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全义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从 12 月 17 日起，电影
《跨过鸭绿江》 公映，《中国人民
志愿军战歌》 气势磅礴、雄壮激
昂的旋律再次让人热血沸腾。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电
影 《跨过鸭绿江》，是一部全景
式、史诗性展现抗美援朝战争的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以中国
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
德怀的视角，讲述了从中央领导
的战略思维、志愿军将领的战场
谋略、前线志愿军战士的浴血奋
战等多个维度的故事。电影素材
基本取自 40 集同名电视剧 《跨过
鸭绿江》。与电视剧相比，影片
堪称电视剧的精华版，在时间和
节奏方面显得更紧凑，震撼人心
的战争场景和细腻的特写相结
合，真实、立体、全面地再现了抗
美援朝战场血与火淬炼的历史画
卷。

欲铸剑为犁，奈何烽烟起。
71 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奔赴抗

美援朝战场，交战双方力量极其
悬殊，志愿军是在饥无食、寒无
衣且补给线不断被敌机狂轰滥炸
的情况下，以血肉之躯铸成保家
卫国的钢铁长城，凭着“捐躯赴
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气
概，打败了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武
装到牙齿的机械化部队联合国
军。这是一场胆识、智慧和意志
的较量！中国人民志愿军创造了
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奇迹。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电影 《跨过鸭绿江》 兼具史实
性、艺术性、思想性，从国际视
野出发，多维度再现了抗美援朝
战争中东西两线和五次战役中一
场场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战
斗，还原了那段艰苦卓绝的历
史。松骨峰阻击战、长津湖战
役 、 铁 原 阻 击 战 、 上 甘 岭 战
役 …… 杨 根 思 、 黄 继 光 、 邱 少
云……一场场动人心魄的战斗，
一个个英勇无畏的形象，一句句
荡涤心灵的话语，让人热泪盈
眶、心潮澎湃。

“ 打 得 一 拳 开 ， 免 得 百 拳
来 。” 抗 美 援 朝 战 争 的 伟 大 胜
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
世界东方的宣言，是中华民族走
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
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
家国安宁，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
不畏强暴的钢铁意志。这一战，
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儿，充
分展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顽
强品格。这一战，让全世界对中
国刮目相看，充分展示了中国人
民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这
一战，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
界，充分展示了敢打必胜的血性
铁骨。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
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
挡的历史潮流。这一战， 打 出
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的
骨气，打出了民族尊严，打出
了新中国数十年的和平，更打
出了世界新的格局。在波澜壮
阔 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锻造了伟大“抗

美援朝精神”。这一伟大精神将
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
富，必将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战胜一切
强大敌人。

“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
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
世代发扬。”71年过去了，英雄从
未走远，他们舍生忘死的战斗精
神依然熠熠生辉，不惧冰火的钢
铁意志仍旧屹立于天地间。英雄
之光，辉照历史；英雄文化，激
荡时代。英雄是民族的脊梁。一
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
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国家的诞
生、社会的安定，背后是千千万
万向死而行的英雄，是无数不能
被遗忘的悲壮事迹。每一位为了
民族独立复兴、国家繁荣富强、
人民自由幸福英勇捐躯的英雄都
值得我们永远缅怀，每一种视死
如归的崇高精神都值得我们永远
崇敬。英雄精神就是我们的民族

精神，是激励我们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伟大的梦想需要伟大的精神
支撑。英雄是一面永不褪色的旗
帜，是引领风尚的时代标杆；英
雄精神是我们扬起的风帆，是推
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中华
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
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需
要英雄情怀。”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英雄梦。我们缅怀英雄、崇
尚英雄、礼赞英雄、学习英雄，
就是要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
血脉、弘扬英雄精神，让英雄精
神薪火相传、照亮逐梦征程，让
积蓄已久的复兴能量尽情释放。
如此，我们的家园将更加安定和
谐，我们的国家将更加富饶强
盛，我们的生活将更加幸福美
好！

当代中国，江山壮丽，人民
豪迈，前程远大。让我们雄赳
赳、气昂昂，昂首阔步踏上新时
代长征路，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继续奋勇前进！

让英雄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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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王 培

在郾城区新店镇台西村和台
东村，有凌云台、九女冢等历史
遗迹，有“梁上君子”的故事与
传说。近日，记者来到这里，探
寻历史留下的印记。

凌云台留下美丽传说

凌云台位于台东村和台西村
中间，为一凸起的高地，南北长
125米，东西宽120米，高出周
围地面4米至6米。台子南边是
一个斜坡，顺着斜坡向上，就能
看见一个大门，上面写着“凌云
台”三个大字。来到台上，斑驳
的大门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
桑，中间长长的走廊尽头是一所
小学。

“这上面原来有个庙，后来这
里建成了学校。”88岁的村民王
国法说。

关于凌云台，有许多民间故
事。凌云台即指魏文帝凌云宫。
据资料记载，建安二十五年
（220年） 正月，曹操病死在洛
阳。十月，汉献帝禅位于曹丕。
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禅台接受玉
玺，建立魏朝，史称魏文帝。后
来，曹丕在距受禅台三十里建造
行宫。凌云台由此而得名。

相传，曹丕在繁阳亭登上受
禅台接受玉玺时，突然有一只凤
凰从受禅台后凌空而起，翩然南
翔，落在距受禅台三十里处的一
口浅井里。后来凤凰不见了，井
口却出现了一块四方形的裂青
石。凤凰再次起飞时，竟在平地

隆起了一高台，它没能挣脱被压
在地下。曹丕十分激动，把这个
高台视为他的发祥地，遂下令建
造行宫。此高台就是后来的凌云
台。

凌云台还有一个名字叫“凌
云栅”。史载，唐元和九年，彰义
军（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
子吴元济领兵作乱，威胁东都洛
阳。唐宪宗发兵九万讨伐，数年
攻克不下。中书侍郎平章事裴度
请战，亲督大军驻扎于洄曲镇
（今郾城区裴城村）。吴元济为抗
拒裴度东伐，曾驻军凌云台，并
筑大栅于台上。在裴度的攻打
下，吴元济弃栅而逃。所以说，
凌云台又称“凌云栅”。

凌云台多年来吸引了不少历
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此调查研
究。据考证，凌云台上不仅留有
汉唐遗迹，出土的文物及断崖处
的遗迹表明这里还是新石器时代
遗址——出土的石器有斧、锛、
刀、铲、凿、镞等，出土的陶器
有鬲、豆、瓮等。凌云台还被河
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神秘墓冢历经沧桑

位于台西村北的九女冢相比
凌云台历史更悠久，当地人都叫
它九女城或者九迷营、九迷城。

记者了解到，20世纪60年
代，因为建设需要，村里曾组织
村民挖掘九女冢。七旬老人王朝
阳是其中一员。据他回忆，墓中
不仅有人骨、兽骨，还出土了不
少陶器。在挖掘过程中，墓室突

然坍塌，3名村民被掩埋土中，
挖掘就此作罢。

由于历史原因，原有的9个
墓冢仅存3个，已被草木覆盖。3
个墓冢南北方向排列整齐，跨度
为125米。从掘毁的墓中看，均
是拱顶多室墓结构。墓室绘有壁
画，有猪、狗、鸡、鸭、井、
灶、壶陶器和汉五铢钱等随葬
品。部分陶器上有黄色、绿色的
釉。

郾城区文化旅游局工作人员
表示，通过考古发掘、查阅史料
发现，九女冢系东汉晚期墓冢，
墓主人可能是帝王之女刘利。

据 《后汉书·皇后纪》 记
载：“延平元年（106年），皇女
敕封临颍公主，适即墨侯侍中贾
建。”这位公主仪服同藩王。公
主死后，大都葬于封地。台王当
时是许县地，位于临颍古城西
南。《郾城县志》载：“郑州大学教
授荆三林认为墓主可能是汉和帝
之女、临颍公主刘利。”

九女冢对研究汉代时期人们
的生产生活、丧葬习俗等具有重
要参考作用，是我市文物保护单
位。

成语故事警示后人

采访中，记者还发现了一件
趣事。提起“梁上君子”这个成
语，想必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个
成语背后的故事就发生在台西、
台东村。

故事的主人公是生于东汉末
年的陈寔。据史料记载，陈寔字
仲弓，颍川许 （今河南长葛市）

人也。年轻时他只是县城小吏。
公务之余，由于手不释卷，得到
县令赏识，被推荐到太学读书。
学成归来，后任太丘县长。

东汉末年，陈寔隐居在如今
的台西、台东村一带。据《后汉
书·陈寔传》 记载，时岁荒民
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
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
孙，正色训之曰：“夫人不可以不
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
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
矣。”意思是一天晚上，一个窃贼
潜入陈寔家中，躲在屋梁上准备
行窃。尚未入睡的陈寔察觉到了
窃贼的存在，但没有大惊小怪，
而是不动声色地起床穿戴衣冠，
然后把儿孙叫到跟前。只见陈寔
正襟危坐，开始训诫儿孙：“做人
一定要懂得自勉。那些坏人原本
未必是坏的，只不过因为一些缺

点未能及时改正，养成了坏习
惯，最终酿成恶果。咱们屋梁上
的这位先生便是这样的。”

窃贼此时才发现行踪早已暴
露。众目睽睽之下，他感到无地
自容，从屋梁上跳了下来，向陈
寔请罪。陈寔对窃贼说：“我想你
做这样的事可能是迫于生计。今
后，你一定要改过自新。”说着，
他命家人取出两匹丝绢送给窃
贼。这就是“梁上君子”的由
来。后来，“梁上君子”还出现在
苏东坡、蒲松龄等名家的作品中。
现在这个成语除了代指窃贼，也用
来形容那些道貌岸然的人。

据《郾城县志》记载：“陈太
邱墓在县西北三十五里。”

如今，两村的几户陈姓人家
仍以陈寔后人自称。“梁上君子”
的典故也被张贴在凌云台小学门
口，时刻警示众人。

小村庄藏着厚重历史

文化时评文化时评

首届“荣程·百花文艺
周”暨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
颁奖典礼12月18日在天津举
行，40 部作品分获 7 类奖
项。冯骥才、李佩甫、赵本
夫等作家获奖。

经过读者线上线下投票
和专家评审，共评选出短篇
小说奖10部、中篇小说奖10
部、长篇小说奖２部、影视
剧改编价值奖2部、散文奖
10部、科幻文学奖3部、文
化交流特别奖3部。

据介绍，《冬泳》（班
宇）、《在阿吾斯奇》（董夏青
青）、《制琴记》（阿占）、《木
佛》（冯骥才）、《火车》（宁
肯）等获得短篇小说奖，《橡
皮擦》（范稳）、《补血草》
（尹学芸）、《或有故事曾经
发生》（鲁敏）、《骨肉》（马
小淘）、《敦煌》（艾伟） 等
获得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
奖被《河洛图》（李佩甫）和
《荒漠里有一条鱼》（赵本
夫） 分获，《内线》（海飞、
赵晖）和《潘安传》（丽端）

斩获影视剧改编价值奖，《万
物如果开口说话》（熊亮）、
《老布拉格：城堡、教堂和广
场》（赵冬妮）、《点灯的人》
（王月鹏） 等获得散文奖，
《加油站夜遇苏格拉底》（段
子期）、《真实表演》（柒武）
和《至美华裳》（游者）获科
幻文学奖，《海边春秋》（陈
毅达）、《啊哈嗬咿》（武自
然） 和光明日报文艺部《致
敬英雄——2020抗疫报告文
学集》获得文化交流特别奖。

百花文学奖这一以遴选
当代文学佳作为使命的文学
奖，前身为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4 年 创 立 的 《小 说 月
报》 百花奖，每两年一届。
从 2015 年第十六届增设散
文奖项，升级为百花文学
奖。该奖项以读者投票评选
获奖者为特色，凭借自身的
权威性和公正性，在作家与
读者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
成为知名的全国性文学大
奖。

据新华社

第十九届百花文学奖在津揭晓

冯骥才李佩甫等获奖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近日，河南省第十四届群星
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共获
各类奖项15个。

为进一步丰富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生活，省文化和旅
游厅组织开展了河南省第十
四届群星奖小戏小品曲艺大
赛、音乐舞蹈大赛的选送和
评奖工作，并于10月分别在
南阳市、鹤壁市举办了两项
大赛的决赛。

河南省群星奖是我省群
众文化领域最高水平的艺
术赛事，每三年一届。为
精心备战河南省第十四届

群星奖，我市去年9月就推
出了漯河市首届群星奖音
乐 舞 蹈 和 小 戏 小 品 （曲
艺） 大赛，今年 3 月结束，
历时5个月，共征集各类文
艺作品 156 部 （件），参与
创 作 、 演 出 及 辅 导 人 员
2000多人。

最终，我市选送的小品
《家庭档案》、坠子剧 《喜
宴》荣获省群星奖小戏小品
大赛二等奖，舞蹈《澧水念
兮》荣获音乐舞蹈大赛二等
奖。市文广旅局、源汇区文
化旅游局荣获集体组织奖，
10位同志获个人组织奖。

我市多个文艺作品获群星奖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已过古稀之年的肖金合经常

坐在客厅角落里花费几个小时甚
至一天时间，沉浸在那份专属于
手艺人的静谧时光里。身患残疾
的他从事戏帽制作40多年，能熟
练地做出300多种帽饰。今年，
肖金合的戏帽制作技艺成功入选
郾城区第四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戏曲盔头，即传统戏曲演员

所戴各种冠帽的通称，俗称戏
帽，是戏曲演出道具中的一部
分。在戏曲中，上到皇亲国戚、
王公大臣，下到贩夫走卒、庶民
百姓，不同的身份都有特定的帽
盔。所以，戏帽是戏曲中塑造各
色人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年73岁的肖金合是河南禹
州市人，1997 年来漯河发展定
居。他家世代务农，自幼生活艰
苦。13岁那年，他因生病卧床不

起十多年，从此中断了学业，最
终右腿落下残疾。

12月 17日，记者来到纬一
路肖金合家中。说起与戏帽制作
结缘一事，肖金合滔滔不绝。肖
金合30岁那年，村里组织大家制
作戏帽售卖，有人专门教授手
艺，从小就喜欢美术的他第一时
间报了名。经过两个多月的学
习，他开始在村里从事戏帽制
作。几年后，村里不再组织统一
生产，肖金合就开始在家做。

1997年，漯河市豫剧团有人
慕名到肖金合家买戏帽，被他的
手艺折服，建议他到漯河发展。

“当时，我从禹州带了几个人到
漯河，又在漯河招募了几个人，
组建了一个制作团队。”肖金合
说，他一直在漯河以制作、销售
戏帽为生，供养子女读大学，一
家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记者看到，肖金合正坐在客
厅角落里制作一顶八贤王的戏
帽。“这是上海一个剧团定制
的，工艺要求比较高。这一顶帽
子能卖1900元钱。”肖金合说。

由于造型复杂、立体感强，
戏帽必须依靠一双巧手完成。虽
然纯手工制帽极为费时费力，但
40多年来，肖金合始终遵循古法

制帽工艺，从不走捷径。做一顶
戏帽快的话需要四五天，复杂的
需要一个月左右，许多环节为不
可逆工序，一旦失手就要返工重
来，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不然
做不出好戏帽。每顶戏帽都要经
过画样、塑形、沥粉、贴金、点
翠等二十多道工序。其中，铁丝
包边是最耗工时的工序，也是延
长戏帽使用寿命的关键。肖金合
格外重视这道工序。此外，他做
的戏帽从来不用任何颜料上色，
全由羽毛、金箔、丝绸制成，不
但华丽精致，而且使用几十年不
会掉色。

采访期间，肖金合搬出了一
大箱他刚完成的几个作品向记者
展示。“这个是穆桂英的戏帽。
做这顶戏帽先要用黄板纸做好模
子，雕刻花纹，背面的边缘用铁
丝掐上，正面贴上银箔，最后上
色；还要用绒球、珠须、流苏等

做装饰……一顶小小的戏帽，凝
聚着他太多心血。

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是行
业的变迁。随着各种娱乐项目
的兴起，听戏、唱戏的人少
了，手工戏帽制作也渐渐成了
冷门手艺。

谈及这项手艺的传承，肖金
合担心之余更多的是充满希望。
虽然儿女没有学习这项手艺，但
在他的培养下，侄子、侄女等都
继承了他的手艺，并且一直从事
戏帽制作。“我侄子的手艺很
好，目前在浙江制作并销售戏
帽。我侄女和她爱人都是我的徒
弟，目前在老家禹州做戏帽。这
几年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和传统
手艺越来越重视，戏帽的需求量
越来越大，价格也越来越高，一
顶戏帽卖八九百元，贵的数千
元。”肖金合说，只要坚持下
去，就有光明的前途。

肖金合：传承戏帽制作技艺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
12月14日，记者从市文化馆
获悉，省文化馆、省艺术摄
影学会主办的河南摄影“金
路奖”研讨会上发布了第五
届各奖项评选结果。我市摄
影家协会名誉主席、市艺术
摄影学会主席潘付堂成为我
市首位荣获“金路奖”的摄
影家，获得本届全省唯一的
摄影组织工作奖。

据介绍，“金路奖”是我
省摄影最高奖，每三年一
届，旨为表彰在摄影艺术事
业发展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摄
影家和摄影工作者。奖项分
别为摄影艺术创作奖、摄影
艺术理论奖、摄影艺术教育

奖和摄影组织工作奖四个大
类，迄今已成功举办五届，
共有50人获得不同奖项。此
届共评出摄影艺术创作奖 8
人、摄影组织工作奖1人。

今年66岁的潘付堂酷爱
摄影，现为中国摄影家协会
会员、中国艺术摄影学会会
员、河南摄影家协会理事、
河南省艺术摄影学会理事
等。多年来，他举办了一系
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摄
影展览和摄影比赛，组织多
种形式的采风创作和培训交
流活动，坚持每周末举办摄
影文化普及教育培训公益讲
座，先后免费培训学员数千
人次。

第五届河南摄影“金路奖”揭晓

我市潘付堂荣获
全省唯一摄影组织工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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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故事”征稿

肖金合向记者展示他做的戏帽。

凌云台为一凸起的高地，台子南边是一个斜坡。

1.“我和谁都不争，和谁
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
其 次 就 是 艺 术 ； 我 双 手 烤
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我早年
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句。

——杨绛
2.人，不经过长夜的痛

哭，是不能了解人生的，我
们将这些苦痛当作一种功课
和学习，直到有一日真正感
觉成长了时，甚至会感谢这
种苦痛给我们的教导。

——三毛
3.真正有气质的女人，从

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她
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去

过 什 么 地 方 、 有 多 少 件 衣
服、买过什么珠宝、因为她
没有自卑感。

——亦舒
4. 艺 术 是 情 趣 的 活 动 ，

艺 术 的 生 活 也 就 是 情 趣 丰
富 的 生 活 。 人 可 以 分 为 两
种 ， 一 种 是 情 趣 丰 富 的 ，
对 于 许 多 事 物 都 觉 得 有 趣
味 ， 而 且 到 处 寻 求 享 受 这
种 趣 味 ； 另 一 种 是 情 趣 干
枯 的 ， 对 于 许 多 事 物 都 觉
得 没 有 趣 味 ， 也 不 去 寻 求
趣 味 ， 只 终 日 拼 命 和 蝇 蛆
在一块儿争温饱。

——朱光潜
据《广州日报》

名家金句名家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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