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飞
石槽赵，位于漯河市郾城区辽河路

东段路北。因距此不远处就是郝家台遗
址，此处原有寺院，该村在寺前，故名
寺前赵。该村村室大门外现存一硕大石
槽，据说是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喂马所用。

相传，刘秀未称帝前起兵反对篡汉
的王莽，与王莽建立的新朝军队进行了
长期的战斗。一次，刘秀和他的军队被
王莽大军困于昆阳（现叶县）。刘秀率十
三骑突围出城，来到当时的郾城，驻扎
在现在的石槽赵村，招募并训练了一支
数千人的部队，后回兵救被围之昆阳，
与城内军队里外夹击，大破莾军，为东
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战即历史
上有名的昆阳大战。

刘秀当了皇帝后，他曾经驻扎的地
方就成了所谓的“龙兴之地”，当地的老
百姓就把他曾经喂马的石槽保存了下

来，并将村名改为石槽赵，沿用至今。
然而，传说只是传说，很多地方经

不起考证。
石槽赵现有石槽，即便确定是汉代

石槽，也很难说就是刘秀所用之物。当
时的郾城县城是在沙河南的老县城（现
古城社区），而刘秀十三骑突围至郾，并
募郾城、舞阳兵回攻昆阳，遂大胜。按
此说法，刘秀募兵应该是在县城，石槽
却是在有河相隔的沙河北岸，那么石槽
可能是他募到兵士并在此训练时所留。
实际上，王莽撵刘秀的故事到处都有，
特别是刘秀曾经在这一带招募并训练新
兵，所以，留下个石槽也不稀罕。

刘秀后来称帝，因曾有其所用石槽
遗此，百姓为沾点儿皇帝的光，遂将村
名改了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该村却是
历代皆有名人出。明赵应式十年寒窗苦
读，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中举，先

后出任山东东昌府通判、顺天霸州知
州。他在明嘉靖三十三年 （公元1554
年）编撰的《郾城县志》为郾城的第一
部县志，孤本现存于浙江省宁波天一
阁。同时，他还写有《郾城县三河五沟
诸水入汝河记》等。

宣统三年（1911年）农历三月十四
日，该村以“牛经纪”为业的赵双到源
汇寨里的药店抓药，在街南头开粮行的
近村邻居刘显甫家有短暂停留。也就是
这短暂的停留期间，他看到刘家院内宽
敞，提出了在这里开“牛行”的建议。

几经磋商后，刘家的长子刘怀以“郾漯
一带尚没有这生意，若是真开了牛行就
是‘蝎子屎——独份（毒粪）’为由说
服了父亲，利用自家的门面和院落，以
刘怀为掌柜、赵全海为账房，“牙纪”赵
双又从西平聘请另一名“牙纪”任布紧
共同加盟，在大门前栽起了四根杆子并
拉上一根绳。就这样，漯河第一家以

“天顺长”为字号的牛行率先在源汇寨龙
王庙街（今民生街南端）拉开了漯河开
办牛行的序幕。所以说，赵双应该是漯
河牛行的创始者之一。

石槽赵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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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故事”征稿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 7月
15日，在80名会员和相关部门负
责人的见证下，漯河市科技摄影学
会在市文化馆宣告成立。

经市科协批准、市民政局审批
成立的这一学术型社团组织，旨在
围绕我市科技创新主题，用影像手
段记录科技发展、展示科技成果、

传播科技知识、宣传科普工作。
在当天召开的该学会第一届第

一次会员大会上，张正当选为学会
第一届理事会主席，潘付堂、杨中
刚、刘冰当选为副主席，潘付堂兼
任秘书长。

大会结束后，学会还举行了首
场活动。

市科技摄影学会成立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7月
15日，市生态环境局、市文联共同
举办了“看环保 话发展”生态文
学作品采风活动。

当天，市文联下属协会沙澧诗
词协会的30名会员走进垃圾填埋
场、沙北污水处理厂和三剑客，近
距离观看垃圾处理焚烧发电全流

程、城市污水处理过程，接受生态
环境保护教育，感受企业绿色转型
高质量发展。采风活动结束后，大
家纷纷表示，要用手中的笔和心中
最真挚的情感，向大众讲好漯河环
保最真实的故事，用文化传播这种
潜移默化的方式，共同谱写美丽漯
河建设的壮丽篇章。

看环保 话发展
生态文学作品采风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尹晓玉） 7月
16日下午，由清河相声社发起的漯
河曲艺艺术家茶话会在河上街剧场
举行。我市曲艺界老艺术家和青年
新秀欢聚一堂，共话曲艺发展。

市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乔聚坤
表示，清河相声社的作品“耐品、
有味儿、有劲儿”，放眼全省都很难
得，应该多参加省级、国家级赛
事，为漯河曲艺添彩。

知名剧作家余飞说，清河相声
社填补了漯河没有相声社的空白。

他从相声社成立初期就开始关注，
经常和朋友一起去听相声，并被这
群年轻人对曲艺事业的热爱所感
动，希望他们多出新品，打磨精品。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李江
涛表示，今后，他们会加强与清河
相声社的合作，利用多种形式推广
漯河曲艺。

曲艺艺人白金山、李秀荣、刘
雪云、付向岗、贾爱岚等对清河相
声社为漯河曲艺做出的贡献给予充
分肯定。

新老艺术家
齐聚一堂共谋曲艺发展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临颍县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公布，颍川剪纸名列
其中。颍川剪纸主要传承人吴正洋和她
的代表作品一起走进了大家的视野。近
日，记者采访了吴正洋。

剪纸又称刻纸，是中国最古老的民
间艺术之一。剪纸技艺历史悠久，在民
间流传极广，在民俗活动中占有重要位
置。

据史料记载，将纸剪成美丽的图案
花纹，目前最早发现且有据可查的是南
北朝时期。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附近先
后出土的五幅南北朝团花剪纸：对马团
花、对猴团花、金银花团花、菊花团

花、八用形团花，就是最好的印证。隋
唐以后，剪纸艺术日趋繁荣。唐代还出
现了专门描述剪纸的诗句。唐代笔记小
说集《酉阳杂俎》中写的“立春日，士
大夫之家，剪纸为小蟠，或悬于佳人之
首，或缀于花下，又剪为春蝶，春胜以
戏之……”就是对剪纸的描述。

宋代剪纸的用途和关于剪纸的记载
就更多了。有的将剪纸作为礼品的点
缀、有的贴在窗上、有的装饰彩灯……
在南宋时期，已出现以剪纸为职业的艺
人，有的善剪“诸家书字”，有的专剪

“诸色花样”。这时，皮影盛行，制作皮
影的材料除了动物皮，还有厚纸。

一把剪刀、一张纸即可表达生活中

的喜怒哀乐，且所用工具、材料简单，
技法易于掌握。这也是剪纸这一艺术形
式从古到今都深得人民群众喜爱的主要
原因。

今年36岁的吴正洋是临颍县颍川学
校的一名美术老师，也是颍川剪纸的代
表性传承人。谈及与剪纸技艺结缘，她
告诉记者，她的外祖母是民间剪纸艺
人，母亲是美术教师，家族剪纸文化传
承到她这里已经是第三代。受外祖母和
母亲的影响，吴正洋从8岁就开始练习
剪纸。她把业余时间用来钻研剪纸，并
在其中寻找乐趣。

采访过程中，吴正洋向记者展示了
她的剪纸技艺。随着手中上下翻飞的剪
刀，形状不一的纸屑飘落下来，一幅漂
亮的蝴蝶剪纸作品就完成了。吴正洋
说，由于喜欢剪纸，大学时她选择了北
方民族大学的艺术设计专业。

在吴正洋看来，剪纸不仅要有天
赋，还要有恒心、耐心和细心。在日复
一日的积累中，现在她看到哪种图样都
能剪出来。在剪纸过程中，即使遇到再
大的困难，她也从未想过放弃。越是有
难度的剪纸，她就越想挑战。

吴正洋还非常注重艺术传承。在平
时的教学中，她将剪纸艺术融入课堂，
让更多的学生接触剪纸文化。她的公开
课《弘扬民族文化 传承剪纸艺术》受到

全校师生好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支
持下，吴正洋发挥所长，每学期都在颍
川学校开设剪纸社团，利用周三下午课
余时间开展剪纸教学。

为了将剪纸技艺在传承中创新，吴
正洋在继承传统剪纸技艺的基础上，借
助自媒体，积极向各地剪纸名家学习。
经过一遍遍尝试，她采用了植绒布这种
材质，将剪纸艺术和服装艺术完美融
合，剪出十多套可以穿在身上的、风格
各异的服装作品，让广大网友拍手叫
绝。她打破了以往剪纸作品展览只能平
面展示的局限性，增加了剪纸的表演功
能，让静态的平面剪纸艺术作品与动态
表演结合起来，使剪纸艺术更真实地走
入生活，给人们带来了直观且精彩的视
觉享受。

近年来，吴正洋通过剪、刻、绘等
多种技法，创新创作了很多优秀的剪纸
作品，主要分为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两
大类。《十二生肖》《葫芦纳福》《七律长
征》《红船精神》《执政为民》《建党百
年》等深受大众喜爱。

“很荣幸能够成为颍川剪纸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我会继续提高技艺，带
领更多学生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将民
族文化自信根植于更多人的内心，为非
遗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做出贡献。”吴正洋
说。

吴正洋：在传承中创新颍川剪纸艺术

■文/本报记者 于文博
图/本报记者 张玲玲

打造“五美庭院”，发展乡村旅游，
创造美好生活。在临颍县瓦店镇大李
村，“五美庭院”省级示范户李跃军通过
努力，将自己家和村内的闲置院落修葺
后，形成一院一景，打造出以美丽庭院
为基础的乡村旅游线路。7月16日，记
者对此进行了走访。

走进大李村，随处可以看到村民家
的外墙上画的卡通人物栩栩如生、人文
美景清新宜人。这些画，有一部分是李
跃军请人绘制的。

走过绘满壁画的街道，有一扇古朴
的木制大门，就是李跃军的家。正对大
门是一面充满中国风的屏风，院子里，
古朴的走廊、仿古的屋檐、茂盛的绿植

让人有走进江南之感。进入正厅，民族
风的屏风、厚重的木质桌椅、精致的文
创摆件，展现着房屋主人的品位和喜
好。

据李跃军介绍，这院子是他家的祖
宅。以前，他一直在临颍县城做生意。
2020年，他回到家乡对祖宅进行了修
缮。因家在乡村，他因地制宜、就地取
材，在装修时融入了大量乡村元素。同
时，因为有一颗向往文艺的心，所以很
喜欢文创产品的他在房屋内陈列了大量
文创产品。“我们家很多地方用的木料，
都是以前的老木料，砖也是以前盖房子
剩下的老砖。”李跃军说，利用身边的材
料再加上一点儿小心思，小院装修出来
的效果很合他的心意。

自家装修好以后，李跃军又想起了

村里其他闲置的老宅。“我们村里有一些
村民到外地工作、生活后，很少回来居
住，所以有很多闲置的院子。”李跃军
说，看到这么多闲置的院子，他萌生了
一个想法——将这些闲置的院子利用起
来，为家乡父老做些事情。说干就干，
李跃军和闲置院子的主人一一取得联
系。征得他们同意后，李跃军将其中一
些院子进行改造，打造出了文创小院、
民宿小院等。目前，他已经改造了十几
座小院，后续工程还在进行中。

“和我们家一样，这些小院的很多材
料也大多用的是旧物。”李跃军告诉记
者，从村民家中，他收集了很多旧物
件，如水缸、瓷罐、织布机、老自行车
等，并且都用在了小院的装饰上。对一

些旧门板、旧柜子等，他则重新将其清
洗、打磨后再使用。“我想让这些老物件
留住我们青春时期的美好时光、留住乡
愁，让更多的人走进乡村、了解乡村。”
李跃军说。

据了解，庭院改造后，李跃军将打
造集旅游、民宿、餐饮为一体的大李村
文旅旅游线路，带领村民共同致富。“现
在是初期，一切都还在发展中，等这条
旅游线路发展起来，村民们就能实现

‘家门口’增收了。”李跃军说。
利用独具特色的庭院美景，发展乡

村旅游事业，李跃军充分发挥“五美庭
院”的作用，为家乡父老改善了居住环
境，增加了经济效益，实现了环境效益
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打造“五美庭院” 发展乡村旅游

俗话说：“女大十八变。”这里
的“十八”是指女孩子长到十八岁
时会有变化，还是指女孩子长大后
会有十八个变化呢？其实，这两种
解释都不准确。这里的“十八”，
既不是专指十八岁这个年龄，也不
是指十八个方面的变化，而是泛指
很多。

在中国的数字文化里，“十
八”是三、六、九的倍数，而“以
三为全”的观念早就出现在中国文
化典籍中。胡朴安在《俗语典》中
称：“凡事物之多变者，俗并以十
八言之。”意即“十八”在很多场
合并非是严格的确数，而是指代物
多量广。

“十八”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
运用，还表现在一批“十八”的倍
数具有同样的指代作用，如三十六
洞天、三十六计、七十二变、一百

〇八将、三百六十行等。这些“十
八”倍数的数字，在数量上要远远
大于“十八”，但在很多场合中，
仍然和“十八”一样用来表示多、
杂、广。

“女大十八变”源自于宋代释
道原的《景德传灯录·幽州谭空和
尚》：有一女尼想开堂说法，就去
问师父，师父答：“尼女家不用开
堂。”女尼反问：“龙女八岁成佛，
又怎讲？”师父说：“龙女有十八
变，你与老僧试一变看一看。”《法
华经·提婆达多品》 中曾提到龙
女，她是位通神善变、最后成佛的
神奇女子。

演绎到现代，“女大十八变”
用来指女子在发育成长的过程中，
容貌、性格等有较大变化，大多是
用来夸赞女孩子越变越漂亮。

阎泽川

女大十八变
“十八”为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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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 旭） 7 月
17日上午，由市博物馆组织的“小
小贾湖文化传承人暨第二期小小讲
解员”培训结束。20名孩子经过6
天的培训，均顺利通过考核，拿到
结业证书。

近年来，市博物馆充分发挥社
会教育功能，设计开展了一系列内
容鲜活、形式新颖、吸引力强的活
动，使博物馆成为全市广大青少年
的“第二课堂”。

本次培训有“怎样成为一名小
小讲解员”“小小讲解员语言表

达”“形体礼仪”“体验文物修复”
等内容。孩子们通过课堂讲解、互
动演示、动手实践等形式，感受历
史文化的魅力，促进自己提升讲解
水平。

市博物馆副馆长姚璐表示，
“小小解说员”培训是为未成年人
打造的特色教育活动，已开展两
期。这些孩子在通过考核后将注
册成为市博物馆小小讲解员，可
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到市博物馆
为游客讲解馆藏文物和漯河的人
文历史。

小小讲解员
提升素质勇担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