其中，重要的发现有
炭化稻、酒石酸、骨笛等。节目
中，用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演奏
的一段音乐，把节目氛围推向高
潮。

“这期节目的部分镜头在市博
物馆取景。通过这档电视节目，
让更多人了解了贾湖文化。”市博
物馆副馆长姚璐说。

央视播出贾湖遗址专题节目

■李华强
10月25日（农历九月二十日）是许

慎的《说文解字》问世1900周年的日子。
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九月

二十日，许慎遣子许冲将《说文解字》献
与朝廷，标志着《说文解字》正式问世。
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徐铉等
奉敕校订《说文解字》，令国子监雕为印
版，是为宋监本，为后世《说文解字》之
定本。清代据宋本重刻《说文解字》的版
本主要有孙星衍的平津馆本、额勒布的藤
花榭本和丁少山的仿宋监本。仿宋监本承
袭宋刻遗风，传世极少，具有极高的学术
研究、阅读欣赏、版本收藏价值。近期，
我们整理出版了《仿宋监本说文解字》。
此次整理以清光绪七年 （公元1881年）
丁少山据汲古阁旧藏重校刊行的仿宋监
本为底本，采用现代工艺影印出版，特邀
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王蕴
智先生题写书签并作序。作为整理者，笔

者试从刊者师承、版本源流、内容特色等
几个方面对《仿宋监本说文解字》作一阐
明。

《仿宋监本说文解字》由丁艮善校订重
刻。丁艮善（公元1829年~1893年），字
少山，山东日照人。他精于《说文》及金
石文字之学，著作有《阮氏钟鼎款识校
录》《说文部首句读》《吕氏春秋校录》等
十余种著作，世称“山左宿学”。学政汪鸣
銮以其学行俱优，保荐其为翰林院待诏。
张之洞重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时延其
主事。少山受业同邑许瀚。许瀚，字印林。
许瀚曾师从王引之，治学颇受王氏启迪。
王引之与其父王念孙并称“高邮二王”。追
溯少山学术渊源，我们认为，丁氏师承乾
嘉之学，其校刊《说文》博采通人，盖不
空作，皆有依据。

《仿宋监本说文解字》刊刻于光绪七
年 （公元1881年）。扉页篆书题“仿宋
监本说文解字”，牌记隶书题“据汲古阁
旧藏本重校刊光绪七年冬成”，标目后有

“丁少山”“艮善校字”及“拾遗补埶”
印章。其版式与平津馆本、藤花榭本大
体相近。笔者所藏的两种本子，一种书
前有光绪八年春潘祖荫序，一种无潘
序，后来笔者到南京图书馆觅得丁艮善
跋，并整理附后。据丁氏跋，仿宋监本
所依祖本“即世传毛氏所得北宋小字本
也，其本今藏山东聊城杨氏海原阁。卷
中唯毛氏印记及孙渊如先生印最多”。许
瀚及其弟子丁少山、丁楙五将该祖本与

孙星衍（字渊如）平津馆本《说文》相
对照，“乃知孙所据者即其本也”。丁氏
见其书背有元代地理名称，故断定该祖
本为宋版元代印本。

关于仿宋监本的内容特色，已有前
辈论及。晚清叶德辉先生在《郋园读书
志》里将其与平津馆本详加互勘，周祖
谟先生将其与汲古阁、平津馆、藤花
榭、皕宋楼诸本相比较，并提出各自意
见。总的看，仿宋监本与汲古阁本、平
津馆本关系密切。孙本误者丁本多半改
正，孙本误丁本不误者大约有八十条，
孙本误丁本亦误者有四十余条，也有孙
本不误丁本误的，丁本有几处反切与各
本都不同。周祖谟先生所指“最可注意
的”校改之处如：第一上丨部“中，和
也”，祖本“和”本作“而”，孙氏以为

“而”是“内”之误，丁氏认为丨部的字
多与旗帜相关，丨即是旗杆。《周礼·夏
官·大司马》：“依序和出”，中、和都是
旗的意思，据各本将“而”改作“和”。
第八上人部“伦，卢屯切”，别本“卢”或

作“田”；第十上马部“駜，马肥也”，
别本“肥”或作“饱”；第十三上糸部

“绾，恶色绛也”，别本“色”或作
“也”……丁氏的这番改动均极精审，他
在跋中直言其目的：“借以补证孙本，期
还大徐本之旧”。此外，该本避讳特点也
需说明。对清代帝名用字，如第四下
玄、第四下胤、第十二下弘、第七上
曆、第九上顒、第一上琰、第七上旻、
第五上寧均“敬缺末笔”，但未避禛字，
字形中包含玄、弘、寧的字大都作了避
讳。笔者在将仿宋监本与藤花榭本《说
文解字》比对时，还发现丁本的许多独
特异文值得注意和研究。

《仿宋监本说文解字》祖自宋本，传
承有序，又经名家校刊，在说文学史乃至
文字学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是一
份珍贵的汉字文化遗产。整理影印出版
《仿宋监本说文解字》，将为学界和社会提
供一个学习研究《说文解字》的新选择，
助力汉字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提升中华汉
字文化名城的影响力。

《仿宋监本说文解字》解读

■张盼盼
自古以来戏曲舞台上刚正不阿、执

法如山的官员很多，然舍命担责、以身
殉法的人物并不多见。近日观看了市豫
剧团排演的豫剧《血溅乌纱》，剧中主人
公严天民算是一位。该剧是知名编剧宋
崇舜于20世纪80年代为豫剧创作的新
编戏，视角独特，高潮迭起，矛盾冲突
尖锐，人物性格鲜明，情节一环紧扣一
环。豫剧名家唐喜成、刘忠河曾先后对
剧本进行了不同风格的精彩演绎，使得
《血溅乌纱》成为百看不厌的著名剧目。
漯河豫剧团演出版本即为唐喜成的经典
版。

公案戏是戏曲题材的一个重要类别。
小小公堂，将万千世界、芸芸众生包罗其
内，从中可以窥见家国历史、社会政治、
民俗习惯、百姓生活等。《血溅乌纱》是
经典公案戏，拥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独特
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该剧讲述
了知县内弟贾督头图财害命，杀害珠宝商
人苏玉珠后嫁祸店主刘松。素有青天之称
的严天民出任河阳知府，在审理苏玉珠惨
遭劫财丧命一案时，被知县赖水镜作假蒙
蔽。赖水镜是严天民夫人程氏的表弟，程
氏收表弟玉镯，后又帮其更改案卷，导致
严天民错杀店主刘松。游玩之时程氏仆女
苏兰君发现程氏所佩戴玉镯为苏家之宝
后，严天民疑窦丛生，开始重审案卷，发
现因自己失误错斩刘松，铸成冤案。最后
赖、贾二犯被绳之以法，严天民将夫人披
枷带锁押入南监后，在李离庙前自刎，血
溅乌纱，以死谢罪，“晓谕天下之为官者

以我为戒，洒热
血换人间永无冤
情”。《血溅乌
纱》 主题鲜明，
故事曲折，扣人
心弦，热情讴歌
了严天民不徇私
情、秉公执法的
清廉品质，警醒
广大执法者办事
须认真谨慎，筑
牢 家 庭 “ 防 腐
墙”，具有强烈
的现实意义。

《 血 溅 乌
纱》若论唱腔则
以“风萧萧马声
嘶鸣古道上”和

“见姑娘气绝血
泪淌”这两段流
传最广，若论艺术表达则以“夜审”一折
最为精彩。

“夜审”一折中，面对刘松可能是被
错杀的种种迹象，面对夫人“自古刑狱多
冤案，何必追根去溯源”的劝告，严天民
明白一旦推翻原判，则会千人骂万人怨，
一世清白扫地。“青天不能用人头换，我
怎能错杀人命等闲看？”严天民权衡利弊
后还是遵从内心的选择，查清疑点、扒棺
验尸、重审案卷。在事实和证物面前，杀
人凶手贾督头认罪伏法，但其背后包庇者
赖水镜却意欲牵扯严天民，好为有郎舅之
亲的贾督头脱罪。赖知县一步步采取攻心

之策，向严天民展开攻势。严天民听罢怒
火万丈，说出了“宁做清官刀下死，不当
赃官上青云。掌刑狱执国法秉公而论，不
杀贪官贼对不起喊冤的人”。随即严天民
审问夫人，真相大白，请书童绑了自己，
带夫人、赖知县和罪犯贾督头一起到刑部
尚书驻足处李离庙请罪。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李离庙的两次出
现。第一次是上任。严天民在李离庙前打
坐时的唱词“春秋时在晋国他把刑律执
掌，严执法严律己万民敬仰。有一回他错
断公案自缚请罪把殿上，金殿上他做出了
惊天动地事一桩”，既讲清了李离的故

事，同时也预示了自己的结局。第二次是
在李离庙前血溅乌纱。严天民岳父作为刑
部尚书，掌管国法。严天民作为河阳知
府，因未加细察，导致判断失误，冤杀无
辜。单从这一点来说，在那个“刑不上大
夫”的时代，并不足以处死刑，但严天民
自愿担责，选择了以命抵错。“官宦家犯
国法要严上加严，触刑律死人命定要重
判。”严天民面对死者亲人的宽恕、众人
的恳求和刑部尚书的赦免并没有改变志
向，毅然选择拔剑自刎，既维护了法律尊
严，履行了古代“失刑则刑，失死则死”
的法律规定，又不违背自己的良知，虽看
似迂腐，且有些矫枉过正，但其舍命担责
的行为可敬可佩。

严天民的故事虽然壮烈，但我们也必
须看到，倘若严天民能做到严谨细致、明
察秋毫，严夫人能摒弃人情往来，不收受
表弟的贿赂，不为其开绿灯更改案卷，那
么也就不存在所谓血溅乌纱、以死明志
了。北宋名相韩琦言“在其位谋其政，任
其职尽其责”，查清真相本就是严天民作
为河阳知府的职责，严天民因为对案情失
察而失职，因家属的受贿而误判，那么就
要承担这种失职行为的后果。不论职责大
小、责任轻重，干工作都要练就一身过硬
本领、恪守职业道德，秉公用权，坚持按
制度办事。一旦造成工作上的失误，决不
能推卸责任，而是要心存敬畏，勇于担
责，这不仅是做人的本分，更是对规章、
律法的守护。《血溅乌纱》 中严天民舍
名、舍命担责的故事虽然感人，但留给我
们更多的则是深思和警醒。

舍命担责扬正气
——观豫剧《血溅乌纱》

将军楼

《血溅乌纱》剧照。 王鹏亮 摄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金秋十月，红叶烂漫。
许慎《说文解字》：“秋，禾

谷孰（熟）也。”“秋”本来表示
收获、收成、成熟的庄稼等意
思。例如《尚书·盘庚上》：“若
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意思
是说，农民只有努力耕作，才能
有收获。后来，“有秋”成为一
种固定的说法，用以指丰收、丰
年等意思。例如宋代范成大《颜
桥道中》：“处处田畴尽有秋”，
描绘的是农田里一派丰收的景
象。现在，人们仍然使用“收
秋”一词，表示收获成熟的农产
品，用的也是“秋”的最初的意
思。

收获的季节就是秋天，因
此，“秋”自然而然含有“秋天”
的意思。《诗经·卫风·氓》中的

“秋以为期”，是女子跟心上人约
定秋天为婚期。《管子·四时》：

“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
藏。”指出了春、夏、秋、冬四季
各自的季节特征。

古人用春、夏、秋、冬四时
搭配五行。秋属金，而金色白，
可见，“金秋”“白露”中的颜色
词是有其特定来源的。“白露”原
本是指秋天的露水，例如 《诗
经·秦风·蒹葭》中的名句：“蒹
葭苍苍，白露为霜。”如今，“白
露”则作为二十四节气之一为人
们所熟知。

在我国北方地区，每到深秋
时节，草木凋零，自然界笼罩着
萧索的气氛，“秋”由此多了“悲
愁”的色彩和含义。古时把年老
而不得意的文人叫作“秋士”，例
如 《淮南子·缪称训》：“春女
思，秋士悲。”

在古人的观念中，秋季代表
“肃杀”，因此，凡事崇尚“顺天
而为”的古人通常把行刑问斩之
类的事情安排在秋季执行，也就
是所谓“秋后问斩”。而且，与律
令、刑狱有关的事情往往被冠以

“秋”。比方说，“秋曹”是刑部的
别称，“秋宪”指司法、监察官员
及官署等。

一般认为，“秋”在“愁”的
字形当中表示读音。然而，从

“秋”隐含的“悲愁”之义我们
可以看出，既然“愁”的主要意
思 是 “ 忧 愁 ”， 那 么 ， 它 跟

“秋”之间的联系显然不仅仅是
读音。

“秋”由秋季的意思，发展出
表示一年的时间，比如古代文献
中大量出现的“千秋万岁”。需
要特别指出的是，《诗经·王
风·采葛》中的“一日不见，如
三秋兮”，由于前一句有“一日
不见，如三月兮”，后一句有

“一日不见，如三岁兮”与之并
提，所以，“三秋”在这里显然
指的不是三年，而是长于三个
月、短于三年的时间，即三个秋
季。但是，后来由此衍生出的我
们现在常常挂在嘴边的说法“一
日不见，如隔三秋”，这里的

“秋”则是指“一年的时间”，
“三秋”就是三年，泛指很长的
时间。

“秋”由表示季节名称的意
思，还发展出某一时期、某一时
刻这样的含义，而且常常含有不
好的意思，这大概也跟秋季肃杀
的隐含意义有关。例如诸葛亮
《出师表》：“此诚危急存亡之秋
也。”再如，“多事之秋”一般用
来形容政局不稳定、变故多的时
期。

正如刘禹锡诗中所言：“自古
逢秋悲寂寥。”我国文人雅士向来
就有悲秋的传统，并由此产生了
无数诗词名篇。然而时移世易，
对于现代人而言，提到秋天，已
经少了伤感，更多想到的是秋高
气爽的天气、斑斓美丽的景致。
飒飒秋风至，涟涟秋水长，莫负
好时光。

据《月读》

你了解“秋”字吗

咬文嚼字咬文嚼字

“秋”字的字形演变。

秋天是个很适合拍照的季
节，尤其是金秋的树叶，更是为
这个季节增添了几分诗意。怎样
才能拍出秋叶的美感呢？

如果想要拍摄出色彩通透且
以金黄色为主的树叶，要注意相
机参数的设置。通常，白平衡模
式使用“阴天”时可以让色彩变
得更暖、更黄。当然，也可以设
置自定义白平衡色温值，一般在
7000K~9000K 的范围即可，这
样也能让树叶的暖色效果更为突
出。

秋叶本身有其固有的质感，
比如叶子的外形、颜色、叶脉纹
理等，可以在晴朗的天气，对叶
子进行特写，表现出秋叶的质
感。特别是在晴朗的秋日，下午
三四点，阳光明亮，这时拍摄树
叶的特写更显清新、通透。在拍
摄时，还可以多尝试运用逆光的

角度，表现出秋叶的轮廓之美。
在秋高气爽的天气里，蓝色

的天空简洁干净，可以作为拍摄
秋叶的背景。同时，蓝色的天空
与金黄色叶片形成冷暖对比，使
得树叶更加突出，表现出冷暖色
调之美。如果拍摄秋叶的近景，
可以运用镜头的大光圈或者长
焦，将背景或前景进行虚化，形
成光斑或色块，拍出秋叶的层次
感和虚实之美。

当然，拍摄秋韵不仅仅只是
拍树叶，我们可以与人物结合进
行拍摄，或者说进行环境人像拍
摄。拍摄秋意人像照，要学会跟
秋天“互动”，比如可以和挂满秋
叶的树枝合影，也可以捡一片秋
叶做点缀，还可以把玩一下满地
的“秋色”，甚至你可以用秋叶摆
出各种造型。

据《洛阳晚报》

细处着手拍出秋叶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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