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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实 习 生 张爽爽

传拓是以纸和墨为材料，把刻、铸在
金石器物上的文字、图案等拓印在纸上的
一种古老技艺，就像古代的“照相机”。
最初它只是一种复制方法，在不断发展传
承中，优秀的传拓作品被赋予艺术和审美
价值。历史上留下许多传拓精品，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瑰宝。

如今，传拓技艺虽仍在传承，但精于
此道的人并不多。来自临颍的美术老师张
彦伟是传拓技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多年来他制作了千余张拓片，

为 传 承 传 统 技
艺、传播漯河厚
重文化起到了重
要作用。

今年55岁的
张彦伟自幼喜欢
绘画。1991 年，
他进入当时的鹤
壁教育学院美术
专业学习。求学
期间，张彦伟曾
去新乡百泉景区
写生。在那里，
他第一次接触传
拓技艺。“当时
我看到几位师傅
正在拓石碑，一
下子就被这项古
朴的传统技艺吸
引住了，留在那
里看了两个多小

时。”张彦伟说。
1993年，张彦伟进入临颍县南街学

校，成为一名中学美术老师。教学之余，
他喜欢收集汉画像砖，多年来共收集了
400余件。1999 年，张彦伟去洛阳学习
时再次见到几位师傅在拓碑。“当时我突然
想到可以通过传拓技艺把我收集的汉画像
砖藏品拓印下来。”张彦伟说，回到漯河
后他立即行动，买了很多关于传拓技艺的
书籍，开始学习。

首先是制作拓包，“我制作了大小不一
的拓包20多种，最小的只有黄豆那么大，
方便制作不同尺寸的作品。”张彦伟说，因

为有美术功底，他入门很快，不到半年时
间就可以熟练制作出拓片。

随着对传拓技艺的深入学习，张彦伟
逐渐被其艺术魅力感染，愈发热爱这项传
统技艺。20多年来，他几乎把所有的业
余时间都用到传拓上，制作了1000余张
拓片。这些拓片大的有两米多长，小的只
有不到10厘米。内容不仅有他自己收藏
的汉画像砖，还有小商桥石碑上的碑文和
桥柱子上的图案、题记，以及许慎文化园
里的汉砖、瓦当等。

2018年，南街村学校为张彦伟创办
了工作室——尚汉轩金石传拓传习所，让
他在校园传承这项传统技艺。

8月11日，在尚汉轩金石传拓传习
所，张彦伟向记者展示了他的传拓技艺。
只见他从容地铺纸研墨，先用喷壶把纸面
喷湿，再蒙上一层塑料薄膜，用扫刷把纸
扫平，此时纸张已严丝合缝地贴在了被拓
器物上。“这个过程叫上纸，接下来是上
墨。”张彦伟边说边取过调好的朱液，用拓
包蘸上朱液，神情愈发专注。随着他手腕
的甩动，一个东汉瓦当开始在纸上显形。
约10分钟后，他揭下晾干水分的拓片，一
幅朱砂色的东汉瓦当传拓作品完成。

“近几天我正在传拓西汉的飞龙画像
砖。此砖是残砖，但两面的图案可以拼接
成一个完整画像。先拓印龙头的一面，再

用宣纸对好另一面，龙身和龙尾的衔接要
严丝合缝、不留痕迹。”张彦伟介绍着自
己尚未完成的新作品，“飞龙画像砖图案
精致，传拓时需要用很小的拓包细细拓
出，耗时较长。”

张彦伟多次受邀参加传拓展示，也经
常帮助文化机构传拓古碑刻。2015年，他
受邀对我市部分古碑刻进行传拓。2017
年，他受邀参与市许慎文化园汉砖传拓馆
200余个汉砖、瓦当的传拓工作。他的作
品《乐舞百戏》《虎虎生威》等曾在各项
比赛中获奖。

张彦伟不遗余力地为传拓技艺的传承
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作为美术老师，他不
仅把汉画像知识和传拓技艺融入日常教学
中，还在学校组建传拓兴趣小组，带领学
生进行研习，让学生从小接受传统文化的
熏陶。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传拓技艺，也有
人对它存在误解，认为一看就会，没什么
技术含量，更与艺术无关。传拓是将有科
学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的浮雕文物
等拓制于纸上的独特艺术形式，是中国独
特的保存金石文献的方式，为中华文化的
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文物和古
籍保护工作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张彦伟说，他将继续努力，为传拓技艺的
传承和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展现传拓魅力 留存历史印记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铜镜是古人的日常生活用品。目前，

市博物馆共收藏铜镜162枚，其中不乏工
艺精湛、图案构思巧妙的珍品，具有一定
的研究价值。为了让更多青少年了解铜镜
的历史，8月20日，市博物馆举办了“走
近古代铜镜”主题社教活动。

“铜镜并不是纯铜的，而是含铜合
金，有圆形、方形、柄形等多种形状。铜
镜正面光滑明亮用以照面，背面往往是含
有美好寓意的纹饰。”活动现场，市博物
馆社教部讲解员郭逢源向前来参加活动的
数十名孩子介绍了铜镜的材质、用途及历
史。

市博物馆收藏的铜镜始自战国、终于
明代，以汉代、唐代和宋代最多。其中二
级文物共13件，包括汉代铜镜9枚、唐代
铜镜4枚；一级文物1件，为唐代铜镜。
名为“马踏莲花镜”的一级文物在所有藏
品中格外显眼。这面铜镜呈葵花形，正面
略凸，背面内凹，中央饰一圆纽，直径
23.2厘米、边厚0.6厘米，器质厚重、造
型优美、构图别致，属于唐代标准器。

记者了解到，据考古发现，时代最早
的一面铜镜发现于齐家文化墓葬中，距今
已有4000余年。战国时，铜镜制作水平

飞速发展，铸制出的铜镜轻巧耐用、纹饰
精致、线条流畅，一扫之前的质朴风格。
汉代是铜镜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个时期的
铜镜除了有纹饰，镜背铭文还富有人文情
怀，反映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趋向。
因此，汉镜历来受到重视。

到了唐代，铜镜发展迎来繁荣时期。
唐代铜镜不仅以题材新颖、纹饰华美著
称，而且铸制手法先进、合金比例科学，
还创造了金银平脱、螺钿等特种工艺镜。
不少唐代铜镜出土时仍保持较好的光泽，
镜面依稀能映出影像。唐代铜镜以瑞兽葡
萄镜、瑞兽鸾鸟镜、飞禽花枝镜等为代
表，呈现了浓郁的盛世气象。

明清时，虽然铜镜继续在人们的日常
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其艺术价值而言却
是江河日下，最终被更实用的玻璃镜取
代。

“铜镜的价值不仅在于精美的装饰艺
术，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和工艺
水平。”郭逢源说。

参观时，记者发现了8枚被称为“湖州
镜”的特殊铜镜，铸造于南宋时期的湖州
（今浙江湖州）。这类铜镜多为葵花形，一般
都是素背，背上铸有商标性质铭记，如“湖
州真石家念二叔照子”。当时，湖州镜远销

全国各地，广东、四川、内蒙古等地都有发
现，甚至流传到朝鲜、日本。湖州镜虽然造
型简单，却是商业繁荣的印证。

“铜镜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神

韵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泯灭。”郭逢源
说，“市博物馆的馆藏铜镜品类丰富、跨
越年代较长，感兴趣的市民一定要来看
看。”

穿越千年 看镜中乾坤

本报讯（记者 谭艺君） 8月
20日，临颍县作家协会和郾城区
作家协会联合组织20多名会员开
展采风活动。作家们先后来到小
商桥景区和临颍县瓦店镇大李
村、南街村，深入了解历史文
化、民俗风情和产业发展，实地
探访美丽乡村建设，描绘乡村振
兴新画卷。

大李村是远近闻名的美丽村
居，近年来先后被评为河南省乡
村旅游特色示范村、漯河市森林
乡村、漯河市文明村镇等。该村
驻村第一书记付沛沛带领作家们
参观了村史馆、“五美庭院”省
级示范户、文创小院、民宿小院
和街道两旁的艺术墙绘，向大家

介绍了村史村情、文化底蕴以及
以农耕文化、乡愁文化为特色的
文创产业发展之路。大李村靓丽
的村容村貌深深吸引了作家们，
他们与当地干部群众互动交流，
感受到了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
就。

据了解，作家们还到小商桥
景区和南街村采风，参观文物古
迹，触摸厚重历史，体验民风民
情。市作家协会主席孟焕军表
示，此次联合采风活动非常有意
义，让作家走向基层、贴近生
活，拓展了视野、激发了灵感。
希望作协会员以此为契机，创作
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乡村
振兴鼓劲加油。

作家基层采风
探访美丽乡村

■余 飞
豫剧沙河调名净李顺先生除了代表作

《过巴州》《铡判官》外，还留下《五虎拜
寿》传世。

《五虎拜寿》 又名 《对金抓》《飞虎
山》或《收马岱》。在老百姓口中，《对金
抓》 简称 《对抓》。小时候去隔壁村看
戏，看到戏台上花花绿绿一群人，却不知
道唱的是啥。戏唱完的时候，听到大人们
说：“今儿的《对抓》唱得不赖！”这才知
道看的戏是《对抓》。

《五虎拜寿》 是一出“三国戏”，说
的是蜀国名将马岱幼年因战乱与家人失
散，后携祖传“金抓”（武器） 被一黄
姓人家收留，长大后随了黄姓，起名三
要。

刘备过寿，蜀国五虎上将关羽、张
飞、赵云、马超、黄忠都要赶至蜀汉皇
宫拜寿。与此同时，还叫黄三要的马岱

得知自己的身世，便辞别黄家去寻找
兄长。路上，他遇到飞虎山女寨主黄
菜花打劫，打斗中黄三要被擒。黄菜
花见其气宇不凡，心生爱慕，与之结
为夫妻。

这时山下传来消息，蜀国五虎上将为
刘备拜寿途经此地。黄三要奉命下山打
劫，与陆续经过的张飞、赵云、黄忠战
斗，并逐个胜之。马超赶到，得知黄三要
竟打败天下闻名的几位蜀国大将，大怒，
持祖传“金抓”上阵，要与黄三要决一死
战。于是，互不相识的兄弟二人在阵上拼
死战斗，不分胜负。二人见一时不能取
胜，便各自使出祖传“金抓”，欲置对方
于死地。然而，“金抓”相对，黄三要才
知道对手就是自己的哥哥。后在适时赶到
的诸葛亮撮合下兄弟相认。黄三要恢复马
岱的名字，兄弟俩一同保卫蜀汉江山。此
剧行当齐全，剧情跌宕起伏，舞台上精彩

纷呈。
《五虎拜寿》 出现在漯河的时间可

以追溯至“五班戏”早期，沙河调名净
李顺先生之父李福庚饰剧中张飞。后来
他把张飞的戏传授给李顺先生。新中国
成立初期，李顺、曹江、郑保军等名角
还在郾城豫剧团演过此戏。此前，李顺
先生已在其拿手好戏 《过巴州》 中塑
造过张飞这一艺术形象。剧中的张飞
粗中有细，既能上阵厮杀，又能以智
慧服人。但在 《五虎拜寿》 中，李顺
却着意表现了生活中张飞的鲁莽可
爱，特别是其“慌又慌，忙又忙，来
了我阆中翼德张”的唱段给观众留下
了深刻印象。

之后，李太平（李乱）、王庆元（小
麻、王聋子）及张自力等名角继承了李顺
先生的衣钵，将《五虎拜寿》唱响沙河两
岸。虽然几位继承者在人物塑造和演唱中

各有特色，并在观众中产生了较大影响，
但仍然挡不住时代潮流的淘洗。随着几位
老艺术家的过世，这个曾经在沙河两岸红
了近百年的沙河调名剧就此从舞台上消
失。

据我所知，在河南，除豫剧外，其他
剧种如越调、大平调等地方剧种都演出过
《五虎拜寿》，许多名角因此唱红。现在黄
河以北和安徽一带的农村还有许多民营剧
团在演出此戏。遗憾的是，沙河两岸的观
众却无缘一饱眼福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听到了耄耋
之年的张自力先生唱了一段《五虎拜寿》
中张飞的唱段。演唱中，他不但继承了李
顺、王庆元唱腔的艺术精髓，还开创性地
将净行特有的只有在发怒时出才发出的

“扎！扎！扎！扎扎扎呜呀呀……”的
“搅舌”音用到了唱腔中，丰富了豫剧唱
法。

精彩纷呈的《五虎拜寿》

■贾永甫
公元前 722 年，

郑庄公灭掉反叛的弟
弟叔段后，把帮助弟
弟造反的母亲武姜迁
于城颍，并发誓“不
及黄泉，无相见也”。
但不久他就后悔了。

郑国大夫颍考叔
趁机建议：“若阙地及
泉 ， 隧 而 相 见 。”

“阙”通“掘”，所以
也叫“掘地见母”。于
是母子相见，“其乐融融”，皆大
欢喜，成为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

颍考叔在历史上非常出名。
郑庄公攻打许国时，颍考叔被公
孙子都的暗箭射杀。成语“暗箭
伤人”由此而来。

《左传》和《史记》对“掘
地见母”的故事均有记载，但没
有说明究竟于何地“阙地为
隧”，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导
致目前河南临颍、襄城、登封、
长葛、荥阳、汝州等地均称境内
才是“阙地见母”的发生地。

“阙地见母”之地极有可能
是城颍。武姜为申国国君之女，
当时申国很强大。正雄心勃勃欲
图霸业的郑庄公兴师动众前去城
颍见母，更能向天下特别是申国
国君展现自己的孝道及“反悔”
之意甚切，更符合周礼，也更切
合自身利益。

春秋时期，城颍就是临颍故
城，也就是今天的临颍县固厢乡
城顶村。

其他史书对此也有记载。唐

代开元年间张守节所著《史记正
义》中记载：“城颍，疑许州临
颍县是也。”清初顾祖禹所著
《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郑庄
公迁母于城颍，即临颍也。”钱
穆所著《史记地名考》中记载：

“城颍，临颍故城，今临颍县西
北。”

但也有人认为，城颍为许国
之地，郑庄公不太可能将母亲迁
居此处。其实许国是当时唯一的
男爵国家，疆域只有“方圆五十
里”，不太可能管辖到五十里外
的城颍。而距离城颍东不到十里
的大陵邑，史书就明确记载其为
郑地，那么城颍和大陵邑一样大
概率也属于郑地。

《左传》：“庄公十四年（前
680年），郑厉公自栎侵郑，及大
陵，获傅瑕。”西晋时期著名的政
治家、军事家杜预注：“大陵，郑
地。”

综上所述，“阙地见母”最
可能的发生地就是城颍，即今天
临颍县固厢乡城顶村。

“掘地见母”的典故
或与临颍有关

社交平台上有一个很有传染
力的字——“蹲”。点开热帖的评
论区，整整齐齐一列的“蹲”
字让人无法忽视。让我们一起看
看网友们到底在“蹲”什么。

“蹲”本来是一个极具生活
化气息的动作，两腿如坐，双臀
不着地，后来也用来比喻“待着
或闲居”。然而在网络的娱乐氛
围中，用“蹲”来表现等待获得
某些信息，动作色彩强烈，但过
程艰辛且狼狈，是网上常见的搞
怪、诙谐的表达方式。

网络上大致分为三种“蹲”
法。

蹲法一：求知型
在分享照片的博主评论区里

“蹲”器材型号，在分享家装的
博主评论区里“蹲”各种家居品
牌，在分享日常生活的博主评论
区“蹲”文章中出现的咖啡
店……这样的“蹲”法最常见，
是简单的问答模式，常常会引来
博主本人一一解释，或者有其他
了解的网友会帮助你解答。简
明、扼要是求知型“蹲”法的特
点，网友们见到这些疑问必定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

蹲法二：后续型
这种蹲法常见于作品正在连

载中的画手或作家的评论区。此
时的“蹲”是一种关注和肯定的
表现，表示“我已经看完了，期
待后续进一步更新内容”。在创
作者看来，这种“蹲”也是一种
激励和敦促。或者是一些博主喜
欢随时分享发生在身边有趣的真
人真事，广受网友喜爱和关注。
这个时候在评论区逢帖必“蹲”
的网友等于是用发帖行动告知大
数据自己的阅读喜好，希望将来

可以继续在主页上被自动推送相
关内容。

蹲法三：全网求助型
这类网友抛弃了在相关评论

区发帖的传统等待模式，而是自
己直接发文，标题模板一般为

“全网蹲××”。这往往是面向广
大网友的求助帖，内容丰富多
样：有偶然见到一个电影截图，

“全网蹲电影名字”；有生活中遇
见尴尬的事情发到网上，希望

“蹲”一个解决方案……令人印
象深刻的是，在2021年10月1
日的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上，有
个女孩与一群相互不认识的人热
情自拍，但当时没来得及分享照
片。随后她将照片发到网上，

“蹲”照片中23个一起拍照的陌
生人，竟在短时间内凑齐。故事
很感人，而所有协助发帖的网友
们也一起“蹲”到了这个国庆节
特别故事的完美结局。

“蹲”是一种网上独有的互
动，打破了日常生活中一问一答
一得的方式，转变为一问一答多
得或一问多答多得的独特互联网
体验，真正让网络生活变得互联
和共享。网络生活中如遇见好奇
的地方，不妨多“蹲”多收获。

据《咬文嚼字》

蹲——网上守候新形态

张彦伟在传拓汉画像砖。

讲解员为孩子们讲解铜镜的历史。

铜镜是古人“自鉴”的用具。《战国策》
中的名篇《邹忌讽齐王纳谏》讲述了一个与
铜镜有关的故事。

齐国谋士邹忌相貌英俊，爱照铜镜。
他的妻子、小妾和客人都夸他比城北徐公
美。但当邹忌真正见到徐公时却自愧不

如。他对着镜子再看，更感觉相差甚远。
邹忌恍然大悟：妻子、小妾和客人之所以夸
他美，是因为爱他、怕他或有求于他，才用
谎言蒙蔽他。他将这个道理告诉齐王，劝
谏其不要被谎言所蒙蔽。

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唐太宗以谏臣魏征为镜，从而
知道自己为政之得失。魏征去世，唐太宗
恸哭，因为他失去了一面可以匡正自己的
镜子。

破镜重圆的典故也与铜镜有关。南朝
陈国太子舍人徐德言与后主陈叔宝的妹妹
乐昌公主结为夫妻，感情甚好。然而，陈国
日渐衰微，徐德言担心国破后夫妻分离，便
将一面铜镜分为两半，一半给自己，一半给
妻子，并对她说：“如果我们还有缘分，一定

能靠这半面铜镜再相认。”陈国灭亡后，乐昌
公主流落到隋朝开国功臣杨素家中。尽管
杨素对她非常宠爱，但乐昌公主一心想着徐
德言。某年农历正月十五这天，历经磨难的
徐德言在集市上看到有人叫卖半面铜镜，上
前一看，正是当初自己给妻子的那半面铜
镜，于是托人向妻子传话：“镜与人俱去，镜
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妻子
见诗思人，放声大哭。杨素得知原委，颇为
感动，于是送乐昌公主去见徐德言，两人破
镜重圆，成就了一段佳话。

有关铜镜的历史故事
相关链接

人文沙澧人文沙澧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刘志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