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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名故事”征稿

■程遂营 李麦产
由阜阳师范大学吴海涛、李良玉教授

主编的《淮河历史文化丛书》（八卷本）已
由黄山书社在2022年出版。这是一套内容
广泛、颇有风格的、聚焦特定地域文化的
皇皇巨著，已有学者针对该书发表了看
法，而要识得其长短优劣或俊丑美欠，还
须读者本人认真品鉴。

淮河及其流域概况

淮河是我国古代的“四渎”之一，
河、江、淮、济曾经并称，如今也是我国
七大江河之一。

淮河干流长 1000千米，流域面积约
27万平方千米，流域东西700千米、南北
400千米，涵盖豫、鲁、皖、苏4省的33
个市182个县（区）。整个流域除西部、南
部、东北部为山地丘陵外，其他地区属于
平原。

淮河流域历史悠久、文化璀璨，人
类活动与实践在此开始得早。流域内，
仅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就达 100 多
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青莲岗文
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众
多。10.5 万年前至 12.5 万年前生活于河
南许昌灵井的“许昌人”，与我国现代人
乃至东亚人有着极其密切的直接关系。
淮河也就很早被记录在文献资料里。殷
商甲骨文中有“淮”字。我国最早的诗
歌总集 《诗经·小雅·鼓钟》 有对淮河
的生动描写：“淮水汤汤”“淮水湝湝”

“淮有三洲”。淮河水量丰沛、流动不
止，周王在淮水的洲岛与诸侯相会奏乐。
这是一幅多么美丽、浪漫、惬意而又值得
铭记的图画！

淮河流域的水资源总量不足全国的
3%，耕地占全国的11%，人口约为全国
的13.6%，所产粮食占全国的六分之一，
GDP占全国的9%。与长江、黄河流域相
比，淮河流域面积、水量以及人口、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地位与影响等，皆难像前
二者那样吸引人们眼球、引起足够重视。
然而，淮河流域不仅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过
渡带，也是极具潜力的重要经济带。“秦
岭-淮河”一线是我国南北地理的分界
线。淮河之南北分别是亚热带、暖温带。
不同的地理、气候、自然条件形成了不同
的风情、民俗等，南北之分自此始。《晏
子春秋·杂篇下》 曰：“橘生淮南则为
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所述情形就是这种

事实的反映。

古代淮河流域治水实践

淮河流域内的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7月
至8月，年内降水不均衡，年际间降水差异
也较大。特定的水文气象条件与流域内中
间低平而西、南、东北等地势相对突起的
地形地貌，以及南宋绍熙五年（1194）黄
河决口南泛夺淮后长期经东中部斜刺入
海、封建国家政权确保东部南北走向京杭
大运河漕运的需要，造成淮河本来自然孕
育、形成的东向入海通道与尾闾被阻挡、
截断，千百年间淮河之水无法顺畅泄放、
流走，不仅造就、促成了洪涝频发，也使
得该流域忽涝忽旱，加重、放大了不利效
应与灾难性后果。大雨大灾、小雨小灾、
无雨旱灾成为常态。面对不利的自然、社
会条件，这里的人们奋勇而起，积极作
为，“改命”而不“逃命”。在淮河流域，
人们很早就斩山理水、开展水土整治。西
周早期的徐偃王“沟通陈蔡”姑且不论，
单就有文献与史迹可证的春秋时期的期思
陂、芍陂等灌溉工程而言，已注定这里是
我国较早开展流域治理的地方。

期思陂、雩娄灌区当是我国最早的大
型水利、灌溉工程。《淮南子·人间训》
曰：“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
野。”雩娄灌区就在今天安徽金寨梅山水库
灌区的范围里面。位于今安徽寿县南部的
芍陂也是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建的水利
工程。具有2600多年历史的芍陂，目前的
蓄水量达7300万立方米，灌溉面积4.2万
公顷，已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单。

新中国成立后治理淮河的伟大实践

依据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编著的
《淮河水利简史》，可知淮河历史变迁之
大、治理河工投放之巨、曾经的淮河为害
之甚。该书说：“淮河水系是我国也是世界
各大河流中变迁最剧烈、变化最大的一条
河流，也是我国各大江河中灾害最频繁、
最严重的河流之一，同时也是新中国成立
以来治理工程做得最多、成效比较显著、
变化比较大的一条河流。”

新中国成立不久，为了人民幸福、安
康，毛主席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
号召，淮河流域大规模的治理便在广度、
深度俱超以往的情形下展开。这在本丛书
《淮河流域灾害治理》分册中有翔实记载、

充分体现。新中国成立后所建规模最大灌
区的淠史杭灌区不仅是现今我国三大灌区
之一，它的淠河、杭河部分即在皖境的淮
河流域，解决了皖南、皖西涝旱无常之
困。苏北灌溉总渠以及淮河入海水道，让
苏北地区得以摆脱水害、盛享水利，尤其
是近十年来，承担了淮河入海的主要水
量，让淮河有了最直接、便捷的入海通
道，减轻、避免了借江入海与长江洪流遭
遇时两峰叠加的凶险。新汴河、茨淮新
河、新沭河、新沂河等的开挖与疏通，以
及三河闸的建造等，皆有助于提升淮河的
泄洪、蓄洪、过水能力，释放了灌溉、航
运、发电之便。

为了改变、改善山水面貌，在实施这
些伟大工程过程中，人们无私奉献、积极
劳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克服种种困难与
挑战，于丘陵、山区、平原上修起了一座
座湖泊，拓宽、疏浚、开挖了一条条渠
河，形成了“百里不求天”的宏大农业生
产格局，也让庐舍、牛羊、稻麦从此不再
被洪水涤荡或洗劫。

在治理淮河的伟大实践中，涌现了众
多先进个体及群体典型，至今依旧熠熠生
辉、甚有价值，值得认真总结、全面概
括、科学凝练，并在新时期条件下借鉴、
弘扬。如王家坝精神等，是社会主义制度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成大事的内生动力
与基因密码，并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无论任何时期，凡是为集体、为人
民、为国家，只要党和政府有组织、有号
召，淮河流域的人们便识大体、顾大局，
积极响应、倾力配合、踊跃参加、亲身实
践。

再如，在上游来水猛增、下游泄洪压
力空前的形势下，为了把大量的洪水暂且
蓄存起来，淮河干流上的蒙洼蓄洪区等多
次勇挑重担，不仅不以邻为壑，还毁家纾
难，甘愿把家园转换成泽国一片。两年
前，当贾鲁河等上游来水汹汹时，河南境
内的一些地方宁愿自己多承担，也不让过
境之水恣肆横流。这些处在低洼地、蓄滞
洪区、河湖沿岸群众的舍小家、保大家的
牺牲精神，理当讴歌与褒扬。

淮河文化的兼容并蓄

淮河在涵养和发展中华早期文明、哺
育和承载中华先民等方面，于中古时期的
前半段发挥了尤其突出的作用。当时，淮
河流域文化发达，人们的生产生活皆得地

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便利，故而古代文
明辉煌灿烂。

从12世纪黄河夺淮，直到清咸丰五年
（1855年）从铜瓦厢改道复归北流，近千年
时间里，淮河流域深受黄河制约、支配、
塑造，黄河南泛对淮河水系及其流域的影
响时间长、范围广、程度深。黄河文化在
很大程度上也因此渗透、补充入淮河文
化，淮河文化的某些因素亦为黄河文化吸
纳，二者存在一定的重叠部分。这也是讨
论黄河文化常常会把空间拓展、蔓延到当
今淮河流域的原因。或许正是由于这种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原因，淮河文化
的自主性、独立性受到不小的冲击或影
响，造成了黄河文化博大精深、淮河文化
体量偏小。

虽然与黄河、长江相比淮河略逊一
筹，淮河流域及其经济、社会、文化也容
易被忽视或屏蔽，可也不是黯然失色。当
前的淮河流域人口众多、空间辽阔、土地
肥沃，经济体量不可小觑，拱卫、支撑着
京津冀以及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既承南启
北、又融东汇西，可谓我国的腹心之地，
战略空间与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

淮河流域的人们挚爱、眷恋着脚下的
土地。“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凝结着
淮河儿女对家园的深情，流露着淮河儿女
内心由衷的自豪。千百年里，淮河不尽是
安澜祥和，不是所有季节都能够五谷丰
登、所有时段都呈现岁月静好，但淮河儿
女还是从骨子里感激和铭记着它。

淮河流域的人们敢想敢干，勇于创
新、善于创造。在凤阳小岗——中国农村
改革第一村，18户农民顶着风险，就包干
到户签字画押，启动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的全面转型。依托人口资源丰富的优势，
这里还积极发展劳务经济，支援其他区域
的经济社会发展，“走出大平原、闯荡大世
界”曾是新时期响亮的口号之一。

淮河流域的人们不屈不挠，在长期同
洪涝等灾害作斗争的过程中，既逐步治理
了水土、改造了家园、改善了生活环境，
引导着社会和自然生态向更加宜人、宜
居、宜业方向转变，又催生、谱写了诸多
鼓舞人心、荡气回肠的诗篇，展现了他们
摆脱自然、社会、历史束缚的斗争精神。
淮河流域依赖充满韧性的内生力量，与时
代同频共振、一同前进。

程遂营：河南大学文化旅游学院教
授；李麦产：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进一步促进和深化淮河历史文化研究
——由《淮河历史文化丛书》阐发开去

■本报记者 尹晓玉
3 月 29 日至 4月 23 日，

中国水墨画院首届院展在重
庆美术馆举办。本次展览汇
聚了全国164位水墨画家不
同风格、题材的164幅高水
平佳作。其中，来自漯河的
画家王博的作品 《黄天后
土》入选展览。从一名中学
美术老师，到全国知名国画
家，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3
月28日，记者对其进行了采
访。

王博是源汇区大刘镇白
寺村人，1970年出生。父亲
是一名工人，母亲是农家妇
女。王博从小就喜欢画画，
但到底为何喜欢，他也说不
清楚。“可能是喜欢看母亲剪
纸，也可能是从小就崇拜我
的画家舅舅的原因。”王博
说，从记事起，他就一根筋
地喜欢画画。小学阶段主要
是自学，进入中学，王博开
始跟着舅舅学习绘画。1987
年，得知市二高（原漯河四
中）开有美术班后，王博果
断转入市二高专业学习绘
画，毕业后考入周口师院
（原周口师专）美术系。1992
年，王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
原郾城县教师进修学校，成
为一名美术教师。2000年，
王博应聘到郾城区第二实验
中学，担任该校美术教师至
今。

30 多年来，在教学之
余，王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
在了画画上，利用节假日走
遍大江南北去写生，江南水
乡 、 太 行 山 脉 、 天 山 南
北……都曾留下他的足迹。
他的作品以山水、人物为
主，几十年如一日地潜心创
作，王博的绘画水平突飞猛

进，凭借着墨色蒙养，他笔
下的山石苍劲虚灵，云水湿
润鲜活，有开有合。每幅作
品都像一幕折子戏，一眼望
去，仿佛听到了山风对林木
的告白、流水对山峦的问
候，让人回味悠长、倍感温
暖。

随着 《翻过山梁是黄
河》《热土》《香雪》《沙澧春
风》等作品先后十余次参加
中国美术家协会组织的中国
画展览，王博逐渐成长为知
名国画家。如今，他已是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
笔画协会会员、中国国画家
协会理事、漯河市美协副主
席兼秘书长，还是中国画院
画家、中国水墨画院画家、
中央民族大学书画院特聘画
家、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书画
院外聘画家，曾出版两本画
集《王博山水画作品集》《艺
苑集翠》。2015 年、 2018
年，王博先后到泰国、俄罗
斯参加艺术交流活动，多件
作品被国外机构和个人收藏。

“我几乎每年都到太行山
游历写生，每次去至少要住
半个月时间，除了画画，也
会四处走走看看，多去感
受。”王博说，《黄天后土》
是今年3月为参加中国水墨
画院首届院展而创作的作
品。灵感来自他在黄土高原
写生时的所见所闻，主要想
表达对黄土地的热爱之情。

“中国画不仅是对事物的
描摹绘制，还是创作者文化
的沉淀与情感的外化表现。
身处最伟大的时代，我一定
好好珍惜能从事自己钟爱事
业的机缘，努力提高创作水
品，传承国画精华。”王博
说。

执着传统 胸有丘壑
——访漯河画家王博■本报记者 尹晓玉

“观众的热情，让我觉得停下来休息都
充满愧疚感”“我已经收拾好了，随时可以
出发”……3月25日晚，经过一天短暂的
休息后，市豫剧团的演员们再次整装出
发，前往河北石家庄演出。春节以来，该
剧团已到十多个地方演出200多场，场场
爆满，部分演出观看群众达四五万人。听
戏的人，用提前占座的热情表达着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钟爱，也让市豫剧团火爆
出圈。

市豫剧团知名演员李金慧告诉记者，3
月18日，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范集社区演出
时，每场观众至少有一两万人。很多人提
前带着午饭、晚饭赶到现场占座，不少距
离远的戏迷组团拼车住旅社，只为看一场
戏。阜阳市官方抖音发布的演出现场的视
频播放量达1.6亿多次。“观众的热情让我
们非常感动，也成为我们不断前进的动
力。”李金慧说。

近年来，市豫剧团迅速发展，在业界
和戏迷心中有了“看好戏，找漯豫，文武
大戏数第一”的美誉。市豫剧团外务团长
贾志伟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他就不断接
到邀约电话。年前已敲定今年上半年走进
郑州、开封、林州及安徽阜阳、河北邯
郸、湖北武汉等地，演出共399场。演出
的火爆场面经网络传播后，贾志伟接到的
邀约电话更多了。“很多会首看到网上视频
后主动联系我，现在基本不再需要全国各
地跑着联系演出了。”贾志伟告诉记者。

新年伊始，市豫剧团带着 《郾城大
捷》《七星剑》《战洪州》《五世请缨》《包

青天》《精忠报国》等深受观众喜爱的经典
剧目，开始辗转各地演出。目前，已在安
阳、郑州、林州、安徽阜阳、河北邯郸等
地演出220场。

看到如今的盛况，很难让人相信，市
豫剧团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曾一
度面临“能否活下去”的危机。从“能否
活下去”到“火爆出圈”，市豫剧团在这些
年都经历了什么？

据了解，市豫剧团是新中国成立前漯
河“四街”“五班”社合并而来，1955年
建立和完善了机构和设施，正式纳入国家
编制，是漯河市最专业的艺术表演团体，
也是豫剧沙河调的主要传承团体。进入
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不景气，演员
断代，无法组织艺术生产，市豫剧团遭遇
困境——演出的机会少，票价不高，发展
举步维艰；一些演员甚至迫于生计，只能
告别理想，另谋出路。

2008年，宋德甲在市豫剧团半瘫痪状
态下接任副团长。他接手后奔赴多个戏曲
院校想方设法招收了大量年轻演员，为剧
团注入新生力量。2012年，宋德甲担任市
豫剧团团长，在他的主导下，剧团上下研
究了市场和自身的优势，把剧团定位为

“专为乡村百姓卖劲演出的市级剧团”。依
据这一定位，他们主攻三个类型的剧目：
一是乡村百姓喜爱的、广泛流行的豫剧经
典名剧，如《包青天》《五世请缨》《清风
亭》《蝴蝶杯》《大祭桩》《三娘教子》等；
二是豫剧沙河调传统名剧，如《黄鹤楼》
《转心壶》《白莲花》《韩信拜帅》等；三是
文武并重的征战大戏，如《郾城大捷》《樊

梨花》《战洪州》《巾帼雄风》《大宋英烈》
等。

为了排好文武大戏，宋德甲到处招收
武打演员。武打演员的不断成长，让市豫
剧团成了能够上演文武大戏的名团，团里
的武打演员也成了全省戏剧界的宝贝，每
逢戏剧大赛或有重大演出活动，全省剧院
都来漯河借演员。如今，市豫剧团在职人员
有130多人，其中高级职称16人，中级职称
33人，“80后”“90 后”“00后”占了大多
数，是河南省最“年轻”的剧团，也是拥有
武打演员最多的剧团。剧团排演的《郾城大

捷》《七星剑》《战洪州》等大型经典剧目
多次在河南省戏剧大赛中获金奖。

近年来，市豫剧团巡回多个省、市，
长期深入农村为基层观众演出，极大满足
了基层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也为
剧团赢得了市场。如今，市豫剧团每年演
出达500多场，在全国享有很高声誉。

群众的感情最淳朴，也最直接。演员
用心用情为群众演出，群众也回馈以最诚
挚的爱。近日，市豫剧团凭借超高人气成
为“流量担当”，也让豫剧文化展现出独特
的魅力和无限的精彩。

市豫剧团火热出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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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宜书
在临颍县城东二十余里

的地方有一个镇名为瓦店，
因出产陶罐而得名。

“我是玩泥巴长大的。”
日前，年近六旬的镇干部晁
洪跃告诉记者，“小时候，经
常能听到‘卖茶壶咯、卖陶
罐咯……’这样响亮的吆喝
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农闲时节，家族的长辈经常
挑着长扁担，扁担上挂着大
小不一、各种形状的陶制
品，往周口方向一路前行，
直到把东西卖完才回来。 ”

瓦店何时生产陶器已无
从考究。据晁洪跃介绍，他
小时候就听家里老人说他们
很早就开始制作瓦罐了。那
时，瓦店生产陶罐的村庄很
多，几乎每个大队都有窑
厂，因为数量大、作坊多、销
路广而闻名。据记载，瓦店出
产的陶制品有很多优点，如滚
油倒入不炸、放茶不变味
等，且越旧越光亮。当年，瓦

店的陶制品向东销售到淮
阳、商丘，向北销售到新
郑、长葛，向南销售到西
平、遂平，向西销售到宝
丰、鲁山等。

在瓦店镇，还流传着一
个传说——贾阁老诓娘娘。
在明嘉靖年间，临颍人贾咏
任殿阁大学士，人称为贾阁
老。贾阁老为了让娘娘来临
颍，说临颍除了美景要比苏杭
好，还有着“日出万贯”之
说，表明了临颍的富裕。娘娘
随贾咏来一看，并不是她想象
的“日出万贯”，而是瓦店附
近村子每天都生产出来上万
个罐子，因而瓦店也得了

“日出万贯（罐）”之美称。
随着生活水平的逐步提

高，很多日用陶器都被各种
材质的现代产品代替了，
制陶业也逐渐衰落。如今
的 瓦 店 已 经 没 人 做 盆 罐
了，但瓦店的传说和几代
人制陶的记忆仍留在瓦店人
心中。

瓦店的来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