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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在刚刚结束的我市民间艺术大赛线

上比赛中，来自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姬
石镇范寨村的打夯号子，把融合农村俏
皮话、歌谣和民间传说的打夯民俗文化
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唤醒人们关于旧
时乡村生活的记忆。

打夯号子也称夯歌，是进行土建工
程打夯 （打地基） 时所唱的劳动号子，
有人领唱、众人和唱。打夯号子伴随着
人类劳动产生，既可排遣劳动中的寂
寞、消除疲劳，又能增强凝聚力，使众
人的动作协调一致，还可以增加欢乐喜
庆的气氛。

打夯号子具体出现的时间无从考
证，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
《大雅·绵》有云，“乃召司空，乃召司
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
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
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
胜……”描写的就是古人修筑城郭时夯
土建墙、一边打夯一边唱夯歌的场景。

打夯号子多由劳动者即兴编词，朗朗
上口，经过长期积淀成为劳动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最终演变成一种民俗表演项目。

范寨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村
庄，历史上曾称旺寨、范花寨、文华
寨，明朝时期改名为范寨，沿用至今。
该村北临沙河水运码头，是漯河境内三
大沙河码头之一。过去这里水陆交通发
达，经济繁荣，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打
夯号子在范寨村由来已久，以口头形式
传唱，旋律简单，朗朗上口，好记易
学。歌词诙谐幽默、耐人寻味，并借鉴
了民谣、曲艺等艺术形式，表现力强，
传承至今。不过，它的传承松散，无严
格师承关系，多是村民在实践中相互学
习。

独具特色的夯筑工具是打夯号子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夯筑工具样式各异，

主要分为木夯和石夯两大类。范寨村的
夯是木夯，由坚硬的枣木制成，基本形
状是圆柱形，重40公斤左右；下端有脸
盆那么粗，底部周围固定的6个铁环上引
出12根近3米长的夯绳；夯上有两个扶
手，供领夯人把握。

今年53岁的王建勋是范寨村打夯队
伍中的领夯人之一。谈及打夯号子，王
建勋告诉记者，他童年时期村里的文化
生活十分匮乏，热闹的打夯场景是村民
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那时候，打夯
号子一响起来，全村人都去观看，现场
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我从小就爱看打
夯，当时就想着自己长大了也能提绳打
夯，酣畅地唱起打夯号子。”王建勋说。

王建勋15岁那年辍学，回到村里参
加生产劳动。那时候国家已经实行了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够吃了，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村里盖新房的人多起
来。过了农忙季节，打夯号子就连续不
断地在村子里响起。辍学后，王建勋就
加入了村里的打夯队伍。

随着社会的发展，如今，农村盖房
子会请专业的建筑队上门，人工夯改成
了电夯、气夯，一个人牵着一台机器，
在“扑哧扑哧”的单调声响中一天便可
以搞定一座新房的地基，传唱多年的打
夯号子逐渐成为村民心中的绝响。

为了让古朴的民俗活动传承下去，
2010年前后，范寨村决心重振打夯民俗
文化。村里的文化爱好者经过挖掘、整
理，找出已近失传的打夯号子十多首。
村“两委”班子把老一辈打夯人重新聚
集起来，并寻找年富力强的村民学习，
组建了一支队伍。如今，这支队伍共有
16名村民，年龄最大的70多岁，多数是
四五十岁的青壮年。

近年来，每逢重大节日，范寨村都
会进行夯歌表演，通过独具地方特色的
表演，将打夯民俗文化重新带回人们的

视野。
打夯号子是劳动者生活态度和思想情

趣的生动反映，体现了劳动者在枯燥的劳
动和单调的生活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热
爱。进入新时代，夯歌已经不再是进行沉
重体力劳动时的呐喊，而成了一种民俗表

演，传承了优秀的民俗文化。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

一根夯绳。范寨村将发扬打夯精神，唱
响打夯号子，一步步坚实地走下去，把
地基夯实，筑起乡村振兴的高楼大厦。”
范寨村村支书王彦军说。

嘹亮打夯号子 唱出劳动之乐

■文/图本报记者 齐国霞
现在正值牡丹花盛开的季节。在我

市有一位因画牡丹而享有盛名的女画
家，名叫王芳。王芳自幼因病导致身体
残疾，却自强不息，从未向命运低头。
在她的巧手描绘下，一朵朵雍容华贵、
风姿绰约的牡丹诠释着画家的精神境界
和崇高追求。

王芳4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导致身
体落下残疾。她虽没上过一天学，却靠
自学达到大专文化水平，经常有散文、
诗歌作品在报纸、杂志上发表。10岁那

年，一个偶然的
机会，王芳与书
画结下不解之
缘。没有老师，
她就跟电视上的
书画讲座学，临
摹了吴昌硕、任
伯年、齐白石、
王雪涛等众多名
家的作品，从中
不断汲取营养，
为牡丹画创作打
下了坚实的基
础。

为了捕捉牡
丹的神韵，每
年牡丹花开时
节王芳都会去
写生，往往在
牡丹花前一蹲
就是三四个小

时。拿画笔的手麻了、僵了，她活动几
下继续画。长期坚持不懈的观察和练
习，使她对牡丹熟稔于心，画起来得心
应手。

“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画
画也是一样的，一天都不能偷懒。画画
是我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4
月9日上午，在市区金山路南段黄岗村王
芳家，记者见到她时，她正坐在轮椅上
聚精会神地画一幅牡丹图。

王芳对画牡丹的热爱到了痴迷的程
度。即使身受重伤，她依然坚持创作。

2019年8月的一个傍晚，王芳从家
里自建的电梯下楼时，电梯缆绳突然断
裂，她从二楼坠地。家人急忙把她送到
医院，检查发现，她的双腿有4处严重骨
折。手术持续了12个小时，王芳的腿上
多处被打上钢钉、钢板。从医院回家的
第二天，她一大早就从床上爬起来坐到
轮椅上，来到画室开始创作。

“只要双手还在，我就要继续画
画。”王芳告诉记者，现在她腿上还有多
处钢板、钢钉未取出，只能坐在轮椅上
作画。“这点苦压不垮我！”王芳坚定地
说。

王芳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与不懈
追求融入作品中，让人从她的画作中
感受到奔放的情感和自强不息的精
神。

王芳认为，绘画是一种心灵的艺
术，创作任何题材都要重视自己的体验
与感受。用心去创作，作品才有灵魂。
她把自己对美的感受融进画作中，各具
风韵的牡丹在她的笔下凝芳绽放——有
的雍容华贵，有的风姿绰约，有的内敛
沉静；红牡丹艳若云霞，粉牡丹娇嫩妩
媚，白牡丹洁白无瑕，墨牡丹温婉含
蓄……

观王芳的牡丹画作，色泽饱满，
艳而不俗，韵味十足，既透出深厚的
传统文化底蕴，又符合现代人的审美
需求。牡丹花在纸上静静绽放，展现
了画家的梦想和追求。经历了风风雨
雨，才能增加生命的厚度，人生才能
幸福圆满。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
来。王芳的牡丹画以扎实的功底和鲜明
的特色多次参选全国各类美展，并入选
《中国书画人才辞典》《当代文人名家书
画集》《河南省反腐倡廉书画集》《当代
女书画家精品集》《中华崛起——（书画
卷）》等，还被多家艺术机构及各界知
名人士收购、收藏。

如今，42岁的王芳已从一名默默无
闻的书画爱好者成长为中国书画院理
事、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市民间艺
术家协会会员，成为北京东方阁美术馆
画家、墨华斋画院特聘牡丹讲师、广东
长荣画院牡丹画师，还曾被评为我市十
佳市民和自强模范。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王芳用顽强
的奋斗精神铺就自己的成才之路，她的
事迹感动了许多人，也带动了身边一些
人以艺术点亮人生。

“我结交的朋友中有十多人在我的影
响下爱上了绘画。我们经常在一起交
流、切磋技艺。”王芳高兴地说。

据了解，一些全国各地的书画爱好
者也想方设法联系到王芳，希望拜师学
艺。王芳通过网络对书画爱好者进行免
费指导，悉心传授技艺。

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母亲还患
有脑梗，王芳很是牵挂。她搬到父母
身边同住，希望能有更多时间照顾二
老，让父母拥有幸福晚年。闲暇时王
芳不间断地创作，希望在未来的岁月
里画出更多高质量作品，用画笔定格
美好生活。

纸上牡丹开 芬芳飘沙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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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颍县人民医院医生谷芳上门进行核酸
检测采样时被儿子认出来，儿子喊：“妈妈抱
抱！”近在咫尺，却不能抱。

临颍县妇幼保健院医务人员薛冰连续3
天在临颍县城关街道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因劳累过度晕倒。

“大白”骑三轮车为封控区临颍县杜曲镇
东徐庄村村民送菜。

临颍县石桥乡三角村党支部书记吴春
祥背行动不便的老人进行核酸检测采样。

临颍县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张成超在
杜曲镇徐庄村跪地为老人进行核酸检测采
样。

沙澧艺术家沙澧艺术家

■魏增瑞
临颍县大郭镇社仓村在明代

地图上被标注为“社场店”。社场
就是祭奠土地神的场所，久而久
之便形成了村落。社场店后来改
名为社仓村，与康熙年间的临颍
县令沈近思有关。

沈近思，浙江省杭州人。他
“九岁而孤，家贫不能活，至灵
隐寺为僧”。后来他不懈努力，
通过科举考试改变了命运。沈近
思在临颍做县令时十分重视民生
疾苦。据 《重修临颍县志》 记
载，康熙四十九年，他为全县捐
建了21所社仓 （粮仓），储备了
四千担息谷。所谓息谷，是官府
在青黄不接或荒年时把社仓储备
的谷物贷给急需的民户，等秋收
时再偿还。虽然加了一定利息，
但这些利息比较合理，有效地抑
制了哄抬粮价、高利贷粮等现
象。

原来的“社场店”因为建了
社仓，附近民众多受其利，久而
久之就把村名改成“社仓店”，沿
用至今。

除了关注民生，沈近思还十

分重视教育。据 《清史稿》 记
载，现大郭镇葛岗村地处偏僻，

“村俗最恶”。沈近思认为必须通
过教育来提高百姓的素质，从而
改变民风。据 《重修临颍县志》
记载，康熙四十九年，沈近思在
葛岗村设立私塾，并“置学田八
亩”，作为教育经费的来源。作为
县令，沈近思还为葛岗村的学校
制定规章制度，亲自授课并督促
村童学习。经过几年的教化，“化
行于其乡，俗日驯”（《清史
稿》）。

近日，循着沈近思的足迹，
我专程到社仓村和葛岗村走访。
社仓村和葛岗村相距两公里左
右，都处于大郭镇南部，其中葛
岗村更偏僻，与郾城区的裴城镇
接壤。这么偏僻的村庄也能被沈
近思重视并精心治理，充分说明
其严谨细致、考虑周全。他曾
说：“非大胆不足以任大事，非小
心不足以处天下事。”作为深受儒
家思想影响的古代知识分子，沈
近思关注民生、重视教化，“谨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这种
仁政思想在封建社会难能可贵。

临颍县令沈近思善政惠民

抗疫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可歌
可泣的人物和事件，也产生了不
少反映社会生活的积极抗疫词
语，比如“大白”。

“大白”是谁？“大白”是医
护人员，是人民警察和解放军战
士，是志愿者，是普普通通的你
我他。只要披上白色铠甲，就肩
负共同的责任，抗击疫情，守
护家园，无私奉献。他们拥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大白”。

“大白”本是动画片《超能陆
战队》中机器人的名称。为何用

“大白”称呼身着白色防护服的战
“疫”先锋？不妨从构词角度来作
一番分析。

“大白”中的“白”最典型的
就是指“白衣天使”“白衣战
士”。《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对两个词语的解释如下：

【白衣天使】对医护人员（多
指护士）的美称。因为他们身穿
白色工作服，从事救死扶伤的神
圣事业，所以称作白衣天使。

【白衣战士】指医护人员。因
为他们身穿白色工作服，救死扶
伤，跟疾病做斗争，所以称作白
衣战士。

生活中的隐喻和转喻无处
不在。转喻主要就是指用典型
相关特征代替某事物，类似传
统修辞学中所说的“借代”。无
论 用 “ 白 ” 来 代 替 “ 白 衣 天
使 ”“ 白 衣 战 士 ”， 还 是 用

“白”代替穿白色防护服的抗疫
人员，都属于转喻。“大白”范
畴的典型成员就是医护人员，
进而外延扩大而内涵缩小，包
括穿上白色防护服的一切抗疫
人员。所以，“大白”有特定的
外延和内涵，和“白衣天使”
或者“白衣战士”这些称呼语
并不完全一样。

“大白”中的“大”也有讲
究。汉语中“大”和“小”是一
组反义词语，但“大”和“小”
都是多义词，二者的多个义项之
间并不构成整齐对应的反义词语
关系。不少情况下，有“大”并

没有对应的“小”，有“小”也没
有对应的“大”，二者具有不对称
性。“大”有一个重要的用法是构
成敬辞，比如“大白”就凸显了

“敬”的特征。考查其对应关系，
存在两种情况。

一是存在敬辞“大×”，并没
有对应的“小×”。例如：

大作——小作
大驾——小驾
大义——小义
大德——小德
尊姓大名——尊姓小名
大公无私——小公无私
大道之行——小道之行
二是存在敬辞“大×”，也存

在对应的“小×”，但是“小×”
减少了敬意。例如：

大爱——小爱
大我——小我
大厨——小厨
大人物——小人物
大节——小节
大气——小气
大将——小将
大丈夫——小丈夫
上面是整体规律，并不绝

对。“大×”作敬辞并非现代汉
语才有，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用

“大×”作敬辞的用法。孔子推
崇“大道”，说：“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礼记·礼运》）
荀子推崇“大儒”，说：“通则
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
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
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
尼、子弓是也。”（《荀子·儒
效》） 所以，“大白”这个称呼
是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
发展和凝练。

70年前，作家魏巍在《人民
日报》发表了报告文学《谁是最
可爱的人》，歌颂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的爱国奉献精神，影响深远。
今天“大白”继承了这种爱国奉
献精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致敬“大白”！
据《咬文嚼字》

“大白”的由来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范寨村的夯歌表演。

王芳在进行创作。

历史人物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