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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在召陵区万金镇张庄村舒走制

鞋厂，“85后”小伙张彦磊正一针一线纳
着千层底。在他的身边，几名大娘大婶正
忙着剪裁底样、绱鞋、楦鞋。今年35岁
的张彦磊传承家族手工布鞋制作技艺并不
断创新，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的同时，也
让老手艺在新时代重新绽放光彩。

记者初见张彦磊时，他的话不多。
但一提到布鞋，张彦磊的眼睛就亮了起

来，人也变得自信健谈了。“布鞋在我国
有3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据考证，最早
发现的手工布鞋是在山西侯马出土的西
周武士跪像所穿。”张彦磊说，2009
年，千层底手工布鞋制作技艺被文化部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传统的手工布鞋是手工纳底，具有柔
软舒适、透气吸湿的特点，深受群众喜
爱。随着工业的发展，很多手工艺制品逐
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手工布鞋也不例外。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求舒
适、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文化传承
意识也逐渐增强，手工布鞋重新受到群
众喜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张彦磊
重拾家族手工布鞋制作，并将之发展成
自己的事业。

手工布鞋制作技艺已经在张彦磊家
传承了近百年。张彦磊的母亲杨玉杰少
女时期就从家中老人那里学会了制作布
鞋的手艺，张彦磊自幼穿着母亲做的千
层底布鞋长大。母亲安静地坐在屋门口
纳鞋底的情景，是他至今仍觉得很温暖
的画面。

“2012年的一天，我看到母亲坐在
家门口纳鞋底，儿时的记忆一下涌上心
头。当时，‘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
底……’这句歌词在我脑海里循环播
放。我就想，如果我们家的手工布鞋能
唤醒更多人的记忆，也是一件不错的
事。”张彦磊说，从那天开始，他便跟着
母亲学做布鞋。烧糨糊、刮鞋底、剪制
底样、圈边、填制千层底、纳鞋底……
用了半年时间，他掌握了手工布鞋的制
作技艺。

2013年，张彦磊到河北一家手工布
鞋厂去学习。半年后，他回乡创立了自
己的品牌——舒走手工布鞋。

记者在张彦磊的工作室看到，他专
心致志地做着布鞋，双手各拿着一枚
针，串联起棉线，左一针右一针，交替
着将鞋帮和鞋底绱在一起。屋内摆放着
许多做好的布鞋，每一双都凝聚着张彦
磊的心血，也见证着他精湛的手艺和十
年如一日的匠心。

一双布鞋看似简单，制作过程却相
当烦琐。“我做的千层底布鞋，沿用传统

手工制作方法，做一双鞋要经过二十多
道工序，缝制 2000 多针，耗时两三
天。”张彦磊说，如今，他做布鞋已经不
再为增加收入，而是为了内心的追求。
看着一双鞋经过时间的打磨在手上成
型，是他最幸福的事情。

为更好地将传统手工布鞋制作技艺
传承下去，张彦磊将精力用在对传统布
鞋的创新上。他经常外出考察手工布鞋
的流行趋势，在自家传统手工布鞋制作
中融入现代流行文化元素。2020年，张
彦磊在召陵区万金镇张庄村创办舒走制
鞋厂，既生产纯手工缝制的布鞋，也有
机器加工的布鞋。他手把手培养工人，
目前已有30多名工人。

为了制作出更好的手工布鞋，张彦
磊不断打磨自己的制作技艺。好的产品
只有走出去，才能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
力。张彦磊经常带着自己制作的手工布
鞋参加各种展会，以提升舒走手工布鞋
的知名度，获得更多订单。

努力就有收获。如今，舒走手工布
鞋已经走出漯河，受到更多人的喜爱。
历经岁月沉淀的“指尖技艺”发展成了

“指尖经济”。“附近有不少村民来参加制
鞋技艺培训，在传承和发扬传统手工技
艺的同时，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张彦
磊说。

如今，舒走手工布鞋已成功申报召
陵区非遗，张彦磊成为该项目的代表性
传承人。“在我看来，每一双手工布鞋都
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有着现代化工业
生产所无法取代的乡愁记忆。未来，我
将继续努力，将布鞋制作这项传统手艺
发扬光大，让更多人了解我国的布鞋文
化。”张彦磊说。

十年磨一剑 做好老布鞋

■陈守凯 口述
本报记者 于文博 整理

陈守凯 1964 年出生，从小跟着父
母学唱沙河调，1982 年拜沙河调代表
人物之一刘法印为师。40 年间，陈守
凯塑造了周瑜、韩信、陈星聚等多个经
典角色，很受戏迷喜爱。2018 年，陈
守凯被评定为豫剧沙河调市级非遗传承
人，2021 年被评定为豫剧沙河调省级
非遗传承人。近日，陈守凯向记者介绍
了沙河调的代表剧目，记者对此进行了
整理。

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代表作品是
先决条件。豫剧沙河调在200多年的岁
月中沉淀了许多代表剧目。这些剧目历
久弥新，深受观众欢迎。

古时不允许女性抛头露面，很多剧
目在早期是没有女演员的，沙河调也是
这样。沙河调的剧目以“外八角戏”居
多，剧中以男性角色为主，少量的女性
角色也由男演员扮演，演绎的大多是帝
王将相的故事，展现男儿的雄才胆略、

忠肝义胆。例如：《黄鹤楼》讲述了三国
时期周瑜为讨荆州，设计将刘备骗至黄
鹤楼后，诸葛亮设下锦囊妙计助刘备脱
困的故事；《韩信拜帅》讲的是汉高祖刘
邦封韩信为大将，遭到许多大臣反对，
刘邦力排众议，筑台拜韩信为帅的故
事。此外，《转心壶》《雷音寺》《央南
京》《南阳关》等剧目也都如此。

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女性角色逐
渐加入，《白莲花》《义烈风》《麻风女传
奇》 等剧目展现了女儿家的爱情、忠
烈、聪慧，为充满阳刚之气的沙河调舞
台带来丝丝柔情。《白莲花》中，千年莲
花白凤莲修炼成仙，爱上了樵夫韩本，
两人几经磨难终成眷侣。《麻风女传奇》
中，不幸身染麻风病的邱丽玉善良勇
敢，不愿将自己的病传给他人，机缘巧
合之下不仅治好了病，还与陈生结为百
年之好。

据老艺人介绍，沙河调以前剧目繁
多，但因为各种原因，其中一部分已经
失传了，令人遗憾。好在还有部分剧目

保留下来，且在舞台上传唱不衰。以
《黄鹤楼》为例，从我记事起，前辈们就
在演出这部戏。如今，《黄鹤楼》依然是
热门戏，每次演出都获得满堂彩。此
外，《白莲花》《雷音寺》《南阳关》《韩
信拜帅》等剧目都深受观众欢迎，久演
不衰，其中《白莲花》还曾在河南省戏
曲会演中获得多个奖项。

沙河调历久弥新，究其原因，除了
其独特的唱腔和表演以外，离不开充满
地方特色的唱词。虽然有很多剧目讲述
的是帝王将相的故事，但其唱词融入很
多方言，十分接地气。像“你把衣服穿
齐备，四个角拉得一般长。梳了头，洗
洗脸，失急慌忙到上房。”（《雷音

寺》）“打一杆大红旗竖在室，大红旗上
缀银铃。刮着东风铃儿响，刮着西风响
叮咚。”（《央南京》）这些唱词通俗直
白，感染力很强，能迅速调动观众的情
绪，让他们与台上的角色形成共鸣。这
样充满生活气息的唱词在沙河调各个剧
目中很常见。

沙河调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作
为沙河调演员，我深感沙河调传承工作
的重要性。近年来，有来自全国各地的
观众联系我，想要学习沙河调，我感到
特别高兴，也一直在从事教学工作。我
希望能有更多人关注沙河调、喜爱沙河
调，让这颗绽放在沙河边的明珠更加璀
璨明亮。

沙河调代表剧目：久演不衰 历久弥新

■本报记者 王艳东 李宜书
郾城区孟庙镇西营村是一个历史悠

久、民风淳朴、生态优美的村落，因宋
朝名将岳飞在此设立西大营而得名。近
日，记者驱车顺李漯路向北行驶约5公
里，来到西营村。东西走向的柳河穿村
而过，碧波荡漾。村里不少墙面上有
大型彩绘，远远望去，整个村子宛若
一幅色彩鲜明的油画。记者走进该村
的村史馆，感受其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化。

历史悠久 文化厚重

西营村是一个行政村，位于孟庙镇
东北部，下辖西营、后营、金刘三个自
然村，有 604 户 2850 人，耕地 4020
亩。

西营村是个有故事的村子。4000多
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在此繁衍生
息，耕种渔猎。西汉景帝时，应氏祖先
迁移至此，形成村落，名叫应村。1140
年6月，岳家军渡 水北驱金兵，在应
村从西往东依次设立西营、后营、东
营。为纪念岳家军，应村遂改名为西营
村。明代洪武年间，又有山西洪洞李、
田、王等姓氏迁入，形成多个姓氏杂居
的村子。

熟悉村史的村民告诉记者，作为郾
城大战的主战场，西营村很多地点的得
名都与这场大战有关。其中，饮马湖位
于西营村南，东西长约300米，南北宽
约50米，水深5米左右，水质清澈，位
于柳河古河道上。1140年6月中旬的一

天，岳飞带领3000骑兵，趁拂晓天色黑
暗时偷渡沙河，一举突破金军防线。金
军顽强抵抗，派5000兵士增援。岳家军
奋勇前进，金兵被迫向北逃窜，岳飞率
领将士乘胜追击。时值夏季，天气炎
热，人疲马渴，不少战马卧地不起。正
当岳家军为此而焦急时，前边突然出现
一个湖泊。将士到湖边饮马，清澈的湖
水驱散了暑气，也给将士带来了杀敌的
力量。岳飞看到该村地处南北要冲，加
上有柳河可以运粮，又有湖水解决了水
源问题，就命令在此设立了三个大营。
运粮埠位于饮马湖北岸中间靠西地段，
是岳家军粮草漕运的装卸之地。当时西
营村及周边群众主动捐献砖块，军民合
力建成一个运粮码头，保证了岳家军粮
草的及时供应。直到民国初年，柳河还
可通航。20世纪50年代，郾城对柳河进
行大规模清污，发现多个大船船舷遗物
和船篙、金银铁器等，都证明了过去柳
河航运的发达。

岳王祠、点将台、运粮埠、演兵
场……一个个典故浸润着民族精神，传承
着忠孝文化。一代代西营人耕读尚武、保
家卫国。据记载，明清时期，西营村先后
出过三名武秀才、一名武举人。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对越自卫还击
战中，都有西营好儿郎挺身而出。村里先
后有两位革命烈士血洒疆场，有200多
名子弟走进军营，有的家庭三代都有人
参军。

84岁的村民应海木说，从他记事
起，村里青壮年就自发组织巡逻。村里
治安良好，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民风

淳朴、邻里和谐，没有打架斗殴、寻衅
滋事现象。

生态美 产业兴

西营村一李姓村民说，原来西营村
的坑塘四周脏、乱、差，俨然成了垃圾
场、臭水沟，村民苦不堪言。近年来，
该村对柳河河道进行清淤蓄水，把坑塘
的垃圾清运干净，还沿河修建了休闲步
道、长廊、观景亲水平台等，种植了各
种花草树木，使其成为四季如画的游
园。同时，该村聘请专业设计公司对房
子外墙进行彩绘美化，沿街商铺统—设
计成仿古风格，以汉字“贤”字为主
题，深挖西营村的宋文化历史，建成文
化展览馆等。

如今的西营村环境优美、村容整
洁，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交融，产业
兴、生态美成了村子的新标签。西营村
家家户户还传承独有的家风家训：男

“克尊乾道，遵行十字”，即忠、孝、
节、爱、谨、仁、义、礼、智、信；女

“慎守坤德，效范八言”，即贤、恭、
淑、慎、素、雅、温、贞。“目前，西营
村流转土地370亩，加上‘三产’，村集
体年收入约51万元。”西营村党支部书
记刘少华告诉记者，目前漯河正在建设
更高水平全国文明城市，西营村又进行
了整体改造提升，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再
美化，建造了民宿、农家乐、温泉洗浴
等休闲产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将西
营村打造成集文化、旅游、休闲于一体
的现代美丽乡村。

昔日岳飞营地 今朝美丽乡村

张彦磊在制作布鞋。

氵隐

一方水土涵盖民俗与乡情、蕴藏历史和文化。村名的故事是
一部时间简史，关联着村庄不同历史时期的地形地貌、文化经
济、政治军事等。您家乡的村名有什么特别来历，您家乡有什么
人文传说、民风民俗等，都可以与读者一起分享。

投稿要求千字以内，并配一幅村庄图片。
投稿信箱：13938039936@139.com
联系电话：13938039936

“村名故事”征稿

美丽的西营村。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摄

■马志兵
《朝阳沟》是著名戏剧作家杨

兰春创作于 1958 年的豫剧现代
戏，从写到排到演仅仅用时7天，
看似“急就章”，却一直深受观众
喜爱，60 多年来依然久演不衰。
该剧缘何成为豫剧现代戏的经典
之作？这里笔者谈一谈自己的看
法。

首先，《朝阳沟》看似匆忙完
成，实则是厚积薄发。该剧的编
剧兼导演杨兰春是一个有着深厚
生活基础的人，长期生活在人民
中间，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积淀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这
些素材在杨兰春接到创作任务后
找到了一个喷发口，快速被提
炼、升华，加上杨兰春高超的创
作技巧，最终产生了经典之作

《朝阳沟》。从生活出发、从体验
出发是杨兰春的创作风格。正因
为有着丰厚的生活基础做养分，
所以 《朝阳沟》 才有了生生不息
的生命力。

其次，《朝阳沟》 在人物形
象塑造、生活语言运用、故事情
节设置、矛盾冲突处理、细节描
摹刻画、音乐唱腔设计等方面都
是成功的，没有明显的短板，是
一台非常优秀的综合舞台剧。文
艺产品本身的质量过硬，才是留
得下、传得开、叫得响的根本原
因。写戏就是写人，写出有个
性、有意思、活生生的人，让
人物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通
过演员出神入化的表演印刻在
观众心里，挥之不去。这戏就
写活了，就成功了一半。《朝阳
沟》 在 这 方 面 无 疑 是 出 色 的 ，
塑造了很多生动鲜明的人物形
象，主要角色银环、拴保自不
必 多 说 ， 就 是 次 要 角 色 银 环
妈、拴保娘、巧珍、二大娘等
也让人印象深刻，可谓一人一
面，没有丝毫雷同。剧中还有多
段像流行歌曲一样朗朗上口的经

典唱段和极具生活气息的人物对
话，旋律优美、感情真挚，触动
着观众的心弦，当熟悉的旋律响
起，仿佛有时空交错的感觉。

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但很
多戏曲故事情节其实都像 《朝阳
沟》 一样比较简单，相对于复杂
的人性而言，能在讲好故事的同
时，让人物走进观众心里，得到
观众的认同，是非常不容易的。

《朝阳沟》 里的人物，展现出了
真、善、美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和观众没有距离感，就像是观众
身边的人，让观众感到亲切可爱
又可信，所以才受到一代又一代
人的喜欢。

再次，从观众的接受美学来
看，《朝阳沟》 所反映的时代虽
然早已远去，但这并不妨碍当今
的人们欣赏它。一方面，经典本
身具有穿越时空的持久魅力；另
一方面，当今的戏曲观众是宽容
大度的，他们会自然过滤掉那些
不合时宜的内容，找到适合自己
的解读。观众是抱着愉悦放松的
心态去看戏的，只要不是硬伤，
观众就不会跟戏较真。何况 《朝
阳沟》 经过反复打磨，本身并没
有什么瑕疵，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虽然已成为历史，但其反映的恋
人情感矛盾、婆家娘家矛盾等家
长里短却是常看常新的。正因为
人性和情感是相通的，所以 《朝
阳沟》 才能在巨大的社会变迁下
找得到适合当今生活的解读，成
为几代人的集体回忆，成为融进
河南人血液里挥之不去的乡愁。
正如一首诗里写的一样：“艺术
通今昔，人情千秋在。”

总之，《朝阳沟》 能成为经
典，常演不衰，原因是多方面
的。浓郁的生活气息、鲜活的人
物形象、生动的语言唱词、演员
的动情演绎等，让这部戏成为那
个时代的缩影，更成为现代戏的
经典之作。

《朝阳沟》何以成为经典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前段时间，微信里一个“拿
捏了”的表情包火了。这表情包
就是一个简单的手势加上“拿捏
了”三个字，瞬间刷屏了。其
实，我们对“拿捏”一词并不陌
生，但是随着表情包的广泛流
传，在网络语言中，“拿捏”一词
含义渐渐延伸，体现出一种“万
物皆可拿捏”的态势来。

在汉语中，“拿”和“捏”作
为基本动词，在我们生活中使用
得很多，用来表达“用手抓住或
夹住某一物体”的意思，比如

“拿一双筷子”“捏捏脸蛋”。后
来，“拿”和“捏”被放在一起，
组合成“拿捏”一词，通常用来
表示“把握、掌握机会”之意，
如长辈们常常会提醒我们做事情
要“拿捏分寸”“拿捏时机”，所
含的情感色彩并不强烈。但是随
着“拿捏了”表情包的快速传
播，在网络语言中，“拿捏”一词
被广泛运用，网络上几乎所有事
物都可以被“拿捏”。具体来看，
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用法：

其一，“拿捏”一个人，表示
对这个人的完全控制。有时用在
情侣关系中，比如视频网站上的
许多美妆博主，以“学会了这个
妆，把男朋友拿捏得死死的”为
题，来吸引女生的关注。一个精
致妆容就能让男朋友更加喜欢自
己，这里的“拿捏”就体现了一
种积极的吸引、主动的控制。有
时，“拿捏”一个人，还可以表示
对一个人的了解。比如在人际关
系中，我们往往用“拿捏领导”

“拿捏同学”来表达自己对他们的
熟悉程度。

其二，“拿捏”一个活动过
程，表达对这个过程的节奏调节
得很好。就像在球赛中，当场上
形势一边倒的时候，解说员就会

说“×××已经完全拿捏了这场
比赛”，这里“拿捏”就体现了球
员对比赛的把握，胜券在握。有
时我们还可以说“拿捏一场讲
座”，此时“拿捏”就体现了演讲
者对场面的调节能力很好，完成
了一场精彩的讲座。

其三，“拿捏”一种气氛，是
指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氛围。比
如在网络上，一些商家为了售卖
节日装饰的物品，就会以“圣诞
节快到了，氛围拿捏起来”等作
为广告词，为还没来到的节日进
行预热。

以上三种用法，体现了网络
语言中大家对“拿捏”对象的全
方位扩展。此外，我们还常常听
到“被拿捏得死死的”这样的被
动用法。这通常用来表示表达者
心甘情愿地被深深吸引和控制的
情绪。比如迪士尼新推出了一个
卡通形象“玲娜贝儿”，姑娘们直
呼“被拿捏得死死的”，以此来表
达自己被玲娜贝儿可爱形象深深
吸引的心情。

网络语言中，“万物皆可拿
捏”的词句使用让我们的语言轻
松活泼。希望大家不管是在网络
还是现实生活中，都能做一个

“拿捏”万物的人。
据《咬文嚼字》

万物皆可“拿捏”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