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华强
关 于 “ 编 纂 ” 与 “ 编

撰”，许多同志认为，二者是
可以通用的。但从字理的角度
看，它们的字义和职能是明确
的。

《说文解字·糸部》：“纂，
似组而赤。从糸，算声。”“纂”
是形声字，“糸”作形旁，表示
丝线；“算”作声旁，表示读
音。本义指赤色的丝带。由编织
丝带引申指集中性的编排整理，
特指书籍的编辑，所以“编纂”
应用于资料多、篇幅大的著作，
如编纂字典、词典、百科全书
等。我国东汉学者许慎收集当时
所见到的9353个正篆及1163个
古、籀等重文，首创部首编排
法，运用“六书”解释汉字，前

后至少耗费了21年时间，编纂
了我国第一部字典 《说文解
字》。这里用“编纂”更准确恰
当。

“撰”在《说文解字》中作
“譔”。《说文解字·言部》：
“譔，专教也。从言，巽声。”
“譔”是形声字，“言”作形旁，
表示说教；“巽”作声旁，表示
读音。本义指专心教导。由教导
引申为著述。为表明其意义由说
教义转变为著述义，形旁由

“言”演变作“手（扌）”，写作
“撰”。《集韵·狝韵》：“譔，述
也……通作撰。”“属辞记事曰
撰”。“撰”指编写资料相对较
少、内容单一的诗文或书籍，
如：他编撰了一本关于汉字文化
的书。

编纂与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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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左小正 李宜书
近日，召陵区万金镇栗门张村名列我

市 2021 年“景区化美丽乡村”公示名
单。栗门张村是一个怎样的美丽乡村？11
月24日，记者慕名前往采访。

栗门张村位于召陵区万金镇东南隅，
南与上蔡县接壤、东与商水县毗邻，是一
个古朴但不乏现代气息的村庄。在村中漫
步，洁净的道路两旁是一栋栋漂亮的楼
房，精致的墙绘随处可见。

栗门张村原支书张长发、村小学原校
长张相臣陪同记者采访。聊起村里的情
况，两位老人介绍，全村共894户，几乎
没有外姓，从村东到村西，该怎样称谓，
辈分丝毫不乱。村内还有保存较为完好的
祠堂。“一本同善良，宗祖德克昌。和顺
敬承道，礼仪振家邦。”小小村落，古风
犹存。

穿过一条条小巷，记者来到张家祠
堂。祠堂前小河静静流淌，影壁立于门
前。祠堂是一个封闭的小院。为了保护祠
堂，有专人掌管钥匙，并负责祠堂的日常
管理。听说记者来采访，保管钥匙的村民
欣然打开铁门。

“忠孝传家德为本，仁义处世信当
先。”进入院中，松柏翠绿，大殿红色柱
子上的两行大字映入记者眼帘。张长发
告诉记者，村里人称祠堂为大殿，是族
人祭祀祖先或先贤、商议族内重要事务
的场所。逢初一、十五、清明节等日
子，很多本地甚至西华等地的张姓人都
会来祭奠祖先。

祠堂内，正中是一块“张氏始祖暨始
祖妣之神位”的石碑，上书“源远流
长”；左侧是一通2004年新立的“张氏始
祖碑志”石碑，上书“万古长青”。据介
绍，现在的祠堂是 20世纪 80年代重修
的，但祠堂有些东西是一代代传下来的，
比如上书“张氏先祠”字样的大门牌匾，
就是个老物件。

“张氏始祖碑志”记载了栗门张村张
姓的来历：“鼻祖一妹一弟生于山西洪
洞，明初迁居河南西华。始祖姑许于李门
寓金盆村。我鼻祖在城西南隅，亦距城百
一十里，村号栗门张。”

那村子为什么叫栗门张？出生于这片
土地上的作家潦寒在《高高的栗木门楼》
一文中讲到了栗门张村村名的由来。

潦寒在文中介绍，张氏始祖迁徙至此
后，张氏一族一代代昌盛起来。不知到了
第几代，张氏一门五个儿子同时考中秀
才。为了留住这份荣耀，族人便给这五个
秀才建起了五人走马门楼。1999年，最后
一座门楼被村民扒掉重建时，发现门楼上
的木料全都是栗木，因而栗门张村村名的
由来与栗木有很大关系。

关于村名还有一个传说。清朝时期，
栗门张归属西华县管辖，村民每年交税
纳粮都要去西华县城。那年夏天，张木
匠赶着牛车进县城交粮时，发现县衙门
楼盖得精美别致，就找了几根高粱秆，
按照一定的比例尺寸，仿县衙门楼做了
一个模型。回到家后，他按照秸秆模型，
在村子里建起了一座门楼。门楼建成后，
细心的人用尺子量了一下，与西华县县衙
门楼一寸不差。这件事轰动了整个西华
县，甚至惊动了县太爷。县太爷坐着轿子
来到栗门张村，看着张木匠建的门楼，赞
不绝口，兴之所至，还题了个匾额——栗
门张。从此，栗门张这个村名便流传下
来。

在栗门张村，最传奇的是出身武术世
家、“急公好义”的张宝德“力敲耙棱，
双臂拔树”“单臂震老槐”的故事。张长
发津津有味地向记者讲起了张宝德的传
说。

相传栗门张村一年一度的青苗会很隆
重，每逢青苗会村里就会唱两台大戏，吸
引周边十里八村的人都来看戏。村里热闹
了，就有一些卖艺的人前来“扎场子”。
按照当地的风俗习
惯，凡是来此卖艺的
艺人都要向围观的群
众报上名号，再说一
些谦虚的客套话。有
一年的青苗会，有个
卖艺的扎起场子后，
吹嘘自己的武功好，
耍钢鞭时如果有人能
将小石头砸到他身
上，奖 10 斤油条。
这人的功夫的确了
得，钢鞭舞得滴水不
漏，有人往里扔铜
钱，果真被挡在外
边。“别说是钱，就
是老天下雨，我抡起
钢鞭，也淋不到我身
上一滴。”那人越说
越夸张。张宝德听
后，想教育一下这个
人，让他知道人外有

人山外有山，便拿起一个篮子扣到了那人
头上。那人急了，拿起一把刀追着张宝德
砍。张宝德顺手从路边的摊子上拿了几棵
甘蔗边抵挡边跑。卖艺的挥舞着手中的刀
紧追不放。张宝德并不还手，只用手中的
甘蔗来回遮挡。追了一阵，眼看手中的甘
蔗越来越短，张宝德扭头对卖艺的人说：

“不要再追了，你顺原路回头看看，砍断
的甘蔗是不是一样长。如果不一样长的
话，你再砍我不迟。”卖艺的听后，停下
脚步，拾起砍断的甘蔗一比，确实都一样
长。“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卖艺的
人心服口服，非要拜张宝德为师。这个故
事足以说明张宝德武功超群。

“原先村里人大多种地务农。后来，
家庭手工业发展起来，村里先后出现了
磨面、弹花、纺线等手工业加工厂。这
些年，许多人盖了新房、买了汽车。如
今，我们村天蓝水清、干净整洁，被拟评
为漯河市‘景区化美丽乡村’。大伙儿正
迈步走在乡村振兴的小康路上。”张长发
言语中带着骄傲与自豪，“再往前走你会看
到初心湖、家风亭、芳泽留园等。”果
然，往前走100多米，便看到他所说的初
心湖，湖边林木茂盛，还有别致的亭台，
不少村民在湖边抛竿垂钓，怡然自得。

“问我先祖哪里来，山西洪洞大槐
树。问我栗门张在何方，在那口口相传的
故事中、代代相传的辈分里，也在那驶向
故乡的3路公交车上……”返回的路上，
回望渐渐远去的村庄，村民这意味深长的
话语在记者耳旁回响。

栗门张：古风犹存的美丽村庄

■陈全义
11月27日晚上8点，央视一套《中国考

古大会》节目解锁考古密码，探寻中华文
明，播出了《探秘八九千年前的家园——贾
湖》，让我们穿越八九千年的时空，共赴
贾湖遗址，开启探秘之旅。（见《漯河日
报》12月3日01版）

在贾湖，叩响人类文明之门。贾湖遗
址位于舞阳县贾湖村，距今约 9000 年至
7500年，是淮河流域迄今发现最早的、同
时期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被列
为 20 世纪中国 100 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尤其是贾湖骨笛，名副其实的“中华第一
笛”，这可不是“吹”的，虽历经九千年
岁月洗礼，仍能吹出婉转悠扬的乐曲，一
举改写了中国和世界音乐史。贾湖文化是

“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第一个具有确定时
期记载的文化遗迹”，是“人类从愚昧迈
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思路新奇，科技赋能。《中国考古大
会》秉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
起来”的创作初心，运用探秘空间、专家

解读、舞蹈演绎、实景纪录、全息影像等
形式，借助场景复原和科技手段，揭开了
一本“无字地书”，带领我们走进贾湖先民
笛声悠扬的桃花源，感受先民探索未知的
精神。该节目将虚拟与现实相结合，将历
史与当代相结合，将考古发掘研究与史海
钩沉熔于一炉，梳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
的历史脉络，让历史会“说话”，让文化

“活”起来，打造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
“复活”了贾湖先民筑建房屋、耕种水稻、
驯化家畜、制作陶器、结网捕鱼等生活场
景，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
明的重大贡献，讲述中国考古工作背后所
承载的文化特质、民族精神和时代价值，
令人耳目一新，不仅吸引了观众的兴趣，
还普及了考古和历史知识。随着该节目的
播出，惊艳世界的贾湖遗址再次令人瞩目。

这不禁让人想起河南卫视的“破圈”
逆袭。今年以来，河南卫视围绕“中国节
日”打造了系列特别节目，从 《唐宫夜
宴》 到 《元宵奇妙夜》《清明时节奇妙
游》《端午奇妙游》《七夕奇妙游》《中秋

奇妙游》《重阳奇妙游》，通过深度挖掘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与转变呈现方式，打造出
一场又一场惊艳观众的视听盛宴，让文化

“活”了起来。该系列创意节目展示了瑰丽
多彩的中华文明，让优秀传统文化可视、
可听、可感，翩若惊鸿，矫若游龙，令人
难以置信的美丽，引发公众强烈的情感共
鸣，屡次登上热搜榜。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高度
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何让文化

“活”起来，变得老少皆宜、喜闻乐见？
《中国考古大会》 和“中国节日”系列节
目提供了典范。笔者认为，首先是思维创
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
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
最鲜明的民族禀赋。我们要立足新时代，
寻找新思路，解决新矛盾，打开新局面，
开创新境界，提升新水平，善于把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
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

展中继承。其次是技术赋能。运用现代技
术形式，融合虚拟场景和现实舞台，让历
史走进现实，制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奇妙之
感，唤起人们的历史情感，增强人们对中
华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再次是文化自信。
悠久的中华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是文
艺创新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深耕优秀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是根本。优秀
的文艺作品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还有很多值得我
们挖掘，在坚守传统中大胆创新、融
合，民族艺术、传统文化定能彰显出强
大的生命力。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
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面对传
统文化宝库中的件件珍宝，我们要找寻传
统文化与现实的连接点，守正演绎，创新
表达，让文化“活”起来，向社会传递中
华文化之美，用新时代的审美风尚，讲好
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

让文化“活”起来
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李 季
临颍阁老洞位于县城南大街南段西

侧，为明代嘉靖年间大学士贾咏所建。贾
咏于嘉靖三年任吏部左侍郎，入内阁，后
升礼部尚书，加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
务，被称为“贾阁老”。嘉靖六年，贾咏
以病告老还乡，回到临颍城南安居，在宅
院内建地下室，夏天存放瓜果以保鲜，冬
天安放花草、蔬菜以防冻。这个地下室被
人称为“阁老洞”。

贾咏为官清廉，勤政爱民，回临颍
后家居二十余年，达官贵人求见，均
闭门不见。贾咏与乡邻和睦相处，设
义田周济贫困之人。民间关于他的传
说很多，但流传最广的还是“贾阁老
诓娘娘”的故事。相传嘉靖皇帝有一
贵妃姓孙，生得花容月貌、国色天
香，深得皇帝宠爱。这孙贵妃没有什
么别的爱好，就爱看稀奇景儿。这年临
颍大旱，灾民遍布乡野。贾咏奏报皇

帝，皇帝却不把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
贾咏就想让孙贵妃亲自到临颍去看看灾
情，于是悄悄告诉她，临颍有天下四
奇：一奇曰一步二十三眼井，每眼井里
的水味道都不一样；二奇乃文庙有二百
夹竹桃，花开时艳若云霞；三奇为铁山
庙，袖珍玲珑；四奇是望京楼，高大巍
峨，站在楼上就能看到京城。如此奇
观，孙贵妃可从来没有见过，就要求贾
咏带她去看看。贾咏就这样把孙贵妃骗
出了京城。

到临颍后，贾咏先带孙贵妃到城南门
外看井，孙贵妃原以为一步之内有二十三
眼井，没想到只是在盖井的两块石头上凿
了三个眼，是一步二石三眼井。再到文庙
里看二百夹竹桃，原来是两棵柏树中间种
着一棵夹竹桃，为两柏夹竹桃。那铁山庙
当然不是在铁山上盖的庙，而是贴着一
户人家的一面山墙盖的一座小庙，叫贴
山庙。而望京楼是县衙前的鼓楼，站在

上面根本看不了多远。孙贵妃知道上了
贾咏的当，不禁大怒，贾咏急忙跪下说
出实情。孙贵妃一路确实见到许多灾
民，回宫后据实禀告皇帝，并为贾咏求
情。嘉靖帝颁布诏令救助临颍灾民，并
念贾咏爱民心切，未治其诓骗娘娘之
罪。临颍百姓感念孙贵妃恩情，在城东
为其盖了一座庙，并在庙内供了一尊孙
贵妃的塑像。庙建成后，有戏班子来唱
戏，乡邻纷纷赶来听戏，卖吃食、卖杂
货日用品的跟着赶来，逐渐形成娘娘庙
绠会，一直延续至今。

贾咏在民间传说中是救苦救难的形
象，阁老洞建成的初衷是冬暖夏凉的恒温
室，岂知无意中却和主人一样，起到了救
苦救难的作用。

临颍置县设城，始于汉高祖六年。在
2000多年的岁月中，县城遭受两次灭顶
之灾。一次是在隋大业四年，旧城 （今
固厢乡城顶村） 被大水淹没，新县城南

迁至黄土岗最高处，即今之城址。还有
一次是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十二月
二十八日，这是临颍有史以来最寒冷的
一日。当时，临颍为李自成义军所辖，
明军总兵左良玉自郾城杀来，突然兵临
城下。城上开炮迎击，击毙左良玉两员
副将。左良玉大怒，遂下令攻城，城破
后纵兵杀戮。所幸代理知县雷敬儒在城
破前将300余名妇孺藏于阁老洞内，得
以幸免。雷敬儒藏好人后返回战场，中
乱箭身死。《临颍县志》 记载：自古屠
戮之苦未有甚于此者，左良玉退兵后，
尸骨遍地，直到清顺治初年，城内尚有
遗骸未葬。这一年距阁老洞建成已有百
年。

阁老洞初建时非常大，据说横道直
通百米外的县衙。历经近 500 年的沧
桑，现在洞内的横道只有5米长了，所
幸它还在，默默见证着逐渐被遗忘的历
史。

临颍阁老洞：穿越五百年历史沧桑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12
月3日，记者从市民间文艺家协
会了解到，近日，经河南省民间
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评
审，“漯河市‘说文解字’古
香”被认定为河南老字号。这是
继北舞渡胡辣汤后，市民间文艺
家协会成功推荐的又一省级河南
老字号招牌。

据《河南通志》《郾城文史资
料》《郾城县志》等记载，许慎去世
后，后人为纪念他，每逢初一、十
五、清明节等日子就在许慎墓或
许慎祠燃香祭拜。此外，文人查
阅《说文解字》时也常用燃香“计
时”。逐渐地，在许慎故乡便有人
开始制作“说文解字”古香。历史
上，“说文解字”古香随着有人外
出读书、做官、经商，逐渐流传到

各地。“说文解字”古香制作技
艺于今年被我市认定为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近年来，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高度重视河南老字号的挖掘、推
荐工作，着力推动具有鲜明特色
的制作、加工、生产的产品或传
承技艺的项目进行审评。通过认
定河南老字号，传承、弘扬优秀
乡土文化，打造传统产品品牌，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目前，该协
会正在进行第九批河南老字号调
查、认定、推荐工作。

据了解，河南老字号由河南
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工作委
员会、河南省民间文化遗产抢救
工程专家委员会、河南省民间文
艺家协会评审认定，每年评选一
次。

“说文解字”古香
获评河南老字号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近
日，河南省第十一届少儿曲艺大
赛结果揭晓。来自舞阳县的9名
孩子演出的节目《巨轮扬帆》获
得集体节目一等奖。辅导老师介
雪芹 、李艳惠获得园丁奖。

河南省少儿曲艺大赛由省曲
艺家协会全力打造，旨在展示青
少年艺术才华，推动曲艺繁荣发
展。出于疫情防控要求，本届大
赛采取了选送节目视频的形式，
由省曲艺家协会组织专家进行线
上评审。

陈梅生是河南坠子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舞阳

县创办了陈梅生河南坠子传承
基地，由陈梅生、李艳惠、介
雪芹、陈文玲等人担任授课老
师，于舞阳县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开设“曲艺课堂”，在当地
青少年中开展义务教学，现有
学员20多名。

“王新博作词、陈梅生作曲
创作了河南坠子 《巨轮扬帆》，
并挑选了 9 名小学员进行排
练。孩子们不负所望，最终获
得了集体一等奖。”介雪芹告诉
记者，她们将把荣誉化作动
力，继续在青少年中开展曲艺
教学。

省少儿曲艺大赛

舞阳少年获一等奖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沙澧水扶贫花开春竟艳，

孕育出舞阳县一颗明珠镶中原，
五谷丰登景色美，桃红柳绿赛花
园……”11月29日，在位于舞
阳县辛安镇康庄村的康庄文化合
作社活动室，合作社成员表演的
河南坠子唱段 《扶贫花开春满
园》，赢得了阵阵掌声。

康庄文化合作社成立于
2020年 5月。两年来，社员们
根据现实发生的故事编创曲艺
节目，并深入乡村、社区、党
校、学校进行演出。近期，舞
阳县康庄文化合作社为助力该
县脱贫成果提升，组织创作人

员深入乡村采风。11 月中旬，
由合作社成员闫献秋作词，陈
改丽、寇军娜、宋燕歌、李艳
惠演唱，创作了河南坠子唱段
《扶贫花开春满园》。 11月 20
日，该唱段被拍摄成视频节目，
在网络平台播放，引发网友热
议、点赞。网友们认为，这段河
南坠子唱腔亲切热情，唱词朴素
直白，既唱出了舞阳人民的心
声，又是为“脱贫成果提升年”
助力呐喊。

“希望通过这样接地气的节
目传播正能量，密切党群、干群
关系，为乡村振兴凝聚精神力
量。”创作团队成员表示。

康庄文化合作社

创作河南坠子 赞颂脱贫成果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栗门张村风景如画。

张相臣向记者介绍《张氏始祖碑志》记载的内容。

人文历史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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