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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强
“工夫”与“功夫”在古籍中

有时通用，辨别二者关键须弄清
“工”与“功”的关系。

《说文解字·工部》：“工，巧
饰也。象人有规矩也。”“工”是
象形字，像用于画直角或方形的
规矩形。许慎将其解释为“巧
饰”是从其功能和外形来讲的。

“工”本义是矩，即曲尺。由工具
引申为持工具的人，如工匠、工
人等；由持工具引申为手工劳
动，泛指各类劳动，如工作、工
程等；由手工劳动引申为擅长、
精巧，如工于、工书画等。由劳
动、工程又引申出事业、功绩等
义，此义后写作“功”。

战国前只有“工”字，“功”
的意义多由“工”承担后为强调
尽力而为，人们在“工”旁加

“力”而造出“功”。《说文解
字·力部》：“功，以劳定国也。
从力，从工，工亦声。”“功”是
会意兼形声字，由力、由工会
意，工兼表示读音。本义指用力

量建立和稳定国家，即国功。《周
礼·夏官·司勋》：“王功曰勋，
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
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后来

“功”泛指一般的功业、功绩。建
功立业需要技能和付出，所以

“功”引申指从事工作的技能和修
养，又引申为功效、功夫等义。

“ 工 ” 是 “ 功 ” 的 源 字 ，
“功”是“工”的分化字，应该先
有“工夫”后有“功夫”。“工
夫”中“工”指工程，“夫”指夫
役，合起来表示从事工程劳动的
人力。引申指劳动付出的时间、
精力和努力，还特指时间。今
天，“工夫”和“功夫”的分工比
较明显。“工夫”多承担时间、空
闲义，如：这点活儿，他一会儿
工夫就干完了。“功夫”多指干事
的素养和本领，如：文字功夫不
是教出来的，是个人持续积累、
不断感悟再加上勤练笔才能获得
的；也指做事耗费的精力，如：
我们要在学习党的创新理论上下
真功夫。

“工夫”与“功夫”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乡村振兴，离不开乡村文化的发展。

在舞阳县辛安镇康庄村李闫庄，村民们闲

来无事便三五成群来到康庄文化合作社。
这里不仅经常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还有
曲艺讲堂、农家书屋、乡村大舞台等，已

成为村民茶余饭后进行文化活动的“打卡
地”。

2020年 5月，舞阳县文旅局以辛安
镇康庄村李闫庄现有的文艺队伍为基础，
动员全县一些文艺人才，成立了康庄文化
合作社。李闫庄65岁村民、共产党员闫
献春把自家和两个弟弟家共有的大院子腾
出来，并投资8万多元购置了电脑、电
视、办公用品、乐器，修建了舞台、排练
厅，供文化合作社无偿使用。

如今，康庄文化合作社已经拥有10
个成员单位157名社员。他们聚在一起创
作、演出、教学，弘扬乡土文化，传承非
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群众生活，增强了村
民的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中餐，粒粒皆辛苦……”10月19日，在
舞阳县孟寨镇实验学校，学生们演唱的
河南坠子《悯农》悠扬动听。近期，康
庄文化合作社的志愿者在舞阳县开展

“曲艺进校园”活动，利用乡村学校少年
宫进行河南坠子教学。不仅如此，他们
还经常到各村开展文艺演出、广场舞教
学等。

介雪芹是康庄文化合作社的一名社
员，经常参与创作和演出活动。“加入

合作社后，不仅锻炼了身体，还丰富了
业余生活。大家聚在一起排练、表演、
教学，每天都过得特别充实，也学到了
很多东西！”介雪芹高兴地向记者介
绍。

康庄文化合作社成立以来收获了不
少荣誉。2020 年被河南省文旅厅授予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示范传习所”称
号；今年，他们创作的村歌《北高人爱
唱共产党好》《画乡颂歌》荣获全国村歌
大赛十大金曲节目奖。更重要的是，文
化合作社让周边村民的日常生活状态发
生了可喜变化。“之前，老百姓闲时喜欢
聚在一起打扑克、打麻将；有了文化合
作社后，大家闲暇时经常去看演出，有
时还参加表演。打牌的人少了，村民们
的文化水平明显提升了。”合作社成员陈
文玲告诉记者。

截至目前，康庄文化合作社已创作
小品、快板、河南坠子、坠子剧、三句
半等作品72件，参加文艺演出116场，
深受群众的欢迎。康庄文化合作社不仅
激发了乡村群众参与公共文化的热情和
内生动力，也提高了群众的文化创作能
力和演艺水平，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
动力。

“文化合作社”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尹晓玉
黄豆酱作为酱料的一种，漯河人称之

为“酱豆”。传统黄豆酱系纯手工制作，
工艺烦琐，过程漫长。随着时代发展，这
项传统技艺面临失传。但临颍县王孟镇张
庄村村民韩俊荣不仅传承了祖辈的黄豆酱
制作手艺，更是以南街村调料厂为依托，
赋予了这项技艺新的生命，让其得到更好
发展。

今年，临颍县的手工黄豆酱晒制技艺
入选我市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韩俊荣成为该项目的第四代
主要传承人。近日，记者采访了韩俊荣，
探秘手工黄豆酱的传承故事。

手工黄豆酱晒制技艺在我国历史悠
久。西汉元帝时期，一个叫史游的人写的
《急就篇》里就有豆酱做法的明确记载。
由于中原地区盛产黄豆，这种工艺在中原
地区尤为常见，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
也是中原饮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
家的味道。

韩俊荣告诉记者，从他的曾祖父韩
文学开始，家里每年都要制作黄豆酱，
将黄豆进行蒸煮、晒制后食用，这项手
艺在他们家代代相传。在物资贫乏的年
代，黄豆酱既是一种调味料，也是一种
下饭菜。一勺黄豆酱、一个馒头，总能让
人吃得津津有味。韩俊荣自小便看父亲制

作黄豆酱。后来，他跟随父亲系统学习了
黄豆酱制作技艺，并结合自己的经验不断
进行改良。他每年都会制作一些黄豆酱供
家人和亲朋好友食用。久而久之，他成了
远近有名的制酱人。

“我们家的制作方式是把黄豆清洗干
净后用温水泡发，上笼蒸熟，放凉后拌入
面粉，开始自然发酵，中间翻搅一次。3
天后，黄豆的外表会由白变为淡黄。在盆
里加1.5倍的水和适量盐，放到室外进行
晒制发酵，在这期间每天翻搅一次。每年
3月份开始发酵，经过“低温-高温-低
温”的日光晒制，10月底黄豆酱就能吃
了。”韩俊荣说，这样晒出来的黄豆酱能
做调料，也能用馍蘸着直接吃。黄豆酱的
制作需要经过200多天时间，每道工序都
饱含了制作者的心血。发酵时的温度、干
湿度也非常讲究。晒制时的天气决定了酱
料香味浓郁的程度，搅拌是否充分决定着
黄豆酱晒得是否均匀。

对漯河人来说，黄豆酱已经不仅仅是
一种食物，更是被保存在岁月中的老味
道。曾经，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自己做黄豆
酱，而现在，由于纯手工操作劳动强度
大、制作周期长，会做的人越来越少了，
传承了上千年的传统手艺陷入失传的窘
境。

2016年，南街村集团公司调味品分

公司的负责人找到韩俊荣，
打算通过规模化生产，对手
工黄豆酱制作技艺进行拯
救、传承。“这项手艺在俺家
也传承几代人了。从小看父
亲做黄豆酱，每当看到金灿
灿的黄豆变成香喷喷的豆
酱，我都感觉很神奇。”韩俊
荣说，他也希望这项老手艺
能一直传承下去，便答应
了。之后，南街村集团公司
调味品分公司设立场地，由
韩俊荣担任负责人和技术指
导，进行规模化生产。如
今，公司在全国开设了30个
销售网点，年产黄豆酱约80
吨，产品销往多个省市。

“现在的制作工艺融合
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核心技
术，也加入了现代化的技术
手段。比如，大规模生产用
的是宽 2 米、长 16 米的池
子，在室内发酵，机器搅
拌。发酵室利用现代技术来
实现‘日晒夜露’，既能保
持传统晒制工艺的特色，又
干净卫生。”韩俊荣说，近
两年来，他把这门手艺传给
了南街村集团的多名员工，
并把南街村集团公司职工吕
永甫培养成了第五代主要传承人。目
前，该公司的 30多名员工也都在学习
制作。

时间，既是令黄豆转化成酱料的“魔
法”，也是对这项古老技艺传承的考验。

韩俊荣认为，要将手工黄豆酱制作技艺传
承下去，必须在坚守传统中创新。“相信
年轻一代会用他们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优秀
传统文化的记忆和认同，把这项老手艺传
承下去。”韩俊荣说。

舌尖上的非遗独具“酱”心

南街村集团公司调味品分公司员工在制作黄豆酱。
南街村集团公司调味品分公司供图

之十一“关注漯河非遗”系列报道

■周桂梅
舞阳县保和乡关庄村位于舞阳县保和

乡西部，距离漯河市区约60公里，距离
舞阳县城区约 13 公里，西北临 330 省
道。村子紧靠澧河北岸，甘江河在村西汇
入澧河。相传，明代关姓从山西洪洞县迁
此建村，故名关庄。

关庄村流传着有关清朝郡马的传说。
明末清初，关庄村有一姓关的财主，他

喜欢置买田地，据说舞阳至叶县的田地都归
属在他的名下。老百姓要想从他手中租种一
些田地，必须出三倍的价格才行。这可苦了

当地百姓，大家给他当牛做马，生活极其贫
苦。

关姓财主倚仗财大气粗欺压百姓、肆意
妄为。时间长了，他竟敢不向朝廷纳粮。每
当朝廷派人来催促他纳粮，他都找各种理由
拒绝。于是，朝廷就委派当朝郡马王大人来
关庄督查此事。

郡马微服私访，以商人名义入住关
庄，高价从关姓财主那里收购田地，不久
关姓财主的土地就所剩无几了。关姓财主
找到这位商人，问他哪来这么多钱财买
地。这时，郡马的随从亮出尚方宝剑，大

声喝道：“郡马爷王大人在此，还不快快
跪下认罪！这次朝廷不惜万两黄金赎回
田地，为的就是一方百姓有衣穿、有田
种。”

关姓财主一听吓傻了，他没想到朝廷
会用这种方式来整治他。所有的田地都被
巧妙地买走了，换取的银两也被郡马分给
了当地老百姓。现在他一无所有，往日的
威风一扫而光，再也没脸在关庄待下去，
只好连夜携眷逃走了。

后来这位郡马就在关庄落了户，如今
在关庄村村北还有王姓郡马的墓。

在关庄村，还流传着“关公过河”的
传说。

关公，即关羽，被民间奉为财神，在
人们心中有很高的地位。

关庄村在澧河北岸。过去，由于两岸
没有桥梁，村民们来往靠摆渡船过河。有
一摆渡艄公住在澧河北岸。他虽然长年累
月辛苦摆渡，仍是一贫如洗。

这天夜晚，月朗星稀，对岸有一个牵
马的人吆喝着要过河，摆渡的艄公很不乐
意，但为了挣钱糊口，还是把牵马人摆渡
过河。临下船，艄公要摆渡钱，牵马人没
有给钱，只是拍了拍马屁股，马拉了一些
屎蛋蛋。那人牵马下船，转眼不见了。艄
公很不高兴：过
河不仅不给钱，
反而让马拉了一
船头！就把马粪
都扫进了河里。

第 二 天 一
早，艄公看到船

头没打扫干净的马粪全是一粒粒金子，这
才恍然大悟：昨夜过河的定是财神关公！
艄公做了一条新的渡船，在岸边立了关公
神位，天天烧香还愿，祈福求财。后来，
这里香火越来越旺，关公神位处就成了关
帝庙，河北岸的庄子就叫关庄。

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当年的关帝
庙已不复存在，唯有美丽的传说留了下
来。

新中国成立前，关庄村村南的澧河上
有一座48孔桥。当年为了阻断日寇向西
进发，这座桥被炸毁。桥炸毁后，鲁山、
宝丰、平顶山等地的车辆无法通行，人们
就造了一艘大船，在关庄村挑选了30名
青年做船夫摆渡。

新中国成立后，关庄村村民王会、任
挺彦、王合、王晴等都曾在关庄渡口做过
艄公，为两岸群众摆渡。

随着社会经济和交通的发展，当地政
府在渡口处修建了一座木桥，直通关庄
村，当地百姓称这座桥为“半河木排
桥”。随后，政府部门又在这里修建了混
凝土双曲拱桥。2003年至2004年，此处
建成澧河大桥，成为通往平顶山、鲁山的
交通要道。桥上车辆每天川流不息，一派
繁忙景象。

关庄村村名的故事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10月
21日，我市举行由文联主办、市
音乐家协会承办的原创歌曲《百
年红船》创作研讨会。

歌曲《百年红船》的词作者
是我市 76岁的知名词作家刘贵
生。从10月1日起，香港卫视文
旅台 《世界华语原创音乐金曲
榜》栏目推出了系列礼赞伟大祖
国的优秀原创歌曲展播。由刘贵
生主创歌词、我省知名作曲人陈
黎谱曲、国内知名男中音歌唱家
周楠演唱的歌曲《百年红船》，成
功入选香港卫视文旅台《世界华
语原创音乐金曲榜》榜单。该作
品通过亚太5号、6号卫星在全
球157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循环展
播。在参加此次展播的 23首歌
中，《百年红船》 点击率排在第
一位。

研讨会上，刘贵生谈了自己
几易其稿的创作经历，分享了投
稿参加香港卫视文旅台《世界华
语原创音乐金曲榜》 展播的体
会，希望以后能与漯河音乐人互
相交流、共同进步。

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马光
辉表示，《百年红船》是在建党百
年之际创作的向党献礼的主旋律
音乐作品。这首歌为社会认可、
为人民认可，产生了积极的社会

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宣传和推介
了漯河。刘贵生多年来笔耕不
辍，这么大年龄依然活跃在音乐
创作一线，以一颗童真的心始终
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创作的执
着。正是缘于这种热爱，他才
自己出钱请人谱曲、录音、演
唱、制作视频；正是缘于这种
热爱，他才厚积薄发，取得可
喜可贺的成绩。希望以此为契
机，激发我市音乐家协会会员
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在振
兴漯河音乐事业的同时宣传漯
河、推介漯河。

我市青年音乐人张继伟、王
慧、陈希、李鑫、徐自明等认
为刘贵生的 《百年红船》 是自
我的一次转型突破，为漯河音
乐人树立了榜样。大家敬佩痴
爱歌词创作的刘贵生老师，认为
精雕细琢才能出精品，以后将
沉下心来，坚守音乐情怀，多
创作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的音乐作品。

市音乐家协会主席周晓东祝
贺刘贵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希
望他创作更多、更有影响力的作
品来。希望漯河的音乐人无论作
词、作曲还是配乐、制作，都要
多钻研、多学习，提升素质，弘
扬真善美，讴歌新时代。

歌曲《百年红船》
创作研讨会举行

康庄文化合作社的志愿者在舞阳县孟寨实验学校开展河南坠子教学。

关庄村村南的澧河大桥。

两宋时代，有两幅最具代表
性的青绿山水代表作，一幅是如
今广为人知的王希孟的《千里江
山图》，另一幅则是赵伯驹的《江
山秋色图》。

赵伯驹是著名山水画家，工画
山水、花果，《江山秋色图》就是
他的代表作。

《江山秋色图》是一幅典雅、
富丽、精致的全景青绿山水画杰
作。画家在此幅作品中重点表现
了千岩竞秀的宏伟气势，以造成
一种灵动而神秘的气氛，使人有
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在布局上，赵伯驹采用传统
的散点透视法，将高远、平远和
深远适当结合起来，造成开合有
度的效果，在多变之中有一种和
谐的整体感。他所画的是北方山

水，群峰绵密、重峦叠嶂，仅在
卷之前部有一条长河曲折蜿蜒而
远逝，后卷但见崇山峻岭错落连
绵、虚实相生。

这件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画
独特的美学意蕴。画中有车马行
旅、登山越岭者，有闲步竹径、
放牧林间者，有荡舟江山、待渡
岸际者，有垂钓水滨、倚门遐思
者。人物比例虽然很小，须眉却
隐约可见，笔简形具，栩栩如
生。

赵 伯 驹 画 此 作 时 身 居 江
南，对北方崇山峻岭的细致描
绘或多或少地表达了他对故土
的思念情怀。从这个角度来
看，《江山秋色图》 有了凝重的
现实意义。

据《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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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伯驹《江山秋色图》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