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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贾湖遗址博物馆试开馆后，越来越多

的国内外游客走进博物馆，去感受、触摸
9000年前璀璨的华夏文明。随着贾湖遗址
考古的进一步发掘，更多秘密将被发现，
贾湖文化也将绽放出新的夺目光彩。

以文塑旅，带动旅游发展

6月30日，贾湖骨笛展厅前围满了各
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展厅内播放着专业演
奏者吹奏古笛的视频，笛声将游客的思绪
带到了9000年前……

参观人群中有来自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
初级中学的四位老师。她们肩负“我在北纬
34度”跨学科学习项目慕名来漯河研学。参
观完后，孙艺珊老师说：“贾湖遗址博物馆内
展品丰富、形式多样。展厅采用多媒体互动交
流模式，寓教于乐，让我们沉浸式体验9000
年前贾湖先民的生产生活，我感到很震撼。”

四位老师表示，希望借此机会与贾湖
遗址博物馆建立长远的合作关系。学校将
利用寒暑假带领师生体验贾湖先民的生
活，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
自信，汲取奋进的精神力量。

贾湖考古遗址公园（一期）及贾湖遗址
博物馆的建成开放，为广大师生提供了丰富
多彩的研学体验，让更多人了解贾湖、认识
贾湖、走进贾湖。如今，贾湖遗址已成为舞
阳、漯河乃至河南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贾
湖遗址阿岗寺遗址保护中心党组书记、副主
任王卫东向记者介绍，开馆一个多月来，贾
湖遗址博物馆已累计接待游客约3万人次。
游客除了来自国内的，还有来自匈牙利、
巴基斯坦和美国等国家的。

离贾湖遗址博物馆不远，有两处游客
必去的“打卡点”。一处是位于舞阳县北舞
渡镇贾湖村的贾湖遗址发掘现场。一条木
栈道贯穿发掘区域，参观者可深入考古第
一现场，实地感受贾湖遗址带来的文明洗
礼。另一处是由50余栋温室大棚组成的贾
湖田园综合体。游客走进大棚，可观赏高
科技农业种植，体验采摘乐趣。

依托贾湖遗址博物馆，我市开通的幸
福乡村游2号线，把贾湖遗址、贾湖田园
综合体、北舞渡山陕会馆、沙河湿地公园
等文旅资源穿珠成链，吸引游客走进乡
村。“贾湖遗址的文化资源优势正加快转化
为经济发展优势。”贾湖村党支部书记贾彦
辉介绍，去年村里共接待游客近十万人
次，创收约120万元。

为弘扬贾湖古酒文化，贾湖酒业与科
研机构联手，研发出具有国家发明专利的

贾湖原香型白酒，并依照贾湖陶器制作特
色酒瓶。“贾湖”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
商标、河南老字号，贾湖酒酿造技艺入选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贾湖酒业先后
投资2.2亿元打造贾湖酒文化园，内设百
年木海群、古酒坊等 50余处人文景观，
在传播贾湖文化的同时发展产业，带动群
众增收。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近年来，舞阳县
依托千年古县、红色文化、舞阳农民画等优
势文化资源，大力开发文化旅游、乡村旅
游、生态旅游，推进贾湖遗址博物馆、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打造体现华夏文明源头的地
标体系；打造沙河、澧河“两河”文旅融合
示范带，统筹推进盐泉康养、北舞渡三产融
合示范区等项目；发展贾湖田园综合体观光
农业，建设五彩农田景观，开发沉浸式体验
场景等，将自然资源优势、历史文化优势加
快转变为发展优势。

以旅彰文，讲述贾湖故事

贾湖遗址博物馆试开馆之际，七次主
持贾湖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科技大学退休
教授、考古专家张居中，看到河南海乐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博开发
的贾湖骨笛文创产品后大为赞赏，并提出
了建议。

近几年来，李博带领一批年轻人以原创
IP为支撑，融合各种漯河元素，设计出“贾
湖骨笛”、“汉字漯河”对联、汉字胶带、汉
字抱枕、“漯河印象”书签、漯河文旅T恤
等文创产品。这些文创产品从不同角度以不
同形式展现漯河的文化历史、人文古迹、经
济建设、城市发展等内容。未来他们将继续
在文化创意产品研发上大胆创新，让传统
文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2022年9月，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究
中心在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成立。设计师将
文创与贾湖文化、文物结合起来，引入新
理念，研发独具贾湖元素特色、艺术性与
实用性相统一的文创产品。几个月后，由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系老师王钊设
计的“华夏初音”文创摆件开发成功，并
于今年5月获批国家知识产权局外观设计
专利。这也是该学院贾湖文化文创产品研
究中心首个获批外观专利的文创产品。

据介绍，“华夏初音”摆件的设计由笛
子、草编、鼎三部分造型共同组成。其中笛
子的造型来源于贾湖骨笛，但在材质选择上
使用了陶瓷，令产品更有现代感；草编的
造型除了起到托架的作用，还采用圆的形
状表达了人们对圆满的期待和祈愿；鼎的

造型来源于中原鼎文化。摆件的设计兼具
美观性和实用性：骨笛的造型中可插入香
薰，香雾从笛子的七孔中飘出，沁人心脾；
底座圆鼎内置音响，可播放骨笛吹奏的音
乐。该产品的设计在视觉、听觉、触觉、嗅
觉上多方位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有助于展
现9000年贾湖文化的魅力。

在6月7日至11日举办的第十九届中
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开发创作的“贾湖文
创”系列作品代表我市参加。展品全部是
贾湖文创产品研究中心成立以来自主设
计、研发的，包括贾湖 IP形象、绘本读
物、伴手礼等，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
让文创产品代表贾湖文化“开口说话”，展
现了漯河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贾湖遗址将迎第九次考古发掘

随着贾湖遗址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不
断公之于世，我们共同见证了一段弥足珍贵
的历史。然而，贾湖遗址神秘的面纱还没有
完全被揭开。贾湖先民究竟是从哪里迁徙来
的、最后又去了哪里仍是未解之谜。在这片
土地下究竟还有多少惊世的发现？即将于今
年展开的贾湖遗址第九次考古发掘，将让贾
湖文化绽放出新的夺目光彩。

贾湖遗址博物馆馆长武艳芳告诉记
者，为进一步夯实贾湖遗址纳入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之基础，庆祝贾湖遗
址考古发掘40周年，进一步提升贾湖文化
的学术地位和国际影响，推动贾湖文化的
深入研究，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舞
阳县贾湖遗址阿岗寺遗址管理委员会和舞
阳县博物馆联合申报的贾湖遗址第九次考
古发掘，已经顺利通过国家文物局批复同
意，发掘时间为2023年度，发掘面积320
平方米。此次发掘必将引起国内外考古学
界高度关注，进一步提高舞阳的知名度、
美誉度，有力助推舞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
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和谐发展。

对贾湖遗址第九次考古发掘同样满怀
期待的张居中教授提出了自己的愿景：新
的考古发掘能不能找到环壕？既然发现水
稻栽培迹象，会不会发现稻田？能不能将
来再向外围拓展，有新的发现？……这些
未知的发现，令人向往和期待。

今年是贾湖遗址发掘40周年。舞阳县
将举办第二届贾湖文化国际研讨会并全面
启动贾湖考古遗址公园 （二期） 项目建
设。万众期待的贾湖遗址第九次发掘必将
进一步揭开贾湖先民的神秘面纱，深入解
读、探源中华文明，向全世界展示璀璨的
贾湖文化。

让贾湖文化绽放夺目光彩■本报记者 尹晓玉
“打开这丰收的画卷，处处

是累累硕果。我们用青春为这
壮丽山河着色……我们把火热
的青春献给亲爱的祖国……”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2周
年，源汇区文化馆组织多名音
乐人创作了歌曲《把青春献给
祖国》。

这首歌由我市音乐人金占
峰作曲、吴继红作词、张涛演
唱，由源汇区文化馆组织录制

MV。优美的歌词、铿锵的旋
律、深情的演唱传达出新时代
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勇毅前行的赤子心声，表
达了对党、对祖国的无限热
爱。

谈起创作初衷，吴继红告
诉记者：“唱响主旋律、弘扬主
旋律是创作这首歌的力量源
泉。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希望
能激励更多人努力拼搏、勇往
直前。”

创作歌曲献礼党的生日

■文/图 本报记者 姚晓晓
寇现军是漯河五中开源校

区的美术老师，也是我市书法
家协会副秘书长、源汇区书法
家协会副主席。近日，全国第
九届楹联书法作品展入展名单
公示，寇现军榜上有名。6月
25日，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在漯河五中南校区的书法
教室内，寇现军正在练习书
法，墙壁上张贴着不同字体的
书法作品。“这几幅书法作品
是我的学生写的。现在他们已
经上大学了，有的还学的是书
法专业。”寇现军满脸自豪地
说。

寇现军生在农村，“受父亲
影响，我从小就喜爱书法。”说
起与书法的渊源，寇现军陷入
回忆。他父亲毛笔字写得好。
小时候，每到春节，乡亲们都
会到他家里找其父写春联。寇
现军耳濡目染，对书法产生了
浓厚兴趣。从上小学开始到大
学毕业，寇现军一直在学习绘
画和书法。

1996 年从师范学院毕业
后，寇现军开始在学校担任美
术老师。在教学生绘画的同
时，他还善于挖掘学生书写特
长，培养他们多方面的能力。

“字如其人。书法需要耐心
和毅力。练习书法不仅可以修
身养性，还能给人以美的享

受。”寇现军说，学习书法要从
一笔一画练起，有规有矩，起
笔、行笔、收笔都十分讲究。
这就像做事，起笔像做事的开
端，行笔恰似做事的过程，收
笔如做事的结尾。书法能培养
人的专注力、毅力和耐心。学
生在日复一日的练习中能逐渐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为进一步提高专业水平，
2009年开始，寇现军经常向我
市书法名家请教，并多次到外
地学习，得到了全国书法名家
崔胜辉、李守银、李贵阳、杜
鹏飞等老师的指导。2017年，
他进入刘文华先生的工作室学
习。在刘文华先生的悉心指导
下，寇现军对书法的认识和理解
有了质的飞跃，书写水平也有了
很大提高，在全国、省、市级书
法比赛中频频获奖。他在第五届
魏碑圣地·全国魏碑、隶书临创
书法大赛中获“隶书十家”称
号，书法作品入选2021“中国
书法·年展”全国篆书、隶书、
篆刻作品展。

在学校领导的眼中，寇
现军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好老
师。“寇老师热爱教育，在绘
画和书法教学中有独特的方
法，能够让学生在一笔一画
中品味文化内涵、学会做人
的道理。”漯河五中副校长荆
国志说。

寇现军：
写字如同做人做事

■蔡慧娟
漯河地处中原，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

里流传的儿歌民谣内容丰富、朗朗上口，富
有鲜明浓郁的地域特色，充满了劳动的快
乐、丰收的喜悦、生活的智慧。民以食为
天。在这些儿歌民谣中，舌尖上的味道是其
主旋律。今天就让我们从中找寻关于漯河传
统特色美食的记忆吧。

包子 油馍 胡辣汤

筛箩箩，打转转，舅舅来了吃啥饭？
杀小鸡，烙油馍，蒸包子，擀蒜面，胡辣
汤弄两碗，你看舅舅馋不馋？

俗话说“娘亲舅大”。舅舅来了，家里
好吃的、好喝的一股脑儿端上来。这首儿
歌里出现的几种食物极具漯河特色，在漯
河民谣里经常出现，如“客来了，可咋
办？烙油馍，擀蒜面，呼噜呼噜两大碗”

“麦梢黄，妮瞧娘，十斤油馍，五斤糖。妮
不瞧娘，麦梢不黄”；又如“包子油馍胡辣
汤，一天不吃想得慌”。漯河地区把闺女称
为娘家的“油馍篮”。出嫁的闺女回娘家，
村里人见了就会亲切地打招呼说：“‘油馍
篮’回来看恁娘了！走快点儿吧，恁娘早
就搁家等着哩。”

漯河地处平原，广泛种植小麦、玉米、
谷子、高粱、红薯、豆类、芝麻等农作物。
有一首民谣唱的就是各种粮食作物：“小虫
儿飞翅膀奓，公公犁地媳妇耙。走路哩，别
笑话，俺家种哩是好庄稼。高哩是秫秫，低
哩是芝麻，不低不高是棉花。棉花地哩带打
瓜，打瓜蛋，圆溜溜，抠出红瓤我吃喽，抠
出白瓤喂牲口。”

以各种粮食作物为主要食材，漯河百
姓形成了以面食为主的饮食习惯，包子、
烙馍、油馍、蒸馍、菜馍、焦馍、锅盔、
煎饼、饼子、窝窝头等不一而足。农历六
月六民间有吃焦馍的习俗。传说这天是蚂
蚁的生日，掉在地上的馍渣儿是给蚂蚁吃
的。每种食物根据其烹饪方法的不同有很
多品种，比如包子就有蒸包子和水煎包等。

“包子油馍胡辣汤”组合是早餐“标
配”。这里的包子一般指水煎包。张福祥在
一篇文章里介绍：漯河的水煎包以王福顺做
的为上乘，香味醇厚，吃了余香满口。吃者
赞曰：“墩子鼓，柿黄色，外焦里软带渣
渣。”“包子多大油多深，一个四两俩半斤。”

漯河的胡辣汤以北舞渡胡辣汤历史最
为悠久。北舞渡古称定陵。据史书记载，
明、清两代，这里的商业经济达到鼎盛时

期，是当时河南的商贸名镇。清乾隆年
间，山陕商人在此创建山陕会馆。会馆落
成大宴宾客时，席间有一道汤广受好评，
这道汤就是胡辣汤。

漯河市区以徐木子胡辣汤最为有名，
以味正、恋口且回味无穷饮誉郾漯一带。
徐木子祖上在清朝同治年间就开始熬制胡
辣汤。选用纯牛肉用大锅冷水熬制，原汤
异常鲜美。香料中以胡椒为重。肉、面
筋、粉条必不可少，海带、木耳、金针菜
则锦上添花。“点睛之笔”是出锅后再淋上
小米陈醋，喝下去通体舒泰。

漯河还有一种美味叫“沫糊”，也叫
“豆沫”，原材料有豆子、小米、花生、豆
腐条、粉丝等，汤色乳黄，配菜红绿分
明，喝起来口齿生香。

同样以豆子为原材料的还有另外一道地
方特色美食——懒豆腐。为什么叫懒豆腐？
是因为它有一道工序像卤水点豆腐一样，用
卤水点到豆浆里，使豆浆凝固到菜叶上，然
后挤干水分，团成菜团子。这种菜团子就叫
懒豆腐。懒豆腐可以用蒜蓉调拌来吃，也可
以用辣椒炒着吃，还可以用烙馍卷着吃。春
天做懒豆腐，就地取材大多选用荠荠菜、刺
角芽等野菜，既省钱又美味。

烙馍 蒸馍 煎饼 锅盔

烙馍省，蒸馍费，要吃锅盔卖了地。
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户户鏊子流

（摊煎饼）。
花椒树，耷拉枝儿，树上坐个小闺

女，一顿吃俩大锅盔。
这些民谣里出现了烙馍、蒸馍、煎

饼和锅盔四种面食。烙馍和蒸馍平时常吃，
煎饼和锅盔是特定时间才吃的。农历二月二
要吃煎饼，以时令野菜荠荠菜等为原料，很
鲜美；锅盔是农历腊月廿三祭灶时必备的。

漯河地区有一种蒸馍叫杠子馍，要把
发酵过的面多次揉团，每次都加一些干面
以增加硬度，然后做成长圆状，形似杠
子，放到笼中蒸熟。也有贴在锅边蒸熟的，
靠锅的一面形成一层锅巴，呈焦黄色，俗
称“老鳖靠河沿”，吃起来劲道、有香味且
耐存放。杠子馍以北舞渡镇的为上乘。

饺子

小饺子，两头尖，下到锅里往上翻。
金碗盛，银碗端，端给爷爷尝个鲜。

饺子，漯河又称“扁食”，是冬至和春
节必吃的美食。俗话说“冬至吃顿扁，不咳

嗽来也不喘”“冬至不过冬（吃饺子），扬场
没有风”。也有冬至如果不吃饺子耳朵会被
冻掉的说法。儿歌云：“年下吃扁食，扁食
粘住牙，哭着喊他大。”“年下”就是春节，

“大”就是父亲或者是父亲的弟弟。
另外还有“上车饺子下车面”之说，可

能与形状有关——饺子短胖、面条细长。送
亲人出门，吃碗离别的饺子，期盼短暂的分
别后迎来长久的团聚。吃“下车面”的另一
个原因可能是面条简单易做——夜半时分到
家，开火、烧水、下面，油盐腌的葱花撒进
去，一碗热乎乎的汤面条很快就做好了，瞬
间家的味道溢满心间。漯河民间还有“冬至
饺子夏至面”之说。冬至是一年中最短的一
天，夏至是最长的一天。俗话说：“吃了冬至
饭，一天长一线。”从冬至开始，天黑得晚
了，每天能多干一根线的活儿。从夏至开
始，天一点点变短，直至冬至。时光周而复
始，父母在变老，孩子在长大，岁月在饺子
和面条的香味里悄然流逝。

粉浆面条

牤牛牤牛犁地吧，蚂蚁蚂蚁送饭吧，
啥饭？芝麻叶粉浆面，呼噜呼噜两大碗。

这首民谣里的粉浆面条主要流行在漯
河地区，与漯河毗邻的许昌几乎不吃粉浆
面条。下粉浆面条用的汤是豌豆制成的，
呈嫩黄色，闻着有酸香味。面条用硬面手
工擀制，厚薄均匀，宽窄适当。下面条时
必放芝麻叶，吃时佐以花椒树嫩叶、熟的
咸黄豆、嫩芹菜疙瘩、辣椒油、花椒油等，
那种酸香味很是独特。更妙的是，刚做好的
粉浆面条不如放凉后再热热好吃，所谓“浆
面条，热三遍，豆腐滚成肉价钱”。据说当
年歌星毛阿敏来漯河演出，“征服”她的风
味小吃就是粉浆面条。一碗下肚，毛阿敏称
赞不已，要求“再来一碗”。

麻糖

哏儿哏儿哏儿，天明了，朵朵菊花开成了。
开几朵？开三朵。爹一朵，娘一朵，剩下
一朵喂鹦哥儿。鹦哥儿喂哩会扫地，一扫
扫到南场里。南场有个卖糖哩，啥糖？麻
糖。您掐给俺点俺尝尝，咂巴咂巴这么
香。卖糖的你别走，回家我给你偷豌豆，

俺娘砸我十砖头。回家我给你偷豆子，俺娘
打我十扣子。回家我给你偷芝麻，俺娘打我
十镰把。卖糖的你走吧，俺娘出来没好话。
尖脚鞋，描大花，一脚踢你个仰八叉。

这首儿歌生动描述了一个孩子为吃上
麻糖想尽办法，和妈妈斗智斗勇，最终以
失败告终的趣事。麻糖是农历腊月廿三祭
灶的必备品，过去被称为灶糖。麻糖选料
精细、制作考究，要求芝麻沾满不露皮，
两端封口不露馅，糖层起孔不僵硬，味香
甜酥不粘齿，色泽诱人，粗细均匀，一斤
刚好二十根。召陵区的“拐张麻糖”最有
名。拐张村村名的来历据说源于岳飞率军
在此破了金军的“拐子马”阵形。这一带
以张姓人居多，就被称为拐子张村，慢慢
演变为拐张村。“拐张麻糖”起源于300多
年前，精选优质大米、麦芽、芝麻等主要
原料，秉承传统工艺进行多重发酵，整个
生产过程经过12道工序32个环节。“拐张
麻糖”香甜酥脆不粘牙，很受欢迎。

糊涂

小巴狗，跑大路；大路窄，喊大伯，大
伯搁那儿撑口袋；喊二伯，二伯搁那儿灌小
麦；喊大娘，大娘搁那儿拐面汤；喊婶
子，婶子在家磨粉子；喊奶奶，奶奶搁那
儿择韭菜；喊叔叔，叔叔搁那儿锄红薯；
喊姑姑，姑姑在家烧糊涂。

这首儿歌生动形象地描述了漯河地区
“三夏”农忙时节的生产生活场景。“撑口
袋、灌小麦、锄红薯”，繁重的农活男人
干；“拐面汤、磨粉子、择韭菜、烧糊
涂”，做饭的工作则由女人来做。对于面
汤、韭菜人们很熟悉，对于粉子、糊涂有
些人可能不知为何物。

粉子指红薯淀粉，是做粉条、勾芡常
用的原料，一般不作为主食出现。

糊涂是用面熬制的糊状饭，有时专指
用黑面（杂粮面）做的饭，有咸的也有淡
的，加上蔬菜一同熬成，相对面汤来说更
稠一些。“菜糊涂”在另一首儿歌里也出现
过：“红秦椒儿，绿宝盖儿，我是娘哩小奶
缸儿。人家吃哩黑窝窝，我都吃哩白蒸
馍。人家喝哩菜糊涂，我喝娘哩蜜糖罐。”
整首儿歌充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儿歌民谣中的漯河美食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初级中学的几位老师在贾湖遗址博物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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