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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群贤雅集赞沙澧，丹青流彩绘桑

梓。连日来，市文化馆举办的“丹青绘

盛世 文艺助三城”百名画家画漯河诗书
画作品展吸引了众多书画爱好者前来参
观、学习。

“看，这是彩虹桥，这是双汇新总部
大楼，这是漯河新八景……”12月24日
下午，趁着天气晴朗、气温回升，许多
市民来到市文化馆展览大厅，欣赏画家
笔下的漯河风光。

“孩子喜欢美术，平时难得见画家的
佳作，这次带她来长长见识。”市民栗先
生带着8岁的女儿认真观看画作，并分
析作品的立意、构图、色彩和技法，希
望从名家作品中学到绘画的奥妙。

记者看到，沙澧风光、现代工业
区、繁忙的漯河港和幸福快乐的日常生
活画面被画家用油画、水彩、国画描绘
出来。一幅幅作品展示了漯河的自然风
光和日新月异的变化，一首首配诗讴歌
了时代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这些
作品紧扣时代脉搏，聚焦我市“三城”
建设，主题鲜明、风格各异，既注重艺
术传承，又注重艺术个性的表达，或绮
丽，或雄浑，或拙朴，全方位、多角度
展示新时代漯河的新风貌，记录沙澧儿
女的奋斗足迹，给人们带来一场视觉盛

宴。
记者了解到，根据省委、省政府提

出的“行走河南、读懂中国”安排，在
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在市委宣传
部的指导下，市文联今年8月组织开展
了“丹青绘盛世 文艺助三城”百名画
家画漯河采风创作活动，邀请省内外
有影响的画家和漯河画家一起采风创
作。

市美术家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展览时间为12月22日至31日，展出
油画20幅、水彩6幅、国画30幅、书法
作品30幅，用有内涵、有灵魂的优秀美
术作品描绘了漯河“三城”建设的成就。

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陈向丽表
示，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将继续围绕“三城”
建设，着力挖掘贾湖文化、许慎文化、
食品文化、商埠文化，推动我市文艺事
业进一步繁荣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
设漯河实践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
神力量。

美丽漯河入画来
——“丹青绘盛世 文艺助三城”百名画家画漯河诗书画作品展侧记

■文/图 本报记者 孙 震
以清脆嘹亮的歌声歌唱生活和

家乡，已登台演出近千场——他就
是被誉为“职工歌唱家”的辛海生。

辛海生供职于国网漯河供电公
司。前不久，辛海生主创的歌曲
《今夜我值班》继获第七届平安中国
“三微”比赛微动漫与MV三等奖
后，又被评为2023年市级文艺精
品。近日，记者在国网漯河供电公
司工会办公室见到辛海生时，他正
忙着整理公司明年的文体活动方
案。

“创作文艺作品不容易，但能
用自己所长为大家带来满满的正能
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辛
海生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喜欢唱
歌。参加工作后，他在基层供电所
做会计。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
全省电力系统正在举办歌唱比赛，
就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参加了比
赛。比赛结果出乎意料——他获得
了市电力系统第一名，并最终获得
全国电力系统总决赛第一名。

荣誉的获得让他更有信心追逐
音乐梦想。他利用业余时间拜名师、
勤钻研，在各种比赛中屡获佳绩。

“作为喝沙澧河水长大的漯河
人，我要把漯河的景、漯河的
情、漯河的人和事通过歌曲唱出
来。”辛海生说，近年来，他先后
演唱了 《美丽沙澧 可爱的家乡》
《漯河故事》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
曲，并开始尝试自己写词，与作
曲家合作。

“《今夜我值班》是看到同事
为了万家灯火舍小家顾大家，有感
而发创作的一首歌曲。”辛海生介

绍，创作过程中，他看到公安民
警、医护人员、消防救援人员等坚
守岗位，深受感动。于是他打开思
路，重新打磨歌词，写成了这首
歌，并参与了谱曲和MV制作。

“创作其实就是一个‘闭关练
武’的过程，忘记吃饭那是常
事。”辛海生说，他很享受创作的
过程，尤其是对声音的探索。一旦
找到平衡点就豁然开朗，整首歌自
然流淌出来。

辛海生为国网漯河供电公司创
作了歌曲 《一网情深》 和微电影
《零点起床》，分别获市第二届文化
艺术节职工原创歌曲大赛二等奖、
2019年度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微电影优秀作品奖。他也先后获
省优秀文艺工作者、省职业道德先
进个人、市五一劳动奖章、市职工
艺术家等荣誉。在辛海生引导下，
公司很多年轻人也学会用音乐表达
对生活和工作的热爱。作为市网络
文艺家协会理事长、市音乐家协会
副主席，辛海生经常邀请一些名
师、音乐人来指导。“大家都非常
喜欢他这位‘职工歌唱家’。”国网
漯河供电公司工会副主席李强说，
他的作品很接地气，能给职工带来
共鸣。

辛海生是市“五星级志愿
者”，积极参加各项公益活动，深
入基层演出。“我是一名从农村走
出来的孩子，家乡的沃土养育了
我。我为能用歌声赞美生活、歌唱
家乡而感到自豪。”辛海生表示，
他将继续深入生活、扎根基层，潜
心创作更多讴歌新时代、弘扬正能
量的作品。

辛海生：写出家乡美 唱出心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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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齐国霞
人类有了文字，才算真正进入文明

社会。然而，汉字究竟从何而始，至今
未有定论。但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契刻
符号被认为是汉字的滥觞。

契刻符号 文字雏形

今年7月1日，“贾湖刻符龟甲”在
成都博物馆“汉字中国——方正之间的
中华文明”特展中惊艳亮相。

仔细观察这件文物，龟甲上的刻符
与甲骨文中的“目”字极为相似。而在
贾湖遗址出土的众多文物中，考古人员
在龟甲、石器、陶器上发现了共17例契
刻符号，在学术界引发关于汉字起源的
猜想。

“贾湖刻符在中国文字研究史上应该
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研究汉字发
展史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贾湖遗址发掘和研究主持者张居中的讲
述中，我们得以窥见贾湖刻符的出土经
过与研究成果。

1987年5月，在贾湖遗址考古发掘
中，一座老年女性的墓葬里出土了一件
类似剑柄的石器，顶端弧面上清楚地刻
着一行符号。考古发掘现场一片喧腾，
当晚大家买酒买肉加餐庆贺。次日上
午又有了更重要的考古发现——张居中
在一座墓葬清理随葬龟甲时，一片龟腹
甲上隐约透出刻痕。他按捺住激动的心
情，捧着龟甲去旁边积水的坑里，用刷
子蘸水清洗了一下，一个“目”字形符
号浮现出来，与甲骨文的“目”字几乎
完全相同。随后，其他墓中出土的龟甲

片上也发现了刻符，骨笛、杈形骨器、
石器和陶器上也陆续发现了刻符。

张居中介绍，这些契刻符号大体上
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符号从其形状上
分析具有多笔画组合结构，其中应蕴含
着契刻者的某种意图，记录了一件特定
的事情。“因此，这类契刻符号具有原始
文字的性质。”

这类契刻符号共有9例，占贾湖遗
址所发现契刻符号的一半以上。

“第二类符号契刻在石块或陶坠上，
不排除作戳记之用的可能。第三类符号
的数量较多，均在龟甲上契刻，与半
坡、姜寨的同类陶文刻符相似，可能具
有记数的性质。”张居中说。

采访中，张居中特别说到了贾湖龟
甲刻符的特点：这些符号多刻在龟甲的
明显位置，应该是为了便于看到，且符
号似乎暗示了龟甲的放置方向。“在同一
墓葬出土的龟甲中，有时有一个以上刻
有符号。这些符号并不相同，说明符号
不是墓主人的标记。在同一件石器上出
现了多个符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符
号具有象形性，如眼形、门户形，很像
后世的文字。

贾湖刻符出土之后，不少古文字学
家尝试进行释读。有学者认为“这些符
号应该是一种早期文字”，也有学者表示
其是“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
在张居中看来，由于这些符号过于抽
象，目前还不便对之进行臆猜，但它们
都具有一定的形，应该蕴藏着一定的含
义。“其中的‘义’，是要用语言来解读
的，所以也应该有对应的语言。这样看
来，这些刻符就具备了文字的形、音、
义的基本条件。尽管它大多只是单字，

但已具备了文字的基本功能。所以，称
其为原始文字或者说具有文字性质的符
号是可以成立的。”张居中说。

学者认为，这批契刻符号的发现，
为探索汉字起源提供了新的证据，可谓
我国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之一。

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国学家饶宗颐认
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地的关键性问
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

在今年11月初举行的纪念贾湖遗址
发掘40周年暨第二届贾湖文化国际研讨
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
学部委员王巍告诉记者，贾湖遗址发掘
中发现的17例刻在龟甲、骨器上的符
号，内容都与占卜相关，被称为贾湖刻
符。这些符号为我们揭开了祖先当时的
生活图景。

早于古埃及纸草文字及两河流域楔
形文字，又较安阳殷墟甲骨文早5000
年，贾湖遗址出土的神秘符号到底蕴藏
着怎样的寓意？它们与汉字的起源存在
着怎样的关系？三十余年来，学术界对
于贾湖刻符的研究和猜想从未停止，可
至今未有定论。

智慧之光 礼乐滥觞

在贾湖遗址博物馆“智慧之光，礼
乐滥觞”展厅，贾湖遗址博物馆馆长武
艳芳向记者介绍，展厅顶上的星座图
案，顶部中间的太阳纹及周围一圈星座
图案，其中一部分设计灵感就来自于贾
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

一片片残损的龟甲，一个个形似文
字的刻符，无声地展示着贾湖先民的伟
大创举。为了让人们更深入了解“龟甲
与符号”，贾湖遗址博物馆以契刻龟甲为
中心点，专门设置展厅进行展示和讲
述，并衍生讲述中华传统的龟文化。

作为“四灵”之一的龟，被古人冠
以“灵龟”“龙龟”“神龟”“天鼋龟”
等，并赋予丰富的文化内涵。古人认为
龟有先知之能，可卜知吉凶，亦能免祸

消灾，是健康长寿的象征，还代表财
富、预示祥瑞。其坚固的龟甲彰显了强
大的力量。在我国许多神话传说中，龟
的身影也经常出现，充当预测吉凶、避
祸除邪、吉祥赐福的角色。

龟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龟甲也是体现礼制文化的重
要载体之一。奴隶制社会时期贵族王室
利用龟甲进行占卜，是先秦时期祭祀礼
的一个环节。而史前遗址中随葬龟甲器
的墓葬，也显示龟甲器极有可能为当时
聚落社会中的上层或祭司等特殊人物所
拥有，是礼制的表现形式之一。

贾湖遗址龟甲器将龟文化的历史向
前延伸了几千年，由那时开始一直延续
到现代，形成了龟文化的发展脉络，对
探索中华礼乐文明之源有着独特的意
义。

贾湖契刻符号 汉字的滥觞

贾湖刻符龟甲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洁面、热敷、打泡沫、荡刀、开

刮……12月23日，在位于昆仑路的一间
理发店，王芳正拿着一把修面刀为顾客
进行老刀修面，技术娴熟、操作自如。

伴随着现代化的电动修面工具出
现，如今似乎只有在一些影视剧中才能
看到老刀修面的场景。但在王芳家，老
刀修面手艺已传承近百年，全家三代人
依靠这门手艺养家糊口、服务群众，也
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默默贡献力量。
今年，王氏老刀修面技艺入选我市第七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近
日，记者采访了这项技艺的第三代传承
人王芳。

今年40岁的王芳是召陵区姬石镇
人。谈及老刀修面，她打开了话匣子。
老刀修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南
北朝时期已经有了专业的剃头修面工
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必需行
业。

“我爷爷少年时期就学会了剃头修面
的手艺。他通过实践，对剃头修面的手
法不断进行改良，研创出王氏老刀修面
技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为了养家糊
口，我爷爷挑着担子走街串巷四处赶

集，给人们剃头修面。担子的一头是火
炉、脸盆，另一头是带抽屉的小柜子，
里面放着推子、剪刀、梳子、刮脸刀等
工具。”王芳说，因为爷爷的技术好，王
氏老刀修面在十里八村深得人们喜爱。

新中国成立后，剃头修面成为服务
行业之一，逐渐开始室内经营。1962
年，王芳的父亲开始学习家传的剃头修
面手艺，后来在郾城区开了一家店，为
周边群众提供剃头修面服务。“虽然很辛
苦，但我父亲非常喜欢这项工作，还经
常参加行业内的比赛，获得了不少奖
项。”王芳说，她从小就给父亲打下手，
不知不觉喜欢上了这门手艺。16岁时，
她正式跟随父亲学艺，很快便从父亲手
里接过了老刀修面技艺传承的接力棒。

一个小姑娘给人理发、刮脸、修
面招来了众多人的嘲讽。从业初期，王
芳经常看到别人异样的目光。但她没有
退缩、放弃，反而在技艺上更加认真钻
研。她注重基本功的练习和经验积累。
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修面工具她用
得得心应手。修面是手艺活儿，王芳会
根据顾客脸型不同，从不同地方开始行
刀。高超的技艺让她很快收获了一批

“铁粉”。

王芳介绍，王氏老刀修面以手腕灵
活、运力自如、左手配合、剃刀放平为
技术标准，有清洁、热敷、须泡、刮
面、剃油脂、洗眼、清洁鼻毛、敷面
膜、头部按摩和涂护肤品十道工序。采
访时，记者看到，顾客走进店里，王芳
先拿起毛巾进行搓洗，然后将热气腾腾
的毛巾盖在顾客脸上，把毛发焐软。片
刻过后，王芳拿着刮刀上场，刀贴着顾
客的面部线条剃除胡须、汗毛，一会儿
工夫便修得干干净净。顾客闭目养神，
很享受整个过程。

“王氏老刀修面用的刀是家族传承下
来的刮刀，不是一次性刀片。”王芳说，
她从业已20多年。在继承老一代传统修
面技艺的基础上，她又先后到北京、上
海、山东、广州等地拜师学艺。如今，
王芳结合现代人的需求，融入家传老刀

以外的现代工具，创立了“新国风”修
面技艺。这让老刀修面技术不再是男人
的专属，还能用轻柔刀法为女士修面。
洗面奶清洁、消毒毛巾热敷、热喷器除
油脂、眼药水洗眼、酒精消毒清洁鼻
毛、面膜补水、头部按摩、脸部按摩
等，传统与现代融合的修面技艺深受广
大女士喜爱。

“用传统修面手艺让现代人也能够
感受老一辈修面刮脸时的舒适和放
松。”王芳说，这种将传统文化与现代
美容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使顾客在享受
美容服务的同时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
力。

“我现在每天都在琢磨怎样把自己的
手艺传授给更多人，让祖传的老刀修面
技艺更好传承下去。”王芳说，她已授徒
百余人，不少人已经开店从业。

一把修面刀 传承三代人

■文/图 本报记者 郝河庆
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三尺

门作为地下通道，成为当时连接市
区铁路东、西区域的唯一通道，方
便了群众出行。寒来暑往，时光荏
苒。如今三尺门已走过两个甲子的
漫长时光，见证了这座城市的沧桑
巨变。

12月9日，记者沿万祥街由东
向西走去，经数百米就看到三尺
门。三尺门东接万祥街西口、西通
公安街北段，铁路下的通道长约50
米。

记者在三尺门东入口处看到召
陵区天桥街道设立的宣传板块，介
绍了三尺门的来历：“顾名思义，
三尺门是仅有三公尺宽的一个涵
洞。漯河人将其称为‘三子门’或

‘三石门’。当初修建京汉铁路时仅
用砖石在此处砌两道墙。因为跨度
短，不需要安放桥梁，仅用钢轨枕
木即可。”

据《漯河市志》记载：“1902
年至1906年，修筑京汉铁路期间，
在万祥街西端修建三尺门（铁路涵
洞），南北宽3米、高2.5米，东西
长49米，用于行人及车辆通行。”

三尺门虽然已走过两个甲子
的时光，可至今仍在使用。“人民
路、湘江路两座大型涵洞未建成
前，三尺门是连接铁路东、西区域
唯一的通道。”走访中，今年82岁
的万祥街老居民郭天保告诉记者，
以前人们从铁路东到铁路西，除了
通过三尺门，还可以走两条“马鞍

路”（翻越铁道状似“马鞍子”的
大土坡），分别位于现在的湘江路
和滨河路上。

网友“沙澧一翁”撰文回忆：
“那个年代很少有机动车辆，主要
的运输方式都是靠人力车（就是漯
河人俗称的架子车）。显然，架子
车翻越‘马鞍路’是非常艰难的
事。于是，三尺门就成了沟通铁路
东、西区域最繁忙的通道。”

京汉铁路通车后，三尺门附近
成为繁华地段，形成了百年老街万
祥街。豫庆、广兴、恒昌等几十家
大转运公司都开设在大煤市街（现
公安街）上，大同转运公司设在万
祥街西口。万祥街还有粮油行、土
产日杂行、干鲜水果行等商铺。万
兴隆蛋厂、祥盛魁油坊两家大商铺
也在万祥街。该街名称的由来就是
根据这两家商铺的第一个字起的。

“20世纪60年代我当了铁路工
人，搬到万祥街居住。从外地回来
探亲，下了火车，要通过三尺门回
家。”漯河民俗专家张文明曾在一篇
文章中回忆：“由于电灯不亮，三尺
门里黑洞洞的，有点儿瘆人。抬头
望望，头顶的钢轨枕木亦是黑乎乎
的。道路不平，深一脚浅一脚。”

居住在市区解放路万庄村的市
民万玉峰说，虽然现在城市交通越
来越便利，有了人民路涵洞、湘江
路涵洞、滨河路涵洞等，但他最常
走的还是三尺门。“每次从这里经
过，总觉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里
面，能勾起很多记忆。”万玉峰说。

风雨两甲子 沧桑三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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