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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姬石镇范寨村位于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北部，是一个拥有千年历史、充满
传奇故事的古村寨。村里有一座名为

“状元府”的清代建筑。据村民代代相
传，这是晚清民族英雄张从龙的家。如
今，“状元府”已成为村庄的名片，吸
引着四方游人前去拜访，倾听状元的故
事。

12月11日，记者来到范寨村。提及
“状元府”，村民们颇为自豪。在大家的指
引下，记者来到一处写着“状元府”的门
楼前。“原来‘状元府’的大门就在这
里，后来被破坏了。这个门楼是前两年新
修的。”有村民告诉记者。穿过门楼，记
者看到一处古建筑，为两层阁楼，长约
10米，高约6米，硬山建筑，布瓦顶，每
层开两个方窗。门正中上方有四个直径约
15厘米的门当，硬木材质，外沿有六星
图案。据传，清朝只有五品以上官员的家
宅才可以配置四个门当。室内木质楼梯和
二层楼板保存完好，一楼陈放着床、桌子
等旧家具。外墙重新粉刷过，但主体没
变，窗户、门、楼梯等物品仍是原建筑的
实物。虽经岁月洗礼，仍可以看出曾经的
端庄气派。

谈及房屋的主人，村民们纷纷表示，
这是清朝道光年间武状元张从龙的家。今

年70岁的村民张洲勋十多年来致力于研
究“状元府”，他告诉记者，据史料记
载，张从龙是山西临县人，自幼喜欢舞刀
弄枪，后拜名师学艺。道光二年中武举，
道光三年会试名列榜首，经殿试成为当年
的武状元。

张从龙和范寨村有什么渊源呢？张洲
勋说：“相传，张从龙得中武状元后，便
回山西老家祭祖。在祖坟内立旗杆，连续
三次均倒下。他向父亲询问原因，父亲道
出了实情。原来，张从龙本是范寨村人，
两岁时患麻疹，多方医治无效，父母误以
为其死亡，便用谷草包住丢在了村外的护
寨河边。当时，一名朝廷官员还乡路过此
地，发现张从龙一息尚存，便抱回家抚
养。张从龙得知自己的身世后，曾和养父
一起返回当年捡到他的原地，经过反复查
对，确认其是范寨村张氏家族张抢元之
子。而此时张抢元夫妇已去世多年。

后张从龙进京任职，向道光皇帝如实
禀告了自己的身世。道光帝听后深受感
动，便拨银两在范寨村修建了状元府、状
元阁、状元桥。张从龙曾参与禁烟运动、
抵抗外来侵略，后致力于海防30多年，
是一位晚清时期的民族英雄。

在范寨村，近200年来，张从龙的故
事经过几代人口口相传，流传至今，但

“状元府”已在岁月的洗礼中变得破旧不

堪。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近年来，范
寨村开始对“状元府”进行整修。清理
房屋周边的杂草，种上绿植；打扫室内
卫生，重新摆放了室内的桌子、床等老
物件。

村支书王彦军告诉记者，每逢重要的
考试，就有很多人来“状元府”为家里的
孩子祈福，保佑孩子学业有成。在“状元
府”故事的激励下，每年村里都有几个孩
子考上名牌大学。如今，修缮后的“状元
府”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景点，一到
周末，就有很多骑行爱好者和摄影爱好者

前来参观、拍照。
“目前，依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项

目，在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项目的同时，我们积极开展村内老建筑的
修缮和再利用，以此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未来，我们将按照上级部门工作部
署，以‘状元府’‘状元桥’‘状元阁’为
依托，挖掘‘状元’文化，将‘状元府’
打造成集休闲旅游、文化旅游、乡村旅游
于一体的旅游综合体，使天蓝、云白、水
清的古村落散发特有的魅力，助力乡村振
兴。”王彦军说。

千年古村寨 传奇“状元府”
编者按：

近日，我市公布了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包括舞阳县典当行、临颍县范氏民宅、
临颍第一党支部旧址、召陵区3515工厂工业建筑群等。日前记者探访这些老建筑，回望
历史，挖掘人文故事，展现老建筑的独特风韵，探寻其历史文化价值，以留住城市记忆，推
动老建筑的保护与传承，使其在新时代重新焕发光彩。

近日，《咬文嚼字》编辑部
发布“2021 年十大流行语”，
分别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小康”“赶考”“双减”“碳达
峰、碳中和”“野性消费”“破
防”“鸡娃”“躺平”“元宇宙”。

《咬文嚼字》是全国唯一以
“纠错”为特色的社会语文运用
刊物，倡导语文规范，提倡用
纯正美丽的语言讲述中国故
事。《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介
绍，2021年十大流行语的评选
坚持一贯的评选标准，考虑所
选条目的“社会学价值”及

“语言学价值”。
首先是反映年度特征。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批反
映我党100年来创造的伟大事
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现的
伟大担当与气魄的热词。“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是总书记对世
界发展大势作出的宏大论断，
也为中国未来的战略选择确立
了前提。小康社会是千百年来
中国人对经济繁荣、社会安
宁、家境富裕的向往和追求。
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史上的
奇迹，“小康”承载着新的时代
内涵、焕发着新的生命活力。

为什么“社交牛逼症”“社
交恐惧症”“社会性死亡”和今
年的网络语词“yyds”“绝绝

子”“夺笋”等没有入选？这就
取决于价值原则。

黄安靖说，语言不仅是交
流信息的符号系统，也承载了
丰富的社会文化信息。评选流
行语不仅是选择一个工具性符
号，也是对其中的价值信息作
出符合社会文明道德规范的甄
别。今年，“社交牛逼症”“社
交恐惧症”“社会性死亡”等

“三社”的落选就与这一考虑有
关。而“躺平”一词所蕴含的

“消极”色彩，通过词条阐释
作了积极引导，并明确指出：

“年轻人应理性地看待竞争，
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压力，永不
放弃，为理想和未来努力奋
斗。”

最后是提倡语言规范。评
选流行语要给母语增光添彩，
选择优雅、美丽、纯正的语言
符号，选出符合汉语结构规
律、符合汉语语法规范的语
词。今年，网络语词“yyds”

“绝绝子”“夺笋”等十分流
行。尽管不反对网友使用它
们，但《咬文嚼字》不赞成让
它们进入年度流行语榜单。比
如“yyds”这样的字母词不是
纯正的汉语词；“绝绝子”在构
成上“游戏化”倾向明显；“夺
笋”是纯谐音字符串，缺乏语
言学价值。

据《解放日报》

“2021年十大流行语”发布
双减、躺平、元宇宙等入选

相关链接

作为年度“汉语盘点”活动
最具网络特色的组成部分，国家
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日前发
布“2021年十大网络用语”，依
次为“觉醒年代”“YYDS”“双
减”“破防”“元宇宙”“绝绝

子”“躺平”“伤害性不高，侮辱
性极强”“我看不懂，但我大受
震撼”“强国有我”。

透过“十大网络用语”，一
幅幅鲜活生动的网络语言生活
画面跃然纸上。

2021年十大网络用语

■文/图 张文明
说起马鞍路，老漯河人

都知道，就是从公安街北口
向东、翻过铁路后那段东西
走向状似马鞍的大土坡。当
时过往的行人车辆比较多，
常常扬起弥天黄土，让人睁
不开眼睛。

马鞍路最红火的时候当数
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那里
是当时火车站的北货场，每天
送粮的马车、牛车、驴车等络
绎不绝。在货场的站台上，粮
包堆积得像一座座“山头”，火
车不分昼夜地装运货物也不见

“山头”削减——一批货物刚被
火车拉走，腾出的货位旋即又
被卸下的粮包堆成山。这时你
若站在大土坡的坡顶朝两边望
去，土路上车水马龙，黑压压
一片，全是载着粮包的车辆。
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里还
是经常“卡脖子”的路段。

为了确保车辆行人的安
全，铁路部门在这里设立了道
口，两侧设立栏杆，派专人看
守，昼夜值班。一旦有火车即

将驶来，值班人员就吹起预警
的铜号，放下栏杆，将两边的
车辆行人挡住，以免发生事
故。遇到干旱或雨雪天气，道
口的值班人员就更加小心翼
翼。天气干旱时，道口扬起的
尘土不利于瞭望，他们就扯起
水龙头喷洒清水，将尘土压
住；若是大雪纷飞、天寒地
冻，他们就拿起扫帚、铁锹扫
雪铲冰，确保车辆和行人通行
安全。

当时粮食局大院就在马鞍
路北边。每年春节到来之前，
人们就拿着供应的票证到那里
排队买米、买面。随着岁月流
逝，马鞍路两旁的法国梧桐渐
渐长成了参天大树。

到了2000年，随着滨河路
立交桥的建成通车，车辆、行
人从立交桥下畅行无阻，人们
再也不用翻越铁道，道口完成
了使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
台。以往的道口两旁立起了护
栏，昔日人们翻越“马鞍”的
情景只能在留存的老照片里去
回忆了。

马鞍路的变迁

行人、车辆穿过马鞍路（摄于1993年）

日前，由《语言文字周报》主
办的2021年“十大网络流行语”

“十大网络热议语”公布结果。
其中，上榜2021年“十大网络流
行语”的有“卷/内卷”“躺平”“破
防”“emo”“yyds（永远的神）”“夺
笋”“赓续”“社恐/社牛”“一整

个×住”“普信男/女”，入选2021
年“十大网络热议语”的有“建党
百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江山”“抗美援朝”“双减”“反诈”

“三孩”“元宇宙”“山东曹县”“饭
圈圈整治”“佛媛”。

本报综合

2021年十大网络热议语

范寨村范寨村““状元府状元府””

■文/图 本报记者 李宜书
中医药历史悠久、独具特色，一缕药

香穿越古今。日前，“尹氏中医理气解郁
疗法”入选第五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12月10日，记者来到舞阳
县人民医院，见到“尹氏中医”第七代传
承人尹亚东，了解这个中医世家的传承故
事。

百年传承 声名远播

清嘉庆年间，尹氏先辈尹国栋（1798
年~1872年）于九街镇行医，创药铺并自任

“坐堂先生”；二代传承人尹凤袍（1821年~
1891年）临证50余年，至此“尹氏中医理
气解郁疗法”已具雏形。尹氏中医历经
200余年八代人传承至今，积累了大量的
临床经验，所珍藏的医学书籍及药方等资
料弥足珍贵，对弘扬中医药文化起到了积
极作用。

尹亚东告诉记者，从他记事起，他的
爷爷尹清林就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
1935年，尹清林从河南省立开封一中毕
业后，回乡随父亲尹建芝学习中医。学成
后与同窗好友创“二林堂中西医联合诊
所”，“公私合营”时收归国有，为“舞阳
县九街镇卫生院”前身。1988年尹清林
创建“尹清林中医诊所”。遇到家庭条件
困难的患者，尹清林总是免费为他们看
病，乡亲们格外尊敬他。1996年5月老先
生辞世，辞世当天还在床榻上为病人诊
治，临终要求随葬收音机和纸笔——一是
爱听新闻，二是一辈子看病没有看够。

尹清林一生临证60余载，把尹氏中医
推向顶峰，“理气解郁疗法”成为尹氏中医
鲜明的特点。因为善于从气论治疑难杂症
且疗效显著，尹清林在病患中有“气先生”
的美誉，声名远播舞阳及舞钢、西平、叶县、
襄县、平顶山等周边。曾著《气郁述论》一
卷十三篇，可惜后来损毁，仅存世《气滞血

郁的一些探讨》手稿一篇。
据介绍，“尹氏中医理气解郁疗法”通

过理气解郁，治疗气机失调导致的脾胃、
肝胆、肠道、妇科、心脏、精神等各科疾
病，理、法、方、药上独具特色，临床疗
效显著，丰富、完善了传统中医药治疗方
法，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
价值，受益患者众多，社会认可度高。

幼承庭训 家学渊源

尹亚东现任舞阳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主任中医师，河南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特聘专家，民
革漯河市直三支部副主委。他是医学硕
士，医术精湛，常年坚守在一线，用医者仁
心打动患者，用实际行动传承中医文化。

“我小时候经常帮爷爷和父亲切药、
洗药，为学习中医打下了基础。”尹亚东
说，自幼耳濡目染，他对中医产生了浓厚
兴趣，从小就立志从医。高中时，爷爷尹
清林特意把中医诊所开至尹亚东就读的高
中附近。课余及星期天、节假日，尹亚东
就跟随尹清林侍诊、处方、取药。上大学
前，他已经可以运用纯正的中医方法独立
看病。在河南中医药大学学习期间，尹亚
东在整理、挖掘、传承家传传统中医药文
化的同时，博采众长，形成了独特的中医
诊疗特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在长期
的坐诊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病案、医案，
尤其在继承发扬家传“理气解郁疗法”方
面颇有建树。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源自
中国古典医籍的“三药三方”在疫情防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治疗专家组中医

成员，尹亚东和专家组其他同事一起为疑
似及确诊病人制订中西医协同诊疗方案，
连续撰写疫情防控相关信息十余篇，为党
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2020年12
月，他被民革中央评为抗疫工作先进个
人。尹亚东说，治病救人、做有益于社会
的人是他做医生的初心。

言传身教 薪火永续

中医药文化的传承是多方位的。尹亚
东认为，中医的传承更多的是 “家师传
承”，父子相传、师带徒，这是中医药文
化一种重要的传承模式。尤其“中医世
家”，既可完成学术的完整继承，也更易
形成独特中医流派，造就中医大家。

尹亚东正是通过言传身教，用良好的
医德医风影响周边人的思想、行为，在临
床实践中传承延续中医药文化。他的儿子
尹在田是“尹氏中医”第八代传承人，就
读于河南中医药大学（马来西亚）仲景学
院17级中医专业，已发表《百年传承、
薪火永续》等国家级专业论文两篇。除培
养家族子弟外，尹亚东依托舞阳县人民医
院“尹氏中医传承工作室”，拓展“尹氏
中医理气解郁疗法”的治疗范围，同时做
好传承人的培养和项目总结，还招收有学
徒数名。

“在传承中得到创新、在创新中实现
传承是中医发展的必然之路。”尹亚东
说，“‘理气解郁疗法’是我家数代人的
心血结晶，是有特色、有创新的中医疗
法。接下来我会进一步拓展该疗法的应用
范围，努力提高疗效，积极带徒传承，以
造福更多患者。”

尹亚东：传承弘扬中医文化
之十二“关注漯河非遗”系列报道

尹亚东（右）教徒弟认识中药

宋向进钢笔画《家乡的桥》

■本报记者 张玲玲
钢笔是常用的书写工具。在33岁的漯

河小学教师宋向进手中，钢笔被赋予了绘
画功能。12月7日，记者采访了宋向进，
了解他创作钢笔画的故事。

2013年，宋向进从陕西师范大学毕
业后进入漯河小学工作，成为一名美术教
师。多年来，画画是宋向进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我上大学时学的油画专
业。油画创作需要整块儿时间，但我工作
后每天都有烦琐的教学任务，平时很少有
时间进行油画创作。”宋向进说，他只能
利用碎片时间画画。为了方便创作，他开
始用钢笔作画，一支钢笔和一本速写本成
为他随身携带的必备品，“随时随地都可
以作画。”

油画和钢笔画运用的工具和材料完全
不同，学习钢笔画等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
领域。“钢笔画通过线条的长短变化和轻重
疏密组成黑、白、灰调子来表现物象，颜
色深浅也是由线条排列来实现的。”宋向进
说。

对于喜欢的事情，宋向进有用不完的

精力和激情。他购买钢笔绘画类技法书籍
和钢笔画名家精品集学习、临摹，向同学
和朋友请教，在网络上搜索相关知识。经
过不断摸索、刻苦钻研，宋向进的钢笔画
画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翻开宋向进的钢笔画作品册，一幅幅
作品就像一张张黑白照片，黑白对比强
烈，线条刚劲流畅、疏密有度，画面效果
既逼真又富有韵味、既写实又生动，给人
一种特别的美感。宋向进的创作题材广
泛，包括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生活日
常、动物等。用他自己的话说：“世间万物
皆可入画。生活中从来不缺少美，只要你
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画册上有多
幅漯河风景画，精致入微，给人以身临其
境之感。他画的校园一隅、沙河渔夫、练
琴学生等，充满了浓厚的生活气息。

如今，宋向进已经画了近30本钢笔
画。这些画册记录了他的成长、见证着他
的进步。“你看，这几本是开始学画时的作
品，虽然远看挺好，但近观细看就会觉得
线条很乱。再看最近的作品，不管远看还
是近看都很美。一个成熟的钢笔画家，要

对线条有高超的驾驭能力。”宋向进拿着画
册向记者介绍道，一幅作品需要画成千上
万笔。经过一笔一画反复练习，才有了这
些作品。

在创作中，宋老师最开心的事情就是
发现周围美好的事物，然后通过手中的钢
笔描绘出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和感受。“对
我来说，画画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之前画
过‘儿时记忆’系列，包括老式电视机、

柜子、梳妆镜等老物件，再现了儿时的生
活场景，对‘80后’触动很大。”宋向进
说，“有时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些很美的照
片我也会用钢笔画下来。总之，每天都坚
持画两笔，越画越有劲头。”

“近几年漯河的变化挺大的。我希望用
钢笔记录下这些变化，用绘画的方式见证
家乡的发展。这也是这个伟大的时代赋予
我们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宋向进说。

宋向进：用钢笔描绘家乡美景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