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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从贾湖陶、贾湖骨笛（仿制）摆件

到舞阳农民画、实物三联画，从许慎IP
系列、《说文解字》摆件到面塑、创意木
梳……近日，在第九届中原（鹤壁）文
博会上，漯河展馆独具特色的文创产
品全面展示了我市文旅文创融合发展的
硕果，让漯河元素大放异彩。

11 月 18 日至 21 日，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商务厅和鹤壁
市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九届中原 （鹤壁）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鹤壁市朝歌文化
园举办。本次展会以“文博新视野，文
创新境界”为主题。我市组织了7家文化
企业、十多类文创产品参展。展馆以

“汉字名城、文创沃土”为主题，以舞阳
农民画、面塑精品等为特色，通过视
频、折页、实物和现场演示等方式，重
点展示了近年来我市特色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的成果。

据市文改办主任王敏介绍，展会现
场，以面塑为代表的我市非遗传承人展
技艺、秀绝活儿，吸引了许多游客驻
足，充分展示了漯河的文化魅力。此

外，独具漯河文化特色的木梳、三联
画、许慎IP系列、《说文解字》摆件等在
展现漯河历史文化和独特艺术魅力的同
时，以其实用性和功能性吸引了大批媒
体、参展商和游客的目光，人气很旺。
除了传统的文创产品，高端文化产品贾
湖陶、贾湖骨笛（仿制）摆件等也展示
了我市深厚的文化底蕴。

“我在入住酒店看到了本次展会的吉
祥物——豫小文，就连夜赶制出一批豫
小文的面塑制品。”来自我市的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赵氏面塑传承人赵闯告诉记
者，在文博会现场，他将豫小文赠送给
喜欢面塑的人时，引来一片赞叹声。本
次展会，赵闯带去了《戏曲皇后》《千里
走单骑》《福禄寿》等面塑作品，广受好
评。他还带着几名学生现场进行面塑制
作。

“很多人都不相信在不用任何模具
的情况下，用面粉能做出栩栩如生的
各种形象。”赵闯说，此次展会让更
多人了解了面塑这项传统技艺，全面
展示了我市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
创产品。

漯河元素闪耀中原文博会

■本报记者 尹晓玉
近日，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

大赛终评揭晓，由我市影视公司海乐影业
创办的“微笑漯河”公益摄影项目获大赛
银奖。该项目主要做了什么？为何能在全
国大赛中脱颖而出？11月23日，记者进
行了采访。

“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人随时
随地能拍下生活中的美好瞬间。但对老年
人特别是孤寡老人来说，平时很少有机会
拍照，有的老人到临终都没有一张清晰的

照片留下。”海乐影业相关负责人孙鹏告
诉记者，海乐影业是一家集影像服务和内
容生产为一体的影视公司。了解到这种情
况后，2019年，公司团支部创立了“微
笑漯河”公益摄影服务项目，由公司青年
团员组成志愿者队伍，利用自身职业优
势，深入社区、乡村，为孤寡老人、留守
儿童免费拍摄微笑照片，留住他们的最美
笑容。

“我们会为每个服务对象拍摄一张标
准照片，每张照片的右下角都有唯一编

码以及联系电话。除了现场用相纸打印
一张送给他们外，数字版的照片会永久
存储到我们的照片库。以后如果老人或
老人的家人需要，可以电话联系我们，
我们会通过照片的唯一编码快捷地找到
数字版的照片。”孙鹏告诉记者，活动开
展过程中，几乎每位拿到照片的老人都
对他们一再表示感谢。很多人开心地告
诉他们，这辈子第一次拍这么好看的照
片。青年志愿者们在感动中坚持开展这
个项目。三年多以来，他们已走进我市

43个行政村，为6000多人留下了美好瞬
间。

“我们的项目受到基层群众和社会各
界的一致好评，也吸引了一些摄影爱好
者加入。我们计划在未来三年，让这个
项目覆盖漯河地区50%以上的行政村，
为更多老人和留守儿童留下最美瞬间。”
孙鹏说。

“微笑漯河”：定格老人最美笑容

11月23日，我市市级非遗项目刘氏唢呐第六代传承人刘朋走进市
艺术幼儿园为孩子们演奏、教学，传承非遗文化。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要吃
饭，就离不开“烟火气”。

古汉语的“烟火气”一词，
宋代已有使用。其本义一般指

“烧煮食物的气味”。比如：“下咽
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
（文天祥《西瓜吟》）又如：“煮
酒只带烟火气，生酒不离泉石
味。”（杨万里《生酒歌》）比喻
义指“尘世庸俗之气”，有贬义色
彩，是“风雅、儒雅”的反义
词。比如 《南唐书·孙鲂传》
曰：“此非有风雅制度，但得人间
烟火气多尔。”又如杨万里《蜜渍
梅花》曰：“句里略无烟火气，更
教谁上少陵坛。”

“烟火气”的用例，古代汉语
里不多，现代汉语里以往也不
多。尽管《汉语大词典》收入了
它的本义和比喻义，但《国语辞
典》（1937 年） 只收了比喻义，
《现代汉语词典》则根本没有收录
这个词。

2000年后，“烟火气”的使
用逐年增多，近两三年来更是急
剧增加。2022年5月上旬，上海
发布《关于加快本市商贸企业复
工复市的通知》，商贸企业逐步推
进复工复产。6月1日起，上海进
入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
段。繁华的大上海又回来了，“烟
火气”上了热搜，成了热词。请
看下面的例句：

（1）商贸活动逐步恢复，上海
“烟火气”渐渐回归（标题，《新华
每日电讯》2022年5月8日）

（2）街头巷尾，人们从四面
八方回归，繁华的大上海，正在

熟悉的烟火气中回来。（《文汇
报》2022年6月2日）

（3）理发、游园、洗车成上
海市民消费“刚需”，多家商场人
气持续增长重拾“烟火气”，活力
加速释放 （标题，《解放日报》
2022年6月3日）

（4）黄浦江畔，上海堂食恢
复首日，到店餐饮线上交易额周
环比增长达293%，城市“烟火
气”徐徐升腾。（《人民日报》
2022年7月25日）

很明显，除例（4）仍与“烟
火气”的本义“烧煮食物的气
味”相关，其他3例都与本义无
关。同时以上几例皆摒弃了贬义
的比喻义“尘世庸俗之气”，而是
演变出了一个褒义的比喻义。这
个褒义的“烟火气”有时也写为

“人间烟火气”。比如：“消费活力
从线上延伸至线下，人间烟火气
回归。”（《光明日报》2022年6
月20日）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民生不
断改善，褒义的“烟火气”也随
之越用越多。那么，它到底具体
指什么呢？2022年高考天津卷作
文题里的一段话比较完整地、诗
意满满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烟
火气是家人团坐，灯火可亲；烟
火气是国泰民丰，岁月安好。烟
火气是温情，是祥和，需要珍惜
和守护，也需要奉献和担当。”
简单地说，褒义的“烟火气”就
是指“党和政府时时放心不下的
民生，老百姓心目中的美好生
活”。 据《咬文嚼字》

人间至味“烟火气”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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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展馆人气满满、观众络绎不绝。（图片由市文改办提供）

■文/图 付二红
彼岸寺碑位于郾城区实验中学校园

内，因郾城最早的建筑群彼岸寺而得名，
是明、清时期“郾城八景”之首。

彼岸寺建筑年代无考，但从 1958
年、1970 年先后在此出土的大量汉五
铢、唐开元通宝、宋太平通宝等 30余
种1500多斤铜钱以及汉代铜币、陶片、
砖瓦残片来推断，寺院当年香火鼎盛，
至少从唐朝初起已是全国闻名的佛教圣
地。

彼岸寺历经千年香火，名扬四海，是
文人墨客、权贵官宦、高僧商贾经常游历
之地。历代名人如唐代的杜甫、公孙大
娘、刘长卿、韩愈，宋代的武宗元、苏
辙、苏轼、苏过，元明时期的元好问、李
达之、王季立、谢公翼，民国的冯玉祥将
军等都曾在此留下足迹。

唐朝末年，黄巢起义军和割据中原的
秦宗权、朱温在郾城一带混战，宏伟的彼
岸寺遭到严重破坏。之后，宋、元、明、
清等朝代也都分别对彼岸寺进行过修缮，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清康熙十二年。至
清乾隆年间，彼岸寺占地仍有200余亩、
房屋近千间。步入近代，中原战火不断、
民不聊生，彼岸寺也日渐衰败，后被辟为
学校。

彼岸寺碑是北宋太平兴国年间（976
年~984年）重修彼岸寺时用以记载当时
佛堂的修建经过而立的。当时东京尉氏人
（今开封市尉氏县）契宗大师慕名来到郾
城游历，见彼岸寺破败不堪，便有募金修
寺的想法。此想法与郾城众人不谋而合，

于是大家纷纷捐资重修寺庙，历时 15
载，恢复殿阁，修建房屋900余间，面积
约200余亩，种植柏树500余株，其规模
东至火巷、西北至城垣、南至西街。建
立的碑塔外形酷似古塔，且以古朴篆书
镌刻其上，下有八根透雕蟠龙石柱支
撑，民间俗称“龙塔古篆”；又因碑座底
部为香水池，故明代僧人宗岩称之为“香
水海碑”。

彼岸寺碑由多层青石叠筑而成，通高
12.96米，由底座、基座、篆文碑、造像
碑和碑顶五部分构成。

底座雕刻以佛教故事为主。塔身屹立
于直径为5米长的八角形香水海池底盘正
中，内刻海浪波涛和游龙腾蛟等。香水海
池四周的海岩上刻有亭台楼阁、高山流
水、苍松翠柏、仪仗出行、西天取经等图
案，其刀法浑圆有力，线条遒劲流畅，人
物神态各异、生动逼真，生动还原了释迦
牟尼成佛的故事。

基座取“须弥山”之意，高 3.09
米，直径2.95米，分上下两层。上层是
八根透雕蟠龙石柱支撑的正方形浮雕巨
石，雕刻着四大天王神像。四大天王是
佛教的护法神，又称护世四天王，四面
各一组，四角由八棱形角柱支撑。下层
是八面体浮雕的天龙八部形象，有八根
透雕蟠龙石柱，或二龙或四龙，皆张牙舞
爪、怒目相向，神态生动逼真。无论八角
形香水海池还是基座，寓意都取自须弥
山。须弥山是佛经记载的诸山之王和世界
的中心，由九山八海环绕，除第八海为碱
水外，其他皆是八功德水，有清香之德。

又相传太阳绕须弥山
运行，由“金、银、
琉璃、水晶”四宝组
成，山的上部和下部
宽，山腰窄，四大天
王分别住在山腰的东
西南北四个方位的山
峰上，各自持的法宝
不一，守护的生灵不
同，但四大天王管理
的范畴合起来是“风
调雨顺”。

整座碑的主体部
分是一方体模棱大青
石，上镌“重修许州
郾城县彼岸寺铭”，
高 2.9 米，宽 1.1 米，
重 9 吨余；北面是篆
文者和书丹者的官衔
以及年、月、日，但
因年代久远、风化严
重，很多字迹已无法
辨识；东面第一行是碑
题，南、西二面为碑铭
正文，为八分古篆书，
其书法苍劲有力。碑文
记述了契宗大师自太
平兴国年间（976年~
984 年） 募资重修彼
岸寺的事迹——碑上
有一庑殿式护碑石盖
顶，雕有仿木质结构
屋檐形状的石椽、石瓦和麒麟、云中仙
子等。

通观彼岸寺碑，其设计独具匠心、
浮雕技艺精湛，尤其篆文碑上的八分
书，功力深厚、线条流畅，字、文双
美，是宋代一处罕见的大型佛教艺术石
雕珍品，为研究我国古代石建筑、雕刻
艺术以及书法、佛学活动等提供了实物

资料。
该碑于1963年6月20日被公布为河

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1978年6月
22日重新修葺，1979年1月竣工；2006
年 6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投
资200万元建造仿清四角保护亭进行保
护。

彼岸寺和彼岸寺碑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暨志愿服
务交流会自2014年举办，全国已有5万余
个志愿服务项目参与各级赛会交流展示。
如今该赛会已成为展示宣传优秀志愿服务
项目、凝聚引领基层志愿服务组织、推动
健全志愿服务比选机制和成长体系、大力
弘扬志愿精神、进一步发挥志愿服务实践
育人功能等重要平台。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以
“志愿新时代 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共有
1000个项目入围全国赛终评。其中，排名
前 500 的项目通过线上路演答辩，评委、
监委以线下集中评审的方式进行了评审和
交流。经过评审，150 个项目获得金奖，
350 个项目获得银奖，500 个项目获得铜
奖。

中国青年志愿服务
项目大赛

相关链接

■郎纪山
舞阳县姜店乡光国杨村在舞阳

县城东北18公里处。据村里老人
讲，光国杨村的原村址在现村址南
2公里处的古塘河南、新塘河北。
因地处大坡，原名“坡杨庄”。清
代道光年间的《舞阳县志》记载：

“姜元保，辖有坡杨庄。”
有一年遭遇大旱，塘河干

枯，村民吃水困难，就商议部分
族人北迁到现村址。这里有一开
菜园的人家，菜园附近有口古
井，吃水方便。留下的族人后来
南迁至今天的吴城镇坡杨村，人
称南坡杨庄。

迁至现村址的一户人家有弟
兄三个，分家时，为使后人不忘
先祖，就把一套碾场用的石磙拆
开。老大分得石磙，随父母居住
在原地；老二分得一个磙椤框，
另居他处；老三分得一个石磱
子，亦另居他处。

分得石磙的老大从此在原居
住地繁衍生息。因为只分得一个
石磙，人称“光磙杨”。后来，村
民认为此村名不雅，改称“光国

杨”。
光国杨村名字的来历还有一

个传说。
明朝时，县令整修城墙，苦

于没有石料，就派人到乡下征收
石磙。村里有一个人在县衙当
差，听到消息后透漏给村民，村
民就把家里的石磙都藏匿起来。
因为石磙是庄户人家碾场脱粒必
不可少的物件，在当时值几斗粮
食。一天，官差来到该村，在村
里竟没有发现一个石磙，感到很
奇怪，就问村民：“村里没有石
磙，咋碾场哩？”村民回答说：

“用手摔哩。”官差听了，半信半
疑，摇摇头走了。

官差回到县衙，把该村的情
况汇报给了县令。县令听了，
说，这个村竟没一个石磙，真奇
怪，那就叫“光磙杨”吧！

“光磙杨”的村名就这样叫开
了。后来，村民觉得这个村名不
雅，就改称“光国杨”。

光国杨村自古人杰地灵、才
俊辈出，有悬壶济世的中医世
家，也有戏曲名艺人杨松森等。

光国杨村的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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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岸寺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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