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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有一个温暖的家，是每个人的追求

和向往。那么，9000年前的贾湖人是怎
样生活的？又有着什么样的家呢？

经过前八次发掘，考古专家发现，
贾湖聚落周边地势稍高，矿资源和水资
源丰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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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谐的古环境。

贾湖先民在如今的贾湖村附近建造
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形聚落，内侧留有
中心广场式的空地，外围是自然河道
和环濠，形成了一个封闭式内向型环
濠聚落。聚落以西和以北的低缓岗地
上的广阔疏林灌丛草原是先民采集、
狩猎、畜牧活动的场所。有一条河流
从西北方向流淌过来，在贾湖聚落外
围与环濠交汇后再流向西南方向。聚
落以东和以南地区是大片的沼泽地。
向东约1公里范围内，地势比较平坦，
坡度较小，可能是贾湖先民的主要农
耕区，是种植水稻的理想之地。而聚
落以东2公里以外、100多平方公里的
洼地是从事水生动植物捕捞采集活动
的主要场所。

这是一处理想的栖息地，广阔平
坦，资源丰富，温暖湿润，适宜居住。
贾湖先民择居于此，体现的是一种生存
的智慧。

贾湖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了1500
年。这1500年里，聚落的形成发展脉
络清晰，居住区、墓葬区、作坊区从混
杂到趋于分离。在贾湖遗址博物馆的

“理想家园，聚居千年”展厅，有一幅
根据贾湖遗址的遗迹面貌进行创作的远
古贾湖环境绘画。我们通过画中三期遗
址中房址、墓葬等遗迹的变化，能感受
到1000多年贾湖聚落的发展和演变。
随着地貌气候的改变，聚落东侧洼地水
量增大，水体开始覆盖原本的聚落范
围。这处曾经带给贾湖先民安定生活的
家园也由东向西逐渐缩小，直到最后全
面废弃。

如果把贾湖先民的聚落看成一个
“村落”的话，那么，贾湖先民的住宅
又是什么样子呢？

据贾湖遗址博物馆馆长武艳芳介
绍，贾湖遗址考古报告和大量研究资料
显示，贾湖先民精心构筑的房屋主要有
半地穴式、平地起建式和干阑式几种类
型，兼具遮风避雨、防寒取暖、抵御猛
兽的功能，展现了他们高超的建筑技
术。其中，半地穴类房屋是最多的，需
要通过测量选址、挖坑、挖柱洞、筑墙
体、搭盖房顶、铺设居住面和修筑房内
设施等几个步骤。在生产力低下的史前
时代，能够完成这样一间间房屋的建
造，让人不得不佩服远古先民的聪明才
智。

除了房屋之外，贾湖先民还建造了
可以储藏粮食和物品的窖穴、可以点火
做饭的原始灶，还在聚落外面挖坑建造
了一圈环濠，用来防御洪水、猛兽以及
敌对势力的侵袭。

为了让人们直观地了解贾湖先民
的住所，在贾湖遗址博物馆的室外体
验区，设计人员1:1还原了贾湖先民居

所，有半地穴式房屋、平地起建式房
屋和干阑式房屋不同风格，让人能身
临其境地感受史前先民生活的环境与
创造的智慧。走进半地穴式房屋，只
见圆锥形的茅草庐用泥土围圈，编织
好的茅草紧实地铺在支撑架上。房屋
内的地面低于外侧地面，形成了半地
穴式房屋。这种建筑形式让记者想起
农村田间地头常见的简易瓜棚，只不
过外观形式有所不同。

站在这些房屋前，可以想象，有了
遮风挡雨的居所，安居乐业的贾湖先民
娶妻生子，家家户户欢声笑语。

贾湖先民创造了这样一个聚落之
后，和其他区域的聚落有无交流呢？
根据考古学家对贾湖遗址出土的人类

和动物骨骼进行锶同位素分析研究
表明，贾湖遗址有相当多的外来人
口，尤其是第二期和第三期。这表
明贾湖聚落与周围同时期的其他聚
落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随着社
会的发展，这种交流逐渐频繁，其
中有通婚、迁居等和平的形式，也
存在冲突和战争。

创造了这一切的贾湖先民到底长
什么样？考古学家对贾湖遗址出土
的几百具人骨进行的体质人类学分
析表明，贾湖先民的主要体质特征
与蒙古人种的东亚类型比较接近，
与中原地区古代居民之间存在较为
密切的亲缘关系。贾湖先民大部分男
子身高在 1.7 米以上，最高达 1.9 米；
大部分女子身高在 1.6 米以上，最高
接近 1.8 米，可以称得上是当时的

“巨人部落”。
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教授，贾湖遗址主要发掘者、研究
者张居中认为，贾湖人当时已经有了族
外通婚萌芽。考古学家通过锶同位素分
析了解到，贾湖一期几乎没有外来人
口，二期开始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并以
女性居多，说明当时可能已经有了优生
学的萌芽。

贾湖先民的居所也启迪了现代建筑
设计师的灵感。俯瞰贾湖遗址博物馆，
这是融合了由半地穴式房屋、灰坑等圆
形遗迹，结合遗址发掘探方的方形造
型，连接组合成一个非常具有史前遗址
特色的美丽建筑，从空中望去，就像迸
溅的水滴，富有“文明如水，润物无
声”的美好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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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玉
香饰品、香珠、焚香……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香文化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
置。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香品逐
渐以文创产品等形式重新进入大众视
野。近日，我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好运香珠传统制
作技艺入选。11月18日，记者走进好
运香珠传统制作技艺主要传承人胡永刚
的工作室，揭开这项传统技艺的神秘面
纱。

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进程中，围
绕各种香品的制作、炮制、使用逐步
形成了能够体现出中国人精神气质、
民族传统、美学观念的香文化。所
以，中国的香文化也是一种养生文
化，即在香品的芳香中获得精神愉
悦，起到修身养性的作用。相比于熏
燃香，香珠在传统香文化中扮演着更
为重要的角色。在古代，用香药防
病、保健的历史十分悠久。古人出远
门时担心路上病倒，便用名贵药材做
成香珠佩戴，用以急救。现在，香珠
虽不再食用，但其传统制作技艺流传
了下来。

郾城区龙城镇做香珠历史已久。龙
城镇白庄村胡姓一家四代人坚持传承香
珠制作技艺已近百年。第四代主要传承
人是“80后”胡永刚。

胡永刚告诉记者，家中祖辈均经
营香珠生意。他自幼学习传统香品
制作技艺，对香文化有着浓厚的兴
趣。经过多年挖掘，胡永刚在传承
的基础上掌握了独有的制作技艺。

“好运香珠是依明代 《永乐大典——
医药集》 中所出基方加减而成。胡
氏古法手工制作香珠技艺从原料选

取到香料炮制、研磨，再到和香、
出香、铺香、晒香、打股、窖藏等
所有工序均遵循阴阳五行、季节时
令的自然规律，以五行周济之养生
理论，用纯天然香泥做成珠状的香
料。”胡永刚对每道工序如数家珍、
娓娓道来。

采访中，胡永刚拿出一袋白色的
香珠，一股幽香扑鼻而来，古朴沉
郁的草药香味令人精神一振。“可别
小看了这些小小的香珠。它们是采
用独有的传统制香技艺制作而成，
区别于单一的沉香、檀香、崖柏等

有香味的珠子，历经了十几道工序
制作而成，质地坚硬，香韵层次饱
满 丰 富 ， 具 有 原 料 天 然 、 配 方 独
特、香气浓郁的特点。”胡永刚介绍
香珠时颇为自豪。

好运香珠制作工艺包括修制 （增
香）、配伍 （定韵）、炼泥 （增加黏

性） 等工序，每一步制作都非常讲
究。“炮制是香材变为香珠的关键一
步，有碎、蒸、煮、炒、炙、炮、
焙、飞等多种方法，其目的是去除杂
质、理其药性。炮制得当与否，直接
影响香珠的质量。恰当的炮制能够充
分发挥香材的功效，并消除可能产生
的副作用。”胡永刚说，炮制完成后，
再将材料打磨成细粉，经过配伍黏
合，捶打发酵。好运香珠采用手锤、
木槌、铁锤敲击这一循序渐进的捶打
方式，让香泥逐渐紧实，具有韧劲。
重复三至四次捶打配合发酵的过程
后，香泥质地均匀，气味协调温和、
沉稳敦厚，可以揉捻成珠，继续制
作。除打粉环节外，其他过程全部由
手工制作而成。

“现在很多年轻人更喜欢用香水，
对传统的香文化了解不深。其实，咱们
中国传统的香更注重内在，更能给人以
内心的宁静。”胡永刚说，为了更好地
传承传统香珠制作技艺，2014年，他在
白庄村创办工作室制作好运香珠，并在
深圳、郑州开设公司进行销售。“我们
的香珠产品以前主要制作成香囊销售，
但是传统手艺要想开拓新的市场必须不
断创新。”胡永刚说，近年来，他开始
把香珠运用到更多的产品中，比如吹香
机、香氛机、空气净化器等，让好运香
珠搭载现代化设备走进更多家庭。

匠心传承“中国香韵”

本报讯 （记者 齐国霞） 11 月
17 日下午，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
长、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王云路应邀做
客“学习强国”汉字文化名城大讲
堂，为广大高校师生及汉字文化爱
好者作了一场主题为“ 《说文解
字》的历史功绩与当代价值”的学
术报告。线上线下2000余人收听收
看。

王云路教授首先阐述了许慎在
中华文明传承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并认为其是当之无愧的“许圣人”。
接着，他通过大量的文献用例深刻
阐述了许慎对汉语词义的引导、对
汉语字形的分析以及对造字特征的
揭示，启发大家讲好汉语故事、讲
好汉字故事，透过汉字充分理解优
秀文化、传承民族精神。

据了解，“学习强国”汉字文化
名城大讲堂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市许慎文
化研究保护中心承办。本期大讲堂
是纪念许慎遣子进献 《说文解字》
1902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旨在
进一步传承许慎精神、弘扬汉字文
化。

“学习强国”汉字文化名城大
讲堂创办于 2019 年，在中宣部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和省委宣传
部的指导下，至今已举办 4 季 13
期，先后邀请清华大学赵平安教
授、李守奎教授，北京大学孙玉
文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王贵元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王立军教授，
复旦大学刘钊教授，吉林大学吴
振武教授等 13位国内知名专家学
者开讲。

“学习强国”汉字文化名城
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1月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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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第五期 （总第三十四
期） 活动在八马茶业 （辽河路店）
二楼满庭芳举行。知名作家、市委
老干部局原副局长、《城乡建设》杂
志主编张德贞以《对优秀传统文化
的几点认知》为题作了分享。30多
名社科爱好者参加了活动。

张德贞从“什么是文化”“马克
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备
的特点”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四
个方面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
史演变、历史内涵、历史意义、发
展方向，阐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内涵，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指导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科学指
引。

大家表示，要进一步坚定历史
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深化对

“两个结合”的认识，不断增强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在继承中发展、在守正中创新。

漯河哲学社会科学论坛
2023年第五期活动举行

成语典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
影与结晶。不少为大众所熟悉的历
史人物、历史故事都被凝练为成语
典故。

比如，“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完璧归赵”的蔺相如，“约法三
章”的刘邦，“三顾茅庐”的刘备，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精忠报
国”的岳飞。

又如，“七步成诗”的曹植，
“入木三分”的王羲之，“穷途之
哭”的阮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
陶渊明，“呕心沥血”的李贺，“胸
有成竹”的文与可。

说到历史上的故事，相关的成
语典故更是数不胜数。关于先秦时
期，便有“围魏救赵”“老马识途”

“退避三舍”“卧薪尝胆”“毛遂自
荐”“孟母三迁”等。

成语典故不仅有对具体事件的
概述，也有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勾
勒，如远古时代的“茹毛饮血”、西
周时代的“制礼作乐”、春秋战国时
代的“百家争鸣”。

成语典故还承载了中华民族的
价值观念与生存智慧。说到儒家，
我们会想到“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敬德保民”“知行合一”等；
说到道家，会想到“道法自然”“见
素抱朴”“庄周梦蝶”“游刃有余”

“望洋兴叹”等；说到佛家，会想到
“一尘不染”“功德无量”“现身说
法”“本来面目”等。

由于成语典故的巧妙凝练，历
史人物变得更加鲜活，历史故事变
得生动形象，价值观念变得更加深
入人心，智慧哲理变得耐人寻味。

正如古话所言，“言之无文，行
而不远”。在一定意义上，正是通过
成语典故，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
灿烂文化广为流传。

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还进一步
把成语典故活用于治国理政实践之
中。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
志巧妙运用成语典故指出：错觉是
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
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
人错觉之一法。

毛泽东同志不仅善于运用既有
成语典故，还善于化用旧典、赋予
新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名
便化用自 《尚书》：“若火之燎于
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

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善于用
典。在如何用人问题上，他引用

“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强调对
人才的重视；引用“宰相必起于州
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强调从基层
锻炼选拔人才；引用“骏马能历
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
河不如舟”，强调要量才而用、扬长
避短；引用“不知人之短，不知人
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
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
人”，强调要多层次、多侧面地了解
干部。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
继承才能善于创新。新形势下，
传承好、弘扬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需要活用成语典故，使之在
古今交融、中西会通中焕发新的
活力。

据《解放日报》

凝练成语 化用典故

■马志兵
11月11日晚，第五届豫剧艺术节暨

“致敬香玉”系列活动在河南艺术中心
大剧院开幕。25台大戏和一台折子戏作
为优秀剧目将进行为期21天的展演。

11 月 12 日晚，豫剧 《黄金婵》 在
郑州儿童影剧院展演。该剧根据陈素
真 《黄金婵》 和 《铫刚征南》 整理改
编，是豫剧皇后陈素真大师刀马旦行
当的代表性剧目。该剧主要讲述的是
东汉初年，铫刚去柳州救父，为借道
邂逅女将黄金婵。一番打斗后，两人
换枪定亲，岂料黄金婵的兄长阻挠二
人成婚。最终，众人在共同对抗柳州
王的过程中冰释前嫌，家国大事得以
一并解决。

豫剧《黄金婵》的故事很多人可能
比较陌生，但其实和大家耳熟能详的

《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故事情节有相似
之处，都是临阵邂逅，一番打斗，男
弱女强，一见钟情，女主主动，男主
被动，私定终身，成婚受阻，冲破阻
力，终成眷属。这是故事单线性结构
发展的线索，也是一种套路。另外一
个套路就是，故事里的家事、国事、
天下事总是纠缠在一起，让观众不由
得事事关心。国家大事解决了，家事
也随之迎刃而解，天下也就太平了。
第三个套路就是武打戏必有翻跟头、
造型亮相、耍枪花、对打等。这些也
是观众的关注点和看点，必会获得喝
彩、叫好和掌声。

该戏第一个亮点和出彩点就是现
代网络语言的应用。《黄金婵》 本是
古装戏，女主黄金婵却抛出了“我厮
跟着你，若被人偷拍发到网上，冲上
热搜怎么办”等网络梗，让观众不由
得哄堂大笑。虽然给人以出戏的感
觉，但并不让人觉得生硬和别扭，反
而拉进了戏曲与观众的距离，是戏曲
现代化的尝试，完成了台上演员与台
下观众的互动和共情，给人一种戏中
人与观众共处同一时空的美妙错觉。
这一刻观众走进了戏里，戏中人走进
了观众里。其实在古装戏里，类似的
桥段并不稀奇，但一般由丑角来完
成 ， 可 谓 戏 曲 里 的 “ 冷 幽 默 ”。 比
如，经典古装戏 《珠帘寨》 里面就有

了“男女平等”“退居二线”等时髦
词语。

该戏第二个亮点和出彩点就是黄金
蝉与铫刚在梦里相会的情境。该情境没
有一句唱词和念白，仅仅通过人物的身
段、手势、舞蹈、口型、眼睛、面部表
情等方式进行默剧化的表演，体现了戏
曲虚拟性特征，增强了戏曲的空间层次
感，在打打闹闹的武打戏里面是难得的
闹中取静。

当下，很多剧目一味追求创新，离
豫剧的本色越来越远，豫剧的味道也
越来越淡，泛剧种化现象越来越突
出。而 《黄金婵》 作为复排戏，更多
的是守正——它的豫剧味道还是很浓
的。

守正创新《黄金婵》
文艺评论文艺评论

文化资讯文化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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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孙 震） 11月19
日，郾城区作家协会正式成立并召
开了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了协会理事会和主席团。

会上，审议通过了《郾城区作
家协会章程 （草案）》，选举产生
第一届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副主
席，聘任了第一届主席团名誉主
席、顾问。李锐当选第一届郾城区
作协主席。王学儒、王学明、王春
红、李玲、朱红蕾、卢春霞、郑曾
洋、邢俊霞当选副主席。李玲兼任

秘书长。
郾城区作家协会的成立，为

郾城区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了一个
相互交流、学习的平台，是郾城
区文艺工作的一个突破。郾城区
作协将在郾城区委宣传部和区文
联的领导下，积极引领本土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弘扬主旋
律、书写新时代，打造一支能出
精品力作、充满生气、团结向上
的文学创作队伍，为郾城区经济
社会发展倾力赋能。

郾城区作家协会成立

制作好的好运香珠。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