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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强
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简

称《说文》）是一部历经1900多年
传承下来的中华典籍。时至今日，
《说文》仍是我们学习古文字、研究
古汉语、通晓古文献不可不读的一
部书。但由于 《说文》 产生时间
早，文字古奥，各种体例、术语散
见其中，今天读起来有些困难。笔
者读《说文》既读原文悟原理，又
博览古今注释，结合现实需要去学
习、去实践、去体悟。概括起来就
是“五个结合”。

一是结合 《说文·叙》 来读。
南北朝之前，古人著书往往把叙文
放在全书的后面，综述写作缘由及
其纲要，兼有目录的性质。先把叙
学懂弄通，这是一种重要的读书方
法。许慎在《说文·叙》里叙述了
文字起源、六书理论、编纂宗旨、
写作体例、家族身世等，揭示了读
这本书的门径，是进入《说文》堂
奥的钥匙。其子许冲在《上<说文>
表》 中补述了著书态度、治学精
神、作品内容等重要信息，应予充
分重视和关注。《说文·叙》可看作
介绍文字学知识的“教科书”、阅读
《说文》的“说明书”、表达许慎著
书志向的“决心书”。读《说文》必
须循着《说文·叙》的脉络开始。

二是结合典籍文献用例来读。
许慎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
本”，通过对字的解释，“六艺群书
之诂，皆训其意”，达到正本清源解
释经典的目的，这是许慎著 《说
文》的初心。据统计，《说文》引经
书四十余种1305条，既为字的说解
提供了文献例证，又反映了字在经
典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创立了以文
字学研究经学的范例。比如，《说
文》解释“盼”：“《诗》曰：‘美目
盼兮。’从目，分声。”“盼”是形声
兼会意字，“目”作形旁，表示与眼
睛有关；“分”作声旁，表示读音，
兼表示分开、分明的意思。本义是
眼睛黑白分明。这里的“盼”用的
是本义，形容美目流转的样子。引
用《诗经》解“盼”起到了字经互
证、双向深化的效果。从文字入
手，把典籍文献里的关键字说明
白、讲清楚、解准确，能有效帮助
我们正确理解把握经典文句的意义。

三是结合小学语文识字教学来
读。《说文·叙》：“《周礼》：八岁
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六书”是周代以来人们归纳出来的
六种分析汉字构造和使用的方法，
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
注、假借。因儿童入小学先学文
字，故以“小学”称文字学。作为
文字学的奠基之作，《说文》对于改
进识字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
现实价值，关键是用“六书”解析
汉字，发挥部首统领汉字的功能。
比如，讲“马”字时，可引用《说
文解字·马部》：“马，怒也。武
也。像马头髦尾四足之形。凡马之
属皆从马。”告诉学生，马是一种昂
首怒目、非常威武的动物。“六书”
中属象形，字形像马、颈、鬃毛、

尾、四足俱全的样子。然后列举
“马”的甲骨文、金文等字形，从栩
栩如生的甲骨文“马”到上像鬃
毛、下像四蹄的繁体“馬”，再到依
草书字形简化的楷书“马”，让学生
加深对“马”的演变及其笔画意义
的理解。根据教情、学情可适度拓
展“马”部字，“凡马之属皆从
马”，其下统领的字大都是“马”作
形旁（意符）组构的字。这些字跟
马的意义有关，如驹、骐、骓、
驳、骏、骑、驾、驷、驱、驰、骋
等。接着引导学生用“马”作声
旁，调换不同的形旁，认识读音相
同、相近而意义不同的字，如吗、
妈、蚂、码、玛、犸、骂等；还可
介绍与“马”有关的成语、俗语及
文化故事。这样讲汉字显得言之有
根、言之有理、言之有趣。

四是结合生活实例来读。汉字
起源于现实生活，对《说文》的学
习和研读要注重其说解与现实生活
的沟通与衔接。比如，看到“粥
棚”的“粥”字，有人可能会问：

“粥”为什么由两个“弓”字构成
呢？查《说文》，“粥”本作“鬻”；
再查小篆字形，两个“弓”像“熟
饪五味气上出也”。原来“弓”是蒸
汽的讹变。再如漯河方言称收获红
薯为“chu红薯”，“chu”是哪个
字？《说文解字·又部》：“叔，拾
也。从又，尗（shú）声。汝南名
收芋为叔。”2000年前，许慎家乡汝
南一带的人就称收芋头为“叔”。

“chu红薯”的“chu”应是“叔”
字，与普通话的“叔”略有历史音
变 。 又 如 我 们 称 “ 杏 ” 为

“heng”，这与“大徐本”《说文》
依唐代《唐韵》标注反切音“何梗
切”相一致，证明音韵学的一条规
律：今天普通话声母为“jqx”的，
古时多读作“gkh”。“世事洞明皆学
问”。从《说文》的视角认识身边的
事物和现象，通过汉字的阐释关联
生活常识和文化事项，架起了学问
与现实、历史与现代之间的桥梁。

五是结合专业需求来读。许冲
《上<说文>表》中说：“天地鬼神、
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
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说文》是一部百科全书，通过一组
组汉字存贮着古代各个门类生动而
鲜活的历史文化内容。各行各业都
能从中挖掘宝藏、汲取智慧。若你
从事农业水利工作，就需要了解水
部字及与季节、农具相关的一系列
字，明了以农立国的道理；若你从
事中医药工作，就需要学习艸部
字、肉部字以及“五行”字，了解
中医文化的基础；若你从事饮食文
化研究，就需要弄通食部、火部、
鼎部、鬲部等字群，才能更好地了
解食文化的发展历程等。透过《说
文》的解释，我们能够还原古人生
活的场景，演绎一场场穿越时空的
奇妙旅程，认识先民观察事物的方
式，了解造字的初衷以及其中蕴含
的思想情感、价值取向，为坚定文
化自信，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奠定坚实的文化根基。

读《说文解字》的方法和体会
■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在贾湖遗址博物馆的“匠心造物”

展厅，一个采用混合现实技术的“粮食
加工台”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参观者戴
上MR眼镜，虚拟影像中构建数字石磨
盘和石磨棒，并出现稻谷、栎果等带壳
食物。当参观者模拟操作石磨棒在石磨
盘上滚动的动作时，虚拟影像中的带壳
食物会随之脱壳和被碾碎，完成一次粮
食加工。这个“粮食加工台”再现了
9000年前贾湖人的生活场景，而贾湖正
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起源地之一。

稻作农业让贾湖先民食
物来源更稳定

贾湖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使万物
蓬勃生长、动物自由栖息，形成了水草
丰美、生态和谐的环境，为贾湖先民获
取丰富的食物奠定了基础。树上长的、
藤上结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天上
飞的，都出现在贾湖先民的食谱上，更
有经过驯化后的栽培作物和家畜以及用
粮食酿造的美酒。

贾湖聚落人口逐渐增多，带来更大
的生存压力，先民开始思考如何让食物
来源更加稳定。贾湖遗址出土的文物表
明，先民在长期实践观察中发现野生稻
的稻籽可食用且易于储藏，就逐渐进行
试种。

考古学家在贾湖遗址发掘的红烧土
块中发现十多例稻壳印痕，在房基、灰
坑填土标本中经浮选法拣选出大量脱壳
的稻米，经鉴定大多为偏粳型，也有一
定比例的偏籼型及少量偏野型。稻作农
业的出现为贾湖先民定居奠定了物质基
础，贾湖先民的食物来源更加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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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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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粳分化尚不明显并且还含有野生稻特征

的原始栽培稻。贾湖古稻是淮河流域及
以北地区年代最早且具有明确农具共存
现象的稻作遗存，在中国也属于最早的
一批。

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石镰、石
刀、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农业生产
和加工工具，让人惊叹贾湖人的聪明才
智，以及在农业生产中运用生产工具的
熟练程度。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原贾湖遗址考
古发掘主持者张居中认为，从贾湖发现
的翻土、收割、加工等一系列农具看，
已出现典型的栽培农业特征，这是当时
人类农业行为非常重要的佐证。他对炭
化水稻进行分析后认为，贾湖水稻处于
早期的驯化状态之中。

专家研究发现，通过长期不懈的努
力，贾湖先民成功驯化了一些野生作物
和野生动物。他们将收集好的种子播种
栽培，开始转向易于增产又便于储存的
谷物栽培经济，并进行家畜驯养与鱼类
养殖。这标志着贾湖先民在从原始时代
走向农业时代的历史进程中迈出了极其
重要的一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教授韩建业说，农业起源于距今一万年
前后，但显著发展就是在八千年左右。
农业的发展支持了文明的起源。贾湖具
有一种标本意义——它正处在农业早期
发展的门槛上，从此地可以直观看出农
业发展带来的变化。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
心研究员赵志军认为，贾湖的水稻是野
生稻经过驯化后的栽培稻，在中国稻作
起源、农业起源甚至在世界稻作起源上
占据重要地位。贾湖遗址发现了世界上
最早的栽培粳稻种子和整地、收割、脱
粒等系列农具，把淮河流域的水稻栽培
史提前到距今约9000年前。

稻谷飘香，再现贾湖先
民丰收盛景

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展栽培农业劳动
是相当复杂的，不仅要熟悉栽培作物的
生长习性、规律，还要掌握基本的收
割、加工技术。资料表明，当时贾湖的
气温和降水都高于现在的水平，整体气
候环境大致与现在的江淮地区相当，自
然景观包括疏林、草原、湖沼，存在适
宜稻类作物生长的气候和环境。加之当
时分布有野生稻，而贾湖先民的文明程
度较高，应当已具备支配天然资源和自
然环境的能力。尤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他
们种植水稻的契机。专家推测，贾湖先
民在面临天然食物来源缺乏的漫长冬
春，单靠渔猎和采集难以果腹，这就促使

他们转向易于增产又便于储藏的谷物栽培
经济，以此来获取必要的食物来源，但采
集、狩猎和捕捞仍占主要地位。

贾湖遗址发掘时出土了100多粒炭
化标的栎果果核，均为先民从遗址周
围采摘作为食物食用，大多保存完
整。栎果俗称橡子，富含淀粉，其含
量仅次于五谷而远高于豆类，其成熟
季节相对集中，从一棵树上就可以收
获较多，自古以来就是民间食物。现
在舞阳县附近的二郎山和嵖岈山依然
有很多橡树，周边不少商户专营橡子
凉粉，味道很好。

在贾湖遗址灰坑中出土的野菱炭化
果实、炭化大豆、莲藕遗存等，说明当
时的食物丰富且多样化。

10月26日，位于贾湖村的河南农
业大学 （舞阳） 现代农业综合试验站
内，籽粒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摆，百亩示
范稻田开镰收割。这片示范田选种的3
个稻种是我国农业科学家经过十几年的
科研攻关、自主培育而成。试验站成立
3年来，专家团队“手把手”对村民进
行技术指导，推广“旱改水”技术，引
沙河水入田，让灿烂辉煌的稻作文化代
代相传、接力赓续。

走过9000年 贾湖稻飘香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八卦连环掌又名八卦掌，是中国传

统武术的三大内家拳之一。由于运动时
分为四正四隅八个方位，与周易八卦图
中的卦象极为相似，故称八卦掌。1982
年前后，八卦掌第四代传人王玉松将八
卦掌传入漯河。后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下，八卦掌在漯河取得良好发展，逐渐
形成流派，并于今年入选漯河市第七批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今年 41 岁的赵伟超是阴阳赵镇
人，是八卦掌的主要流派之一——梁氏
八卦掌的第五代主要传承人，也是八卦
掌在漯河的第三代主要传承人。谈及八

卦掌的传承发展，他如数家珍：“八卦
掌由清代武术大家董海川所创。他的武
艺闻名乡里，徒弟遍布全国。董海川的
弟子，也就是八卦掌的第二代传承人
中，影响力较大的有梁派的梁振蒲等；
继承梁振蒲衣钵的是李子鸣等人；李子
鸣的弟子王玉松是河南周口人。1982年
前后，王玉松将八卦掌传入漯河，后传
给漯河的弟子王富海。”

“我从小就喜欢武术，八九岁开始
就跟着我哥学少林拳。我初中毕业后来
到漯河。因为喜欢武术，我每天早上都
到河堤上练拳。有一天，我看到王富海
老师在河堤上教八卦掌，不禁入了

迷。”赵伟超说，当时，王富海老师和
几名师兄都注意到了他，并问他是不是
喜欢武术。得知喜欢就可以跟着练且是
免费的，赵伟超激动不已。从此，他每
天早上都跟着王富海学习八卦掌。几年
后，王富海看他认真又肯吃苦，将他收
为入室弟子，悉心教导。

赵伟超表示，八卦掌的主要功法有
站桩、走桩、操桩、行桩功、内壮功、铁
砂掌、铁臂功、螺旋缠丝功、混元养生
功、穴位点打功等，徒手套路有定式八
掌、老八掌、揉身掌、龙形掌、追风掌、
转掌八式、八卦连环掌、六十四散手掌，
器械套路有八卦刀、八卦剑、八卦枪、子
午鸳鸯钺、八卦钩镰剑、风火轮、鸡爪阴
阳锐、判官笔记本、七星杆等。

八卦掌步法灵活，在训练中要以调
心为主，其他次之。练习者时刻都要静
下心来，培养中和之气，以心意统领肢
体动作。练习八卦掌有助于身心同步协
调发展。

武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一，
传承是每个习武者的责任。2008年，赵
伟超开始收徒教学。我市对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高度重视，1998年成立漯河梁氏
八卦掌研究会，2013年在沙澧河风景区
设立漯河梁氏八卦掌训练基地。赵伟超
每天在这里义务教授八卦掌。

11月 9日清晨，沙澧河风景区空
气清新、景色宜人。在梁氏八卦掌训
练基地，赵伟超认真地指导学员练习
八卦掌。推、托、走、转等，一招一
式，变幻莫测，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
赏。“每天6点30分开始，8点50分结
束。除了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我基
本上都准时在这儿教学。”赵伟超说，
学员都是武术爱好者，有的坚持学了
很多年。

2014年，赵伟超创建武极功夫馆，
利用周末与假期在青少年中进行教学，
并积极组织弟子、学员参加市武术展
演、比赛。同时，赵伟超联络多所中小
学，教学生学习八卦掌，推动武术进校
园。时至今日，他已培养学员达五六百
人。对待每一名学员，他都悉心教授。

此外，赵伟超还多次赴香港、马来
西亚宣传推广八卦掌，并制作八卦掌基
本功、六十四掌、内功方法等系列教学
视频上传到抖音、小红书、快手等平
台，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喜欢八卦
掌。

“八卦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对养生保健大有裨益，同时
也是一种表演艺术。让更多的人了解八
卦掌并将其发扬光大是我的责任。”赵
伟超说。

薪火相传八卦掌 百年武艺焕“青春”
赵
伟
超
在
八
卦
掌
传
承
基
地
授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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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王嘉明
11月4日，记者慕名来到临颍县樱

桃郭村，这里生产的麻糖远近闻名。
樱桃郭村的麻糖制作技艺据说是一

郭姓手艺人从湖北孝感带来的。明末清
初，郭执忠带着三个儿子来到临颍县城
西北一高岗处的四方园村。此地有一寺
院叫万首寺，掩映在一大片樱桃树中。
该寺香火鼎盛时曾有万名僧侣，因此得
名。受战乱影响，村民流离失所，此处
渐成荒村。郭执忠一家在此处定居，垦
荒种地，繁衍生息，该村改名为樱桃郭
村。郭执忠一家在务农的同时，利用大
麦、芝麻、小米、玉米等原材料制作麻
糖，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售卖。

随着郭姓的发展壮大，樱桃郭村的

麻糖闻名四方。如今，该村的麻糖制作
技艺传承人郭新甫、郭新伟、郭新凯三
兄弟坚守传统技法，努力把这项老手艺
发扬光大。

走进该村的麻糖生产车间，只见制
糖师傅正在熬制糖浆，分装师傅在分拣
打包，车间内非常整洁。“我们生产的
麻糖都是手工制作，产品色白如霜，酥
而不粘，甜而不腻，酥香可口。”郭新
甫告诉记者。

“好的麻糖为横切面外围 128孔，
加空心糖杆一孔，共129孔。我们家的
麻糖就是129孔。”在郭新甫引领下，
记者近距离观看传统麻糖的制作过程。
首先，大麦发芽后与玉米搅拌在一起作
为原料，入锅熬制出浓稠的饴糖；师傅

反复折叠、揉搓
饴糖，制成糖浆
胚。糖浆胚被拉
扯成白白的长条
状，切为长度一
样的麻糖胚；把
麻糖胚裹满白芝
麻，降温后，一
根根好吃的麻糖
就做好了。

“樱桃郭麻
糖曾作为贡品被
送进清廷。冬日
配以老南瓜为原
料熬制成的食疗
麻糖有润燥、暖
肺、养胃的功效。”一名村干部介绍说。

“每年农历八月至腊月廿三是麻糖
制作和销售旺季。”郭新甫说，作为特
色小吃，樱桃郭麻糖不仅在当地热销，
还销售到许昌、信阳、郑州、西安、太

原、北京等地，甚至远销国外。
“樱桃郭麻糖以香、甜、薄、酥、

不粘牙为特色，深受老百姓喜爱。我
们郭家后人要把这项传统手艺传承下
去，让更多人吃上我们的麻糖。”郭新
甫说。

樱桃郭麻糖:传承老手艺 延续老味道

贾湖遗址博物馆展出的石镰、石刀、石铲、石磨盘和石磨棒等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

■王学儒 李松涛
地处中原的漯河，饮食文化源

远流长。
漯河过去叫螺湾河镇，隶属郾

城县。而郾城为古代偃姓诸侯国之
一，有文字记载最早的是 《后汉
书》中曾两处提到郾城。公元前21
世纪，禹的儿子启登上王位，封皋
陶之后于郾，称郾子国。郾城自古
就被认为是平安之城、丰裕之城。

在漯河农村，街坊邻居、亲朋
好友见面，第一句问候都是“吃了
吗”，这句问候是从积贫积弱的年代
流传下来的，表达着一直吃不饱的
人们对亲朋好友的关心。还有许多
俗语、口语与“吃”有关，比如

“吃亏是福”“吃一堑长一智”“吃不
了兜着走”“吃力不讨好”“吃大户”

“吃四两跑半斤”“哑巴吃黄连，有苦
说不出”“吃人家的嘴软”“吃了秤
砣，铁了心肠”等，另外还有“吃不
着葡萄说葡萄酸”“吃皇粮”“吃独
食”“土里刨食”“一口吃不出个胖
子”等固定用语，还有一些颇有漯河
地方特色的歇后语“半夜吃烧鸡——
撕撕享享（思思想想）”“王店饺子
——锅锅清”“茶壶里煮饺子——心
里有数”等。

还有一些村名跟吃有关，如油
坊盛村、碾盘张村、樱桃郭村、柿

园张村、菜园刘村、枣树王村、杏
树王村等，无不体现饮食文化与生
活的关系。

在漯河，可以说处处有美食、
村村有特色，如龙城猪蹄、繁城牛
肉、郾城朱凤扒鸡、舞阳杠子馍、
商桥锅盔、拐张麻糖、北舞渡胡辣
汤等，还有李集粉条、新店草
莓、龙城鲜桃等。今年 8 月 27
日，《漯河日报》 公布了我市地方
风味特色小吃 41个，地方传统名
优小吃 48 个以及十大名店、名
吃、名厨。这些名吃美食都有独
特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品味这些
美食，也是在感受这片土地的民
俗和生活韵味。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从古郾
子国到中国食品名城，沧海桑田，
几经变迁，不变的是“民以食为
天”的情怀。漯河地处中原腹地，
交通便利，凭借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以及丰富的产业资源，承接千年
饮食文化发展脉络，大力发展食品
产业。如今，这里拥有众多知名食
品企业如双汇、卫龙、小帅才等，
建设有中原食品实验室，引领中国
食品名城高质量发展。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
变，漯河的食品行业将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

说饮食 品文化

人文沙澧人文沙澧

樱桃郭村的麻糖生产车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