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 飞
新中国成立前，在漯河老寨里，徐木

子的胡辣汤享有极好的口碑。除了卖胡辣
汤，徐木子还是个地道的戏迷——他不但
让胡辣汤的浓香留在老漯河人的记忆中，
而且以“热戏”的独特表现成为许多老漯
河人的谈资。

据说，徐木子的胡辣汤熬制技艺是从他
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经他父亲传授给了
他。他家的汤锅当时一直在老寨里某个地方
支着。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徐木子的
胡辣汤就变成了八食堂的胡辣汤。所以，我
们这一代人虽然没喝过徐木子亲手熬的胡辣

汤，却知道八食堂的胡辣汤是从徐木子那里
传承下来的，有机会就去当时位于马路街西
段路北的八食堂过把瘾。

徐木子的故事是几个漯河的老艺人告
诉我的。当时漯河的“五班”“四街”两
个戏班最出名，两个戏班的演员经常搭班
演出。长年在戏场卖胡辣汤的徐木子不但
识戏、懂戏，还和许多“角儿”成了朋
友。既然是朋友，那就要处处维护朋友的
名声。

据说，当年徐木子往胡辣汤锅前一
站，只要听见哪个食客说他追捧的某个戏
班或某个“角儿”的戏好，他手里的木勺

在锅里搅动的同时，锅里的肉就被盛到那
个食客的碗里。若是听到哪个食客说戏不
好，他的脸一下子就会拉下来，手里的勺
子搅动的时候，盛到食客碗里的汤连一块
肉也不会有，同时嘴里还会嘟囔道：“看
着是肉，就是盛不到你碗里！”

时间久了，大家都知道了徐木子的脾
气。为了喝到肉多的胡辣汤，食客就顺着

他说某某的戏好，甚至不小心说漏了嘴也
会及时弥补过来。据说，一次有人在当时
的“骡马大会”上看罢戏去喝徐木子的胡
辣汤，脱口说了句：“这戏真攀筋！”“攀
筋”是漯河的土话，意思就是戏唱得太差
劲。正盛汤的徐木子当然知道这话的意
思，却故作不知地停住了手，问：“攀筋好
哇攀筋赖呀？”问者有意，回答者更有心：

“当然是攀筋好哇！”于是，“好勒，爷儿
们，您的汤！”随着话落，一碗汤已经递到
了食客手里。那汤盛得几乎溢到碗外不
说，牛肉也有不少。

这个徐木子，为了喜欢的“角儿”挺
会自己哄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戏迷。

徐木子与胡辣汤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5月15

日至 21 日是全国家庭教育宣传
周。5月20日上午，市社科联和市
社会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的漯河哲
学社会科学论坛2023年第二期活
动在八马茶业辽河路店举行。本期
活动邀请省作家协会会员、市委老
干部局原副局长张德贞主讲。来自
社会各界的社科爱好者近40人参
加论坛。

在一个多小时的讲座中，张德
贞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风、

家教，结合大量历史资料，以通俗
易懂的语言，通过范滂、苏轼、范
仲淹、陆游等历史名人的母亲言传
身教的故事，阐述了家教、家风以
及母亲对儿女成长的重要性，提出
了当今家庭教育需要思考的几个问
题，并对如何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
出建议。

随后，大家围绕家庭教育的现
状与发展、家庭教育的价值与作用
等展开讨论与交流，分享经验，共
同学习提高。

学习家庭教育 传承优良家风

■李华强
“五一”假期，各地纷纷打出

“名人牌”，自称“某某故里”，既
展示本地文化底蕴，又吸引外地游
客眼球。一些景点的书法牌匾、宣
传标语上时见“××故裏”的写
法。是“故裏”还是“故里”？笔
者试追本溯源、以正视听。

先谈“里”和“裏”的起源和
演变。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

“里，居也。从田，从土。”清代段
玉裁《说文解字注》：“有田有土而
可居矣。”“里”是会意字，由田、
土会意，本义指居住的地方。《诗
经·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
无逾我里”中的“里”即是本义，
引申指乡里、故里，又引申指居民
的组织单位，其制不一。如 《周
礼·地官·遂人》“五家为邻，五
邻为里”，因此“里”又有里弄、
里巷、邻里义；又引申为长度单
位，如千里、公里。《说文解字》：

“裏，衣内也。从衣，里声。”
“裏”是外形内声的形声字，上下
部分为“衣”，作形旁，表示其意
义与衣服有关；中间的“里”作声
旁，表示其读音。后来又演化出左
形右声的异体字“裡”。“裏”本义
指衣服内层。《诗经·邶风·绿
衣》 就有“绿兮衣兮，绿衣黄里
（裏） ”的记载，泛指内部、里
面，与“外”“表”相对，如里
（裏）外、由表及里（裏）等；引
申指在某一范围之内，如这里
（裏）、那里（裏）等。

看来，“里”和“裏”是两个
不同的字。它们是怎样关联起来
的？主要是因为它们读音相同。古
人在书写时，按照经济原则，就用
音同且较简省的“里”替代繁写的

“裏”。这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写
本”已见，元明清刊本中习见。
《黄帝内经·素问·刺腰痛论》“肉
里之脉，令人腰痛”，唐代王冰
注：“里，裏也。”这里的“里”表
示的是里面、内部义。清代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颐部·里》 下
注：“里，假借为裏。”可见古时

“里”通“裏”，表示里面、内部
的意义。1956 年国务院公布的
《汉字简化方案》 将“里”作为
“裏”的简化字，“从1956年 2月
1 日起……除翻印古籍和有其他
特殊原因以外，原来的繁体字应
该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由
此 ， 人 们 在 使 用 简 化 字 时 ，

“里”既承担自身的意义，还承
担“裏”的所有意义。也就是
说，不论是“里”还是“裏”，
均写作“里”。

现实生活中，我们出于特殊原
因使用“里”的繁体“裏”时，不
应简单地“一对一”，要在遵循历
史传承的前提下加以辨认。《通用
规范汉字字典》 对“里”本义和

“里”承担的“裏［裡］”的义项
进行了划分：“里”表示量词，邻
居 、 街 巷 ， 家 乡 等 义 ；“ 裏
［裡］ ”表示衣服、被褥等的内
层，内部、一定范围以内 （跟

“外”相对） 等义。“故里”的
“里”应该对应哪个义项？《辞源》
（第三版）“故”字下：“故里，即
故乡。南朝梁江淹 《江文通集
一·别赋》：‘视乔木兮故里，决北
梁兮永辞。’”显然，“故里”的

“里”属于“里”本身具有的义
项，“故里”不应写作“故裏”。

原载《语言文字报》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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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里”，你用对了吗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在舞阳县章化镇李吉东

村，有两棵100多年树龄的槐
树，是国家三级古树名木。

5月6日，记者在李吉东
村见到了这两棵古槐。古槐
虽然树干中空，但依然枝繁
叶茂。75岁的村民王军告诉
记者，村里原来有4棵古槐，
大约30年前由于夏季高温导
致两棵古槐自燃，令人惋
惜。“我小时候经常在树下
玩，自燃的那两棵古槐树干
粗到3个大人都抱不住。”王
军说。

两棵历经岁月风雨的古
槐自燃后，在它们原来生长
的地方竟然冒出了几根槐树
苗，让王军颇为惊喜。他
说：“希望有朝一日它们也能
长成参天大树。”

沙河流经李吉东村，在
此形成河湾。村里植被茂
密，两棵古槐旁是大王庙，
周围种植着数棵粗壮的杨
树。河水滋养着这片沃土，
也导致这里自古以来便是水
患频发之地。因此，先民在
河湾处修建了大王庙，祈求
沙河安澜。“现在的大王庙是
20世纪80年代在原址上重建的。”
王军说。

两棵古槐位于李吉东村与古城
村的交界处，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东不羹城遗址就位于古城村。古槐
所在区域叫石头岭。春秋战国时
期，不羹国沿河而建。为了抵御洪
水，百姓在此筑垒大量石块，故名
石头岭。

据史料记载，楚灵王在位时，凭
借武力向北扩疆拓土，灭了不羹国。
他见这里地势险要，就派得力干将驻
守。将领们历时一年，在不羹城的基

础上筑起城墙，成为楚国北方边境的
军事重镇。几年后，楚军又奉楚王之
命，渡过沙河向北扩展领土，仿照不
羹城再建一座城池。因地理位置偏
西，取名西不羹城，原不羹城改称东
不羹城。关于东、西不羹城，许多历
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左传》载：“楚
筑不羹，有东西二城。”“楚筑二不
羹，屯兵以拒中夏。”

村民对现存的两棵古槐爱护有
加。“古槐陪伴了村民走过悠悠岁
月，记录着世事沧桑，已成为李吉
东村的象征。我们会好好保护它
们。”村党支部书记马玉祥说。

古树见证沧桑岁月■本报记者 齐国霞
贾湖遗址先后经历了8次考古发掘，

出土近6000件文物及大量人类骨骼、动
物遗骸和植物标本，为研究当时的经济、
技术、文化、艺术和社会发展状况提供了
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目前贾湖遗址已坐
拥11项世界之最，并入选“20世纪中国
100项考古大发现”。

世界上最早的鱼类人工养殖行为

贾湖周围大面积的湖沼带来丰富的水
生资源。研究发现，贾湖的鱼大部分为青
鱼和鲤鱼。日本著名鱼类研究专家中岛经
夫分析了贾湖遗址出土的鲤鱼骨骼，得出
贾湖鲤鱼一般在20厘米长、重量都在1
公斤左右的结论。而鲤鱼这个时期才成熟
产卵，这应是贾湖人有意的养殖行为，也
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养殖鱼类行为的原始
迹象，体现出当时贾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理念及其利用自然的智慧。

世界上最早的家畜驯养地之一

尽管贾湖聚落周围有丰富的生物资
源，但因受到自然条件限制而不够稳定，
动物的驯化就成了必然的事情。研究证明
贾湖的猪是中国最早的家猪。国外学者迄
今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出现于距今
9000年前的土耳其东南部等多个遗址。
贾湖遗址与其年代大致相同，均属于已知
世界上最早的家猪。家畜驯养为贾湖人稳
定的肉食来源创造了可能，也为增强人的
体质、加快人口增长提供了动力。

此外，贾湖遗址还发现了十多个埋狗
坑。狗死后被埋葬于房址周围，说明狗活
着的时候帮助人看家打猎，死了之后继续
守护主人，反映出狗与人的关系十分密
切，而葬狗现象也可能是犬牲的先导。

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

贾湖遗址发掘出土了数千粒炭化稻
米，以及石铲、石镰、石磨盘、石磨棒等
成套农具。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等人
经过研究，确认贾湖先民已经能把野生稻
培育成人工栽培稻。贾湖古稻是一种籼粳

分化尚不明显且含有一些野生稻特征的原
始栽培稻。贾湖古稻的发现，是淮河流域
及以北地区年代最早且具有明确农具共存
现象的稻作遗存。资料表明，当时贾湖的
气候环境大致与现在的江淮地区相当，存
在适宜稻类作物生长的气候和环境。研究
人员推测贾湖先民在漫长的冬春季单靠渔
猎和采集难以果腹，不得不转向栽培易于
增产又便于储藏的谷物，来获取必要的食
物来源，但是采集、狩猎和捕捞仍占主要
地位。

世界上最早的酒

贾湖遗址主要发掘者张居中教授与美
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帕特里克·麦戈文教授
等人合作，通过对出土陶器内壁上的残留
物化验分析，发现了酒石酸成分。进一步
研究可以确认，9000年前贾湖先民已经
能按照一定比例将葡萄、稻米、山楂、蜂
蜜混合酿造成含酒精的饮料。这是已知世
界上最早的酒。关于这项研究成果的报告
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

世界上最早的手工纺织起源地之一

贾湖遗址内出土了一大批反映纺织技
术的文物，如骨针、纺轮等，在许多陶器
上发现有绳纹、网纹和席纹等样式。

2016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
与科技考古系龚德才教授的研究团队在国
际期刊《Plos One》上发表长文《8500
年前丝织品的分子生物学证据》，记述了
贾湖遗址的重大研究成果：在贾湖两处墓
葬的人类遗骸腹部土壤样品中检测到了蚕
丝蛋白的腐蚀残留物。综合分析表明，贾
湖先民可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编织和缝纫
技艺，能够利用天然纤维织造纺织品，并
有意识地使用蚕丝纤维制作丝绸，因此中
国最早使用蚕丝的时间应不晚于8500年
以前。

世界上最早的鼎形器

贾湖遗址发现了大量鼎形器物，包括
罐形鼎、盆形鼎、钵形鼎等，在一些墓葬
中考古专家还发现了鼎、罐、壶的组合。

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重要的礼
器，是独特的文化元素符号之一。目前陶
鼎的发明最早可以追溯到贾湖遗址，人类
最早使用的鼎也应始于贾湖。贾湖遗址博
物馆的陈列主题涉及“礼乐之源”，这个

“礼”和鼎是分不开的。

世界上最早的七声音阶管乐器

贾湖遗址出土了40余支骨笛，是迄
今世界上出土个数最多、保存最为完整且
能吹奏七声音阶的最早管乐器实物。

贾湖骨笛由鹤类尺骨制成。研究人员
在一些骨笛上发现了计算开孔位置留下的
刻度，反映出贾湖人对乐器的制作、音阶
的选择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已具备相
当复杂的数的思维。

经专业人员对七孔笛测试，以斜吹的
方式可奏出七声音阶。这一发现推翻了中
国七声音阶外来说。相关研究成果的报告
发表在英国《自然》和《古物》杂志上。

通过进一步研究，专家发现骨笛能完
整吹奏现代乐曲——河北民歌 《小白
菜》。经标准测音仪器鉴定显示，贾湖骨
笛的音标达到国际标准钢琴中央C调，神
奇的音准让现代人也不禁赞叹。

贾湖骨笛无疑是音乐考古史上最为重
大的发现之一，初步显现中原地区古代音
乐文明的曙光。

世界最早原始宗教与卜筮起源地之一

贾湖遗址发掘中出土了叉形骨器、柄
形器等随葬品组合，当时可能已出现原始
宗教。一些墓葬中发现了成组龟甲，这可
能和贾湖先民的龟灵崇拜有关。这些龟甲
内部还装有数量不等的黑白两色石子，除
了作为摇掷可发声的响器外，贾湖人将石
子放在龟腹中可能是为了象征郑重和神
秘。龟甲壳中的石子应是一种数卜道具。

贾湖龟甲对研究宗教与卜筮起源意义重大。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雏形之
一——契刻符号

在贾湖遗址第六次发掘中发现了龟甲
契刻符号。贾湖遗址共发现17例刻符，其
中龟甲上有9例、骨器上有3例、石器上有
2例、陶器上有3例。经碳14测定距今约
8000年，早于殷墟甲骨文4000多年，领
先于古埃及纸草文字与两河流域的楔形文
字，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之
一。专家研究发现，这17例刻符包含了汉
字所有的笔画构成，点、横、竖、撇、
捺、勾都有，笔画顺序也是从左到右、从
上到下、从内到外，与现在的汉字结构基
本一致。因而有学者认为这些符号应是一
种原始文字，并且很可能是汉字的滥觞。

世界上最早的绿松石装饰物

贾湖遗址发掘出土的绿松石制品大多
为装饰品，都经过细磨和抛光处理，造型
精美，表面润泽光滑，有些器物的透光性
相当好，多置于耳部、颈部，反映出贾湖
先民当时已萌发审美意识。有专家指出，
贾湖先民开创了绿松石装饰物最早的历
史。最新研究指出，贾湖绿松石可能来自
于沙河上游，就地取材，进一步反映出贾
湖人发现事物、改造事物的开放思维。

世界上最早的人工栽培大豆起源地

大豆起源于中国，而最早的栽培大豆
出土于贾湖遗址，距今约8000年。贾湖
遗址出土大豆的尺寸和形态特征介于野大
豆和栽培大豆之间，说明此时的大豆仍处
于驯化之中。而距今4000年前的考古遗
址中出土的大豆，形状就与现代的没有太
大差别。另外，先民种植大豆是直接煮熟
食用，称之为“豆羹”或“豆糜”。

贾湖遗址的11项世界之最

■武艳芳

（二）贾湖先民的肉食来源

贾湖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丰富，仅
2001年第七次发掘就出土动物遗存18012
块，绝大部分与贾湖先民的狩猎活动有
关。这些被捕获的动物种类繁多，表明当
时贾湖遗址周围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人们
的狩猎活动也相当活跃。贾湖先民的肉食
来源主要依赖渔猎活动，家畜饲养占次要
地位。

1.地上跑的：哺乳动物
猪。动物考古学家认为，野猪最初可

能经常到人类的聚居地附近觅食，久而久
之，先民对野猪的生态特征、生活习性有
了初步认识，便尝试将容易捕获的野猪幼
崽带回聚落饲养，揭开了驯化的序幕。

贾湖遗址出土了大量猪的骨骼，主要
为带有颌骨的上下齿列等260多件。经专
家从猪的年龄、形态、齿突磨损程度、下
颌骨存在齿列扭曲等方面研究，证明贾湖
先民已经驯养了家猪。

牛类。贾湖遗址出土的牛类有两种：
黄牛和圣水牛。属于黄牛的骨骼有墓葬中
出土的51件，既有残破的下颌骨、不完
整的齿列和部分额骨，也有头骨碎块、门
齿、游离齿、肩胛骨等。贾湖出土的其他
牛类骨骼主要是已经绝迹3000多年的圣
水牛。圣水牛骸骨1925年发现于安阳殷
墟并被命名，依据出土骸骨数量被推测为
早期的家养动物。

野兔。贾湖遗址发现了四个不完整的野
兔下颌骨，其中右下颌三个、左下颌一个，
其下齿列长度接近或者等于下齿间隙长度的
特点，同华南常见的野兔华南兔相似。

獐。又称土麝、香獐，被认为是最原
始的鹿科动物。在贾湖遗址灰坑等遗迹中
发现100多个不完整的獐上犬齿、160余
个下颌骨以及零星肢骨，是贾湖遗址保存

个体骨骼数量最多的
一种。

小麂。是麂类中
体形最小的一种，栖
息在稠密的灌丛中，
取食多种灌木和草本
植物的枝叶、幼芽，
也吃花和果实，现主
要分布于中国的亚热
带地区。贾湖遗址灰
坑中发现有较完整的小麂左侧角一件。

麋鹿。鹿科，是世界珍稀动物。它头
脸像马、角像鹿、蹄像牛、尾像驴，因此
得名“四不像”。神话小说《封神演义》
中姜子牙的坐骑就是“四不像”。现在江
苏大丰麋鹿保护区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麋
鹿种群。贾湖遗址共在灰坑等遗迹中出土
麋鹿鹿角等骨骼7件。

梅花鹿。在贾湖遗址灰坑及探方中出
土了大量梅花鹿鹿角及各种骨骼近200件。

獐、小麂、麋鹿、梅花鹿皆为鹿科动
物，其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含有丰富的
蛋白质，且易于被人体消化吸收。

亚洲象。贾湖遗址发现的大象骨骼为
亚洲象，数量较少，第七次发掘出土齿板
一件，第八次发掘出土十几件象牙雕板。
不能确定是贸易交流到贾湖的象牙，还是
当时贾湖就有亚洲象。若是后者，则亚洲
象可能也是贾湖先民的食物之一。

另外，貉、豹猫、狗獾、紫貂等动物
也在贾湖先民的肉食食谱中。贾湖遗址出
土有貉下颌30多个，大部分带有齿列，
多在灰坑中发现；出土四个豹猫（或者野
猫）不完整的左右下颌，大多从灰坑中发
现；灰坑中还发现有狗獾左下颌四个、右
下颌一个，以及不完整的紫貂左右下颌骨
各一个。经过科学测定年代，紫貂属于贾
湖一期早期动物遗存。紫貂是一种特产于
亚洲北部的貂属动物，现在中国只产于东
北地区。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距今8900年

~8700年出现的强低温事件。
2.天上飞的：鸟类
天鹅。贾湖遗址发现的天鹅骨骼主要

是左肱骨，均为灰坑所出。
丹顶鹤。贾湖遗址在灰坑中出土丹顶

鹤肱骨、尺骨、腕掌骨、股骨、胫跗骨等
12件（不包括用丹顶鹤尺骨做成的骨笛）。

环颈雉。即环雉鸡，栖息于低山丘
陵、沼泽草地以及灌丛与草地。贾湖遗址
共在灰坑中发现19件环颈雉骨骼，主要
包括肱骨、尺骨、股骨、胫跗骨等。

3.水中游的：鱼类
贾湖遗址在历次发掘中出土了大量鱼

类骨骼，主要有鲤鱼、草鱼和青鱼。在我
国湖泊等淡水环境中，鲫鱼的产量很高，
是极易捕获的食物资源。在遗址大量出土
鲫鱼出土应属正常现象。而在贾湖遗址，
鲤鱼却占最大比例，说明贾湖先民主要捕
捞鲤鱼。这种有意识的行为是后来开始人
工养鱼的基础。

4.两栖爬行动物
龟。贾湖出土的有闭壳龟黄缘种、中

华花龟以及龟科属未定种等。研究发现，
龟不仅供贾湖先民捕捞食用，也是一种特
殊的随葬品，当时可能作为发声的响器或
数卜的道具。

鳖类。根据鳖甲构造等特征来看，贾
湖遗址可能不止一种鳖类。目前我国最常
见、分布范围最广的中华鳖应是其中主要
代表。龟和鳖肉味鲜美、营养丰富。在贾

湖遗址发掘的灰坑和房基中，除发现有鳖
甲一件外，还有鳖板820多件，其余大量
鳖类甲片全部破碎，应为贾湖先民食肉后
留下的废弃物。

扬子鳄。或称鼍（tuó），是中国特
有的一种鳄鱼，是古老的、现存数量稀
少、濒临灭绝的爬行动物。现在扬子鳄主
要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太湖周围。贾湖遗
址在灰坑中发现有扬子鳄的颈板、背板、
骨板及残破上颌、下颌等十余件，部分骨
片有人工砍砸痕迹，应为食用时留下的痕
迹。贾湖遗址出土扬子鳄骨骼，表明当时
贾湖一带比今日多水且更暖和。贾湖遗址
的纬度为北纬33°37'左右，大约自7000
年前以来，扬子鳄的生存地域至少向南推
移了2.5个纬度左右。

5.软体类动物
虽然贾湖遗址中软体类动物的甲壳很

多，但由于埋藏条件的限制，可采集供鉴
定的标本不多，所收集的数十件标本中仅
有2科6属14种，均属于淡水瓣腮类。除四
个未定种外，其余十个种中，杜氏珠蚌、剑
状矛蚌、短褶矛蚌和河篮蚬四种为东亚广布
种；圆头楔蚌为我国特有种，分布于我国东
部；其余五种有江西楔蚌、巨首楔蚌、楔丽
蚌、拟丽蚌和失衡丽蚌，目前均分布于长江
中下游一带，表明当时贾湖地区与现今长
江中下游地区的自然环境基本一致。

作者为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护中心
主任

九千年前，贾湖先民吃些啥（下）
说文解字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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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东村的两棵古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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